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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基于 KDD的智能化帮助系统——IHs̈  

国 辜震奎长邹~41鹏0073 1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长 ) I l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users with friendly help system as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soft— 

ware grows rapidly．in this paper．8n intelhgent help system based on KDD(IHS)twhich can provide ac— 

tire．personal help f0r users ol windows applications，is presented．And Borne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s 

are also discussed 

Keywrods Intellignet hepltKnowledge Discovery of Database·Association rule，Data mining 

1 引言 

随着软件技术的不断发展 ，软件系统 日益庞大 ，其 

使用也变得越 来越繁杂 。要使计算机能够面 向广大非 

专业用户 ．就必须降低软件使用的复杂度 ．提供强有力 

的帮助 ，使用户 能够更好 、更快地掌握 系统 的使用 方 

法 ，最大限度地利用软件 。目前 ，软件帮助 系统 已有 了 
一 定的发展，但相对软件的整体发展是滞后的 其缺点 

有 ：①系统缺乏统一的框架和标准 ；@ 系统缺乏帮助用 

户完成工作 的主动能力，其功能需要通过用户繁琐的 

查找过程来实现；@系统缺乏智能化支持，难于解决用 

户在动态的使用环境下遇到的具体 问题；④ 系统缺乏 

个性化特征 ．不能针对不同的用户 ，提供不同的帮助 ； 

@系统提供的帮助形式单一 ，一般 以文本形式为主。 

KDD(Knowleage Discovery 0f Database—— 数据 

库 中的知识开采技 术)是一个从大量数据中提取 出可 

信的、新颖的、有效的井能被人理解的模式的高级处理 

过程 ，通常又称为敬据挖掘 】。数据是指一十有关事实 

的集台 ．记录了事物有关方面的原始信息；模式可以看 

作是我们所说的知识 ，给出了数据的特性或数据 之间 

的关 系．是对数据包含的信息更抽象的描述 KDD就 

是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的多步骤过 程，包括数据 预处 

理 、模式提取、知识评估及过程优化。本文提出的智能 

化帮助 系统模型 Ills就 以 KDD为基础。它具有 以下 

几个特 点 

● IHS强化了智能 帮助 在使用过程中，[HS具 

有 自动学习的功能。 

● 提供主动服务。能够根据用户的操作序列推 

断出用户的需要 ．主动给出用户需要的帮助项目t甚至 

可以为用户完成常用的工作流程 ，帮助用户使用软件。 

● 引人 了多媒体等手段，丰 富了软件原有的文 

本帮助。 

● 具有个性化特征。根 据用户 的操作序列所体 

现出的个性特征提供不同的帮助 。 

● 提供交互式的帮助。可 在用 户使用软件过程 

中，实时地指出用户发生的错误井为用户提供 相应 的 

帮助信息及其演示。 

2 系统模型 

IHS模型包括人机交互部分 、信息提取部分 、智能 

推理部分和系统表现部分。系统模型的总体结构如图1 

所示。 

I)用户界面蠖块 智能化帮助系统通过该部分的 

用户界面模块接收用户使用软件系统的操作信息。 

2)信 息提取部分 包括用户信息截取 系统、用户 

操作序列库和数据挖掘工具等部分 。其中 t用户信息截 

取系统从用户界面模块中截取用户的操作消息流t即 

通过一个独立的进程用操作系统的 APi来截取用户 

的操作消息 ．并存人用户操作序列库 t此处我们关心的 

主要是有关鼠标和键盘的消息；由数据挖掘工具在后 

台根据 用户操作序列库中的用户操作来发现有用的用 

户操作信息 ，并进一步提取具有用户特征的新规则 ，作 

*)车谋题受到 国家863计捌 智能化 PC机软件使用助手系统 珥目的支持。孙海燕 硕士生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软件的研究。刘 

罐 硬士生 ．主要从事并行计算的研究 ．矗洪童 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网络与丹布计算等．喜|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与分布计算 、人工智能、高鳜操作系境等。 

·55 ·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知识库 ll用户特征库 

智能推理机 

鞋件使用帮时模姨 

堂兰兰塑三 l 
▲ 

匝 妻 1用户操作序列库l量 ——]r—一 
i 謦 

用户界面模垃 

图1 智能帮助系统总体结构 

为智能推理的信息基础。 

3)智能掉 理部 分 包括知识库、用 户特征库和智 

能推理机等部分 =其中．知识 库存储了关于帮助系统的 

J般规则 ；用户特征库保存 由数据挖掘工具提供的、具 

有用户特征的个性化规则；智能推理机 在系统启动时 

装入知识库和用户特征库的规则 ，并根据数据挖掘工 

具提供的用户操作信息激活相应的规则。 

4)系统表现部分 由软件使用帮助模块根据智能 

推理部分提供的信息 ，向用户提供相应的帮助。 

5 系统实现和相关技术 

5 1 用户信息的截取 

用户当前操作 的截取可 以通垃两种方式 实现 ：由 

里至外和由外至里 由里至外是指从宿主系统 (此处为 

Wmdows应用程序 )内部设置动作截取器，由动作截 

取器来获取用户的动作并记录下来；由外至里是指用 

宿主系统以外的系统来截取用户的动作，即通过 独立 

的进程用操作系统的 API来截取用户的动作 。本系统 

中用户信息的截取 部分采用 由外至里技术 ，由外至里 

可以使智能助手系统有更好的通用性 

首先r分析一下 旦 曲遁皇垫制 在Wm 
dows环境下．屏幕上所见到的任一单独元素都是一个 

窗口，这包括大多数控件 任何有 hWnd属性的对象从 

本质上来说都是 窗口。当用户通过人机交互设备如键 

盘 、鼠标进行操作 时 ．Windows从硬件设备得到操 作 

信息 Windows通过查看内部的信息来确定此次操作 

是对 手葡 =，『 再j歪 其窗口过程来执行。 

我们将采用一种窗口于类技术(subclass)．即通过 

编写自己的窗口过程挂接到一个窗体或控件窗 口上 

这样r通过 自己的窗口过程来识别并处理一些特定的 

消息．此过程类似于 Microsoft VC5．0的 sPY + 

5 2 数据挖掘技术 

在处理用户信息的过程中会遇到这 样的困难 ：① 

由于信息截取系统得到的用户信息很多．所以人工分 

析用户特定操作 的意图，并在推理系统的知识库 中插 

入规则是不现实的。②每个用户有自己不同的特点，即 

每个用户有 自己的个性 ，软件帮助系统不可能事先对 

每个用户都进行分折 ，以提取其本身特有的规则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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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造成 ，对不同用 户施行具有个性化帮助的困难 

r使软件帮助爰统具有主动、个性化的帮助能力 在 

本系统中5入 r数据挖掘技 术，即在用 户的操作过程 

中，通过动态的分折 ，来提取并插入其具有个性化的规 

则 = 

在本系统 中应用到的数据挖掘技术主要 使用了关 

联规则的思想。下面结合本系统 ，给出关联规则的有关 

概 念 

设 I一{il'l 。。，l }是某个用户所有可执行操作构 

成 的集合，I) {T一，T 一，T }是一组事务 集(称之为 

事务数据 库)，其￡}J每个事务 T．是一组操作集 ．显然满 

足 T 1 如果 x T，则称事务 T支持操作集 x 关联 

规则是如下形式的一种蕴含：x Y．其中前件 x和后 

件 Y是 I中两个不相交的子集 即 XC1，YCI，且 xn 

Y 一 中 

定义 1 操作集 的支持度 ：如果事务数据 库 D 中 

有 S 的事务支持操作集 X，则称操作集 x具有 大小 

为 s的支持度。 

定义2 关联规则的支持度 ：如果 D中支持操作 

集 x的事务 中有 s 的事务同时也支持操作集 Y，则 

髂关联规则 x Y在事务数据库 D中具有大小为 s的 

支持度。 

如果不考虑关联规则的支持度和可信度，那么在 

事务数据库中存在无穷多的关联规则 肆 实上，本系统 

中一般 只对满足一定的支持度和可信度要求的关联规 

则感兴趣 一般称满足一定要求 (如较大的支持度和可 

信度)的规则为强规则 因此．为了提取有意义的关联 

规则t系统需要给定两个阈值：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 

度。前者即用户规定的关 联规则必须满足的最小支持 

度r它表示了一组操作集在统计意义上需满足的最低 

程度；后者 即用户规定的关联规则必须满足的最小可 

信度，它反应了关联规则的最低可靠度。 

在本系统 中采用序列模式的规则提 取过 程．是关 

联规则的提取方式之一。序列模式的规则提取过 程 由 

两部分组成 ：首先在初始的操作序列集中确定出不同 

操作的额率集 ．然后在这个频率集上抽取操作序 列的 

关联规则 (此时，关联规则的前、后件之 间柱往存 在某 

种序列关系 )。例如用户在使用 word时，往往有 自己 

的特征 ，如具有时 间上或序列上的规 律。在 智能助手 

中．可以通过序列模式的规则提 取从用户的操作序列 

中发现该用户特有的规律，即用户的十性饨特性 。如某 
一 个用 户在文件编辑时．在击了“插入 菜单后．总是接 

着击“对象呻 的 Microsoft Equation，序列模式的规则 

提取可 以发现该规律，形成关联规别 ．并存人智脆助手 

系统。当用户再次点击“插入”菜单时 智能助手 系统就 

会根据 规 则推断 出用 户需 要插 入的是 Microsoft E 

quation对象 ，并主动调用该 帮助 ．从而实现基于用户 

个性的主动服务 

推理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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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 智能推理系统 

专家系统是智能推理机的基础 ，推理系统 的应用 

是通过 设计专 家系统来 完成的。在本 系统 中采 用 丁 

CI．IPS专 家 系统 。CI IPS是 由美 国 国 家 航 局 

NASA研制的专家系统开发工具 。由于 CLIPS是 DOS 

下的一个字符方式的推理系统 ，为了完成 Windows环 

境 下 的智 能 推 理 ，就 必 须首 先 实 现 二 十 CLIPS的 

W Lndows前 端，这 主要 涉及 CLIPS系统 的 IiO 于 系 

统 经过对 CLIPS源码的分析 ，我们发现 CLIPS的 I／ 

O系统 主要 包括 file Lo流 中 FindFile，PrmtFiletGetc— 

File．UngetcFile，ExitFile以及 string流 中 的 Find— 

String，PrintString，GetcString，UngetcString等 函 数 

图2给出具体实现的结构图 

用户命夸 用户命令 

客户机 推理结果 推理结果 服务器 

图2 Windows环境下的 CLIPS推理机 

在推理系统 中，我们设计 了一个通用的知识库 以 

保存所有用户的一般规则。而用户特征库中保 存的是 

用户所特有的规则 ，也是系统个性化的体现 每个用户 

有其自己特定的知识库 。 

在知识库 中设计了一个用户专家系统来获取用户 

的信息、判 断用户 的类型 ，以提取用户使用软件 的特 

征 ，其中包括用户的工作特 点、工作水平等 。这 些工作 

是通过交互式 的同答来完成的，所抽取的用户特征信 

息放人智能推理机的辖 出缓冲区。 

在系统运行过 程中，智能推理机载人知识 库和用 

户特征库 中的规则 ，并根据信 息提取部分提供的用户 

操作信息加以激活 ，从而判断出用户关心的焦点，为用 

户提供相应的帮助。 

5．4 系统的信息表现 

系统产生的帮助信息需要以一定的形式通过用户 

界面提交给用户。本系统 中采用 多媒体的形式实现对 

初学者的教学，例如可 以将软件使用的流程录制为视 

频流，井配上解说词，然后将播放视频流与文本帮助结 

台起来，为用户提供更直现的帮助。同时，也可 采用 

其它的多媒体手段 。图3说明了软件使用帮助模块 的结 

构和工作原理。 

系统的前端表现用宿主系统支持的语言实现 ，如 

在 O珊ce中 可用 VBA 来表现。VBA是 OFFICE97的 

标准宏语言 ，为定制软件系统提供了一种方便完备的 

工具；同时又是完备的应用程序开发工具，能为应用程 

序定制窗 口、菜单等控件，建立强大的宏指令来扩展应 

用的功能“ VBA作为定制 Ottice的工具 ，为我们系 

统的设计和实现提供了基础 

4 应用 

我们在 Microsoft Word中，根据 IHS模型实现 丁 

一 个智能帮助系统。系统中把 用户分为三类：初级，中 

级和高级 对于不同类型的用户 ，系统提供不同的界面 

和帮助 如对 于初级用户 ，智能帮助系统提供了一个交 

互的帮助系统，用户可在该帮助下，练习 Word的最基 

本的使用方法 ，印在帮助系统的提示下进行操作 ，如果 

用户出现错误 ，智能 帮助系统 主动地向用户指出其错 

误所在，并通过文本，录像或语音等方式来指导用户， 

直到用户输入完全正确 对于高级用户则可以根据 用 

户的操作序列推断用户的 目的 ，主动为用户提供帮助 

同时 VBA也可提供多媒体表现手 段，可 以给用户提 

供语音、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 。 

图3 软件使用帮助模块的工作流程 

在我们的实验环境中，该 帮助系统运行比较稳定 ， 

在使 用过 程中对 用户的 启发报大 ，非专业 用 户可 在 

IHS的引导下，根快掌握 Word的使用。 

本文提出的智能软件帮助 系统 ，采用了人机交互 

的帮助方 式，且 提供 多种 帮助 信息的表现 形式 ，如语 

音、动画等 ，具有直观、主动 、智能、个性化等特点，特别 

是对于 Windows系统 中的 智能帮助具有重要的技术 

和思想价值。 一  

致谢 感谢课题组 的周健、王克波、雷有 志、周明 

辉等 同志对本文 的支持和帮助 ，对钱方为本文提 出的 

宝贵意见一井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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