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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is a process involving several steps to extract useful 

knowledge from database by ustng of learning a[gorithnl，data mining is one of these steps Most of 

the research works on KDD pay tl~OFe attention to data mining，but l~ttle to the whole process In 

this paper-three kinds of process models are int roduced and we hope it is helpfut for the research 

about K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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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KDD(Knowledge Di$COV— 

ery in Database)是近年来随着数据库和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而 出现 的，它是从大量数据中提取 出可信 

的、新颖的 有效的并能被人理解的模式的高级处理 

过程 ] 它主要采用机器学习算法或统计方法进行 

知识学 习，一般将 KDD中进行 知识学 习的阶段称 

为数据挖掘(DataMining) 数据挖掘是 KDD中的 
一 个非常重要的处理步骤 人们往往不加区分地使 

用两者。一般来说 ，在工程应用领域多称数据挖掘 ， 

而在研究领域人们则多称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人们进行的关于 KDD的研究是为了将知识发 

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数据处理中，为科学的决 

策提 供支 持 正是 因为 这样 目前 所进 行的关 于 

KDD的研究 ，大多只着眼于对数据挖掘 的研究 而 

忽视了其他方面。而事实上，KDD首先是一个处理 

过程 ．如果我们仅仅着重 于数据挖掘 ，可能就看不到 

实际工作中，数据处理过程 中的数据提取 、组织和显 

示方式的难度州。数据挖掘所完成的工作对于整个 

知识发现过程来说 -并不是占据绝大部分 ，而只是较 

小的一部分 因此对 KDD中其 他阶段及处理过程 

的研究也非常重要 目前人们对整个处理过程并没 

有给 出非常清楚的划分 ，而建立合适的处理过程模 

型能将各个处理阶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以便于人 

们开发及使用 KDD应用系统。为了使得 KDD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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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应用于实践，我们进行 了关 于 KDD处理过 

程模型的研究 ，下面分别介绍两类较具代表性的处 

理过程模型 

2 多处理阶段过程模型(1) 

多处理阶段模型将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看做是 
一 个多阶段的处理过程 ．在整个知识发现的过程中 

包括很多处理阶段 这里我们主要舟绍两种面向多 

阶段处理过程的 KDD处理过程模型 ，圈 r是 Us— 

ama M Fayyadl8 等人给出的处理模型 在图 1处理 

模型中，KDD处理过程共分为以下九个处理阶段 ： 

1)数据准备。了解 KDD相关领域的有关情况， 

熟悉有关的背景知识，并弄清楚用户的要求。 

2)数据选择 根据用户的要求从数据库中提取 

与 KDD相关的数据 ，KDD将主要从这些数据中进 

行知识提取，在此过程中．会利用一些数据库操作对 

数据进行处理 ， 

3)数据预处理 。主要是对阶段 2产生的数据进 

行再加工，硷查数据的完整性及数据的一致性 对其 

中的噪音数据进行处理 ，对丢失的数据可以利用统 

计方法进行填补 

4)数据缩减 对经过预处理的数据，报据知识发 

现的任务对数据进行再处理 ，主要通过投影或数据 

库中的其他操作减少数据量 

5)确定 KDD的 目标。根据用户的要求，确 定 

KDD是发现 何种类型 的知识 ，因为对 KDD的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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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多阶段的数据库中知识发现的处理过程模型(1) 

要求会在具体的知识发现过程中采用不同的知识发 

现算法 

6)确定知识发现算法 根据阶段 5所确定的任 

务，选择合适曲知识发现算法，这包括选取合适 的模 

型和参效 并使褥知识发现算法与整个 KDD的评 

判标准相一致 

7)数据挖掘。运用选定的知识发现算法 从数据 

中提取 出用户所需要的知识 ，这些知 识可U用一种 

特定的方式表示或使用一些常用的表示方式 ，如产 

生式规则等等 

8)模式解释。对发现的模式进行解释 ，在此过程 

中，为了取得更为有效的知识 ，可能会返 回到前面处 

理步骤 中的某些 步以反复提取 从而提取出更有效 

的知识 

9)知识评价。将发现的知识 用户能了解的方 

式呈现给用户 这期问也包古对知识的一致性捡查， 

以确信车次发现的知识 不与 前拉现的知识相抵 

触 

在 述的每个 处理阶段 KDD系统会提供处理 

工具完成相应的工作 在对挖掘的知识进行评测后 ， 

根据结果可 决定是否重新进行某些处理过程 ，在 

处理的任意阶段 都可以返 回 前的阶层进 行再处 

理 

S 多处理阶段过程模型(2) 

下面我 们 介绍 的效 据挖掘 处 理过 程模 型是 

George H John在文献[3]中给出的 ，虽然在某些地 

K~Dwiedge 

方与上面给出的处理模型有一些压别 但这种区别 

主要表现在对整十处理过程的组织和表达方式上 ， 

在内容上两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模型强调 由数据挖掘人员和领域专家共同 

参 与 KDD的全过程 领域专家对葭领域 内需要解 

决的问题非常清楚，在问题的定义阶段 由领域专家 

向数据挖掘人员解释 ，数据挖掘人员将数据挖掘采 

用的技术及能解决问题的种类介绍给领域专家。双 

方经过互相了解，对要解 的同题 有一致的处理意 

见 ，包括同题 的定义及数据的处理方式 

在数据挖掘人员 得到准确的问题定义和分析 

后，开始收集需要使用的数据 ，进行再加工 以使得数 

据更适台后面的挖掘算法使用。根据解决问题的需 

要选择合适 的挖掘算法 提取出来约知识需要向铆 

域专家进行解释 以对知识及整个过程进行评 ff『。图 

2给出了这种处理过程模型 下面对该模型中的备 

个处理阶段进行介绍 

ooo ‘圄邕 
’ 

图 2 多阶段知识发现的处理过程模型(2) 

1)问题 的理解和定义 数据挖掘人员与领域专 

家合作 ，对同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确定可能的解决 

途径和对学习结果的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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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数据收集和提取。根据问题的定义收集 

有关的数据 。在数据提取过程中，可 利用数据库的 

查询功能以加快数据 的提取速受。 

3)数据清理 了解数据库中宇段的含义及其与 

奠他字段的关系 对提取出的数据进行合法性检查 

并清理含有错误的数据 。 

4)数据工程 对数据进行再 JJ0工 ．主要是冗余属 

性剔除、从大量数据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减 

少学习量 及对数据的表述方式进行转换 适 于学 

习算法等 

5)算法选择 根据数据 和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 

台适 的知识发现算法 ，并挟 定如何在这 些数据 卜使 

用该算法 

6)运行数据挖掘算法 。根据选定的知识发现算 

法对经过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模式提取，即数据挖掘 

7)结果的评价 对学习结果的评价依赖于需要 

解决的问题，由领域专家对发现的模式的新颖性和 

有效性进行评价。 

8)优化 。根据对结果的评价 可能需要对处理过 

程的某些阶段进行优化 在此过程中．领域专家的参 

与非常重要，可 根据专业知识给 出很好的改进意 

见 优化包括耐问题的再定义及相关数据的进 ⋯步 

处理 = 

9)结果的使用 在实际工作中应用这些知识 ．为 

丧策提供支持 如根据学习得到的知识可 设置某 

些触发器，当满足条件时进行特殊处理 

h面给 出的处理过程模型主要强调 KDD需要 

领域专家的参与 由领域的专业知识指导数据库中 

的知识发现的各个阶段 ，并对发现知识进行评价。这 

种模型主要是根据实际应用的需要而提出的 

4 以用户为中心的处理模型 

Brachmen＆L Anand[1 从用户的角度对 KDD处 

理过程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 

应该更着重于对用户进行知识发现的整个过程的支 

持，而不是仅仅限于在数据挖掘的一十阶段上 通过 

对很多 KDD用 户在 实际工作 中遇到的 问题 的了 

解，他们发现用 户的很大一部分工 作量是在与数据 

库的交互上 所以他们在开发数据挖掘系统 IMACS 

(Interactive Marketing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时特别强调对用户与数据库交互的支持。 

图 3蛤 出了该模型的框图。 

图 3 以用户为中心的处理过程模型 

该模型特 别注重对用户与数据库交互的支持 ， 

用户根据数据库中的数据 ，提出一种假设模型 ，然后 

选择有关数据进行知识 的挖 掘，并不断对模 型的数 

据进行调整优化。整个处理过程分为下面一些步骤： 

1)任务定义。通过与用户或用户集体的多次交 

流 确切了解需要处理的任务 任务定义是为了明确 

需要发现的知识的类别及相关数据。 

2)数据发现 了解任务所涉及的原始数据的数 

据结构及数据所代表的意义 ，并从数据库 中提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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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据。 

3)数据清理。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清理 使其适 

于后续的数据处理 。这需要用户的背景知识，同时也 

应该根据实际的任务确定清理规则 

4)模型的确定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选择一个初 

始的模型 。模型定义一般分为三个步骤 ：数据分隔、 

模型选择和参数选择。 

5)数据分析 。包括四个处理阶段 ：对选中的模型 

进行详细定义，确定模型的类型及有关属性 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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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数据的计算．计算模犁的有关参数 得到模型的 

善属性值：通过测试数据对得到的模型进行测试和 

评价 ．枉据评价结果对模 进行优化 

6)输出结果生成。数据分折的结果 一般都 比较 

复杂 很难被人理解 ．将结果以文挡或图表形式表现 

出来姒易于被人接受 。 

该处 过程模型 用尸为中心 ，通过对用户在 

进行数据挖掘 过程时的工作方 式 约分析 ，在设 计 

KDD系统对更注重于对 用户的整个数据挖掘 的全 

过程提供夏持 

结束语 数据库 中的知识发现是一个多阶段的 

处理过程 ．作为进行知识提取的数据挖掘在整个过 

程中虽然起着艰大的作 用．但 其他处理阶段对于知 

识发现的任务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处理过程模型描述 r KDD中备，r处理阶段之 

间的关系．它对于设计 实现 以及使 J{j KDD系统都 

非常重要 目前关于数据庠中的知识发现的研究大 

多局限于数据挖掘即学 习算法的研究．这对 于它的 

研究和发展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看到数据库 中的知 

识发现是面向实际应用并最终服务于用户．这就需 

要不仅在学习算法方面进行大量 的研究．而且应从 

总体上对其进行深人的研究 设计出适合实现并 易 

于使用的系统 ．它们对 于 KDD的发展是 同等重要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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