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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近似度的 Web文本过滤模型  ̈
The Feature Acquiring Algorithm on The Web Text 

刘明吉 饶一梅 王秀峰 黄亚楼 

(南开大学信息技术科学学院 天津300071) 

Abstract The booming growth ol the Interne[provides us a great deal ot information resottrce-In this 

paper create a text filtering model based on VSM ．In this model，W eb text mining is an eff~ient 

technique．which discoveres valuable and potential knowledge from those unstructured texts In this pa— 

per，wE use VSM as the descript Jon of W eb text and give a feature subset algorithm which is based on 

the Genetic Algorthm．This a orithm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dealing with W eb texts and 

give much better way to dassi／y and cluster the texts．Our experiments show that this method is active 

well II)feature dimension reduction． 

Keywords VSM ，Text f~tering，Genetic algorithm ．Text mining．KDD 

从 1991年涎生以来 ，www(World Wide Web)得 

到了迅猛的发展 ，它 已经成为拥有 约3亿用户、400万站 

点的巨大分布式信 息空间。它包含 了技术资料、商业信 

息、新 闻报道、娱乐信息等多种类别和形式 的信息．资 

源分布 报分散 ．且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结构 如何快速 、 

准确地从 浩瀚的信 息资源中提取 用户所需要的信息已 

经成为 一个新的研 究课题 www 上最多的就是文本 

信息 ，因此 w曲 信息处理 的核心 就是如何 处理这些 

W eb文档 。 

数 据挖掘 和知识 发现(Data Mining and Knowl 

edge Discovery，DMKD)可 以帮助人们从 大量原始数 

据 中挖掘出隐含的 、有 用的尚未发现的信息和知识 ，有 

效地解决信息丰富知识贫乏问题。困此．基于 Web文 

本信息的挖掘作为数据挖掘的一个新主题 ，引起了人 

们 的极大兴趣 Web文本信息的挖掘就是在大量 训练 

样本的基础上 ，得到文本数据问的 内在特征 ，并以此为 

依据在网络资源中进行有 目的的信息提取 

在本文中 ，我们首先介绍了 Web文本信息的 向量 

空间表示模型(VSM)，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提 出了一 

个文车过滤模型，并就该模型 中的特 征向量获取和模 

糊 向量 匹配等 一些关键问题做 了详细的描述和讨 |仑， 

最后通过实验验证了该过滤模型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 

1 文本的表示 

Internet上的信息绝大部分 Web文档的形式出 

现 如何表示这种半结构化和无结构的文本数据类型 ， 

使其易于被计算机处理 ，是 Web挖掘必须面临的最基 

本 的前期工作。目前这方 面的研 究工作 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进展 60年代 末由 Gerard Salton等人提 出的向量 

空间模型 (Vector Space Mode1．VSM)是 近几 年来应 

用软 多且 效果较 好的方 法之 一 下面 简 单介绍一 下 

VSM 模型的基本概念 

定义 1【文 档，Document1 泛指 一般的 文献或文 

献 中的片段(段落、句于组或句子)，一般指一篇文章 

定义2(项 ，Term) 当文档的 内容敲简 单地看成 

是 它含有的基本语言单位 (字、词、词组、或短语等 )所 

组成的集合时，这些基李的语言单位统称为项，即文档 

可 以用项集(Term List)表示 为 D(Tl⋯T ⋯． )．其 

中 n 是研．1≤ ≤n。 

定义5(项的权重 ．Term weight) 对于 含有 n个 

项 的文档 D(T ．T 一，T．)，项 常常被赋予一定的 

权 重 ，表 示它们 在文 档中的 重要程 度．即 D(T ． 

W】；T 2，W ·，； 、IV．)，简 记 为 D—D(W：，W 一， 

IV．)。 

定义4(向量空间模 型，VSM) 给定一文档 D—D 

( L．Wl； ． {⋯ ； ，W．)，由于 在文档中既可以 

重 复出现又应该有先后次序 的关系、分析起 来仍有一 

定的难度。为了简化分析 ，可以暂不考虑 在文档中 

的先后顺序并要求 互异 (即没有重复) 这时可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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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rr-看成 一个 n维的坐标系 ．而 Ⅳ ．u ．·‘． 

Ⅳ。为相应的坐标值 ，因而 D(Ⅳ ．W 一．W )被看成 

维 空间中 一个向 量(如 图1中的 D 和 Dz)。我们称 D 

(Ⅳ ．u ．⋯，W。)为文档 D的向量表示。 

定义5时日似度 ，similarity) 两个文 档 D 和 D 之 

间的【内容 )相 关程度常常 用它们之 『口]的相似度 Sire 

(D ．D。)来度量。当文挡表示为 VSM ．我们 可 以借助 

于 向量之间的某种距离来表示文档间的相似度 ，常用 

向量之闻的内积来计算 ； 

5 ( ．Dz)一∑ ×％ 

或用夹角余 弦来表示 ； 

Sim (D⋯D )一 cos(口) 

一 t ×m ，v／客 ×v／砉砒 +一L 、，：。 、 = 
其 中 ． 为向量 D ，Dz中的元素。 

图1 文档的向量空间模型(VSM)及 

文档问的相似度 Sire(D⋯D ) 

在该模型中 ．空 问文档被看作 由一组正交词条所 

张成的矢量空间 ．每个文 档 d可 由一些规范化矢量 

y(d)一( ， 1( )；⋯ ；t,tu,( ){···；f 【 ))来表 示 t其 

中 f．为词条项 ．毗( )为 f．在 d中的杈值 。而文本的一 

切特性则 由它的特征向量来表示 ，文档之间的比较．实 

际上转变为特征向量的比较 。 

2 基于示例学习的文本过滤模型 

我们的文本过滤模 型是建立在文本的向量空间模 

型基础上的。我们对文本 的学 习和相似度计算就 可以 

转变成对文本 的特征 向量的处理。文本过滤的处理任 

务基本 上可以归结为 以下两个部分 ： 

(1)示倒文本 的学习和用户摸板的获取 

首先 由用户提供一定数量的示例文本 ，作 为系统 

学 习的对象。系统根据这些示倒文本获得用户的个性 

化 查询要求和需要 ．并把 这些特征词或词组构成反应 

用 户需求 的特征向量(即用户模板)，这些特征向量就 

是进行文本过滤时的判别标准。 

‘2)实例文本 的匹配和过滤 

进行实例文本的匹配过程 中，首先获取反映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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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特征向量 ．然后把该 向量与用 户兴趣模板进行 

匹配 ，满足一定闻值条件 的文本就是符合用户需要的 

文本 ，而对于不满足一定阈值条件 的文本就过滤掉 。 

文本过滤模型的主要设计思想是首先根据用户提 

交的示例文本．通过机器学习建立用户需求模型 ．然后 

在相应的文本 集中搜索符合用户需求模型 的文本 。其 

模 型 如 图2所 示 。 

圈2 基于示例学 习的文本过滤模型 

模期 
处理 

5 过滤模型中的几个关键技术 

(1)文本特征向量的获取 

文本过滤模型的核心问题就是反映文本 内容的特 

征 向量的获取 。作为 文本的特征向量应该具有彻底性 

(Exhaustivity)和专门性(Speciality)。其中彻底性是指 

文本所讨论的 内容被特征向量覆盖的程 度；专 门性是 

指特征向量必须能反应文本的具体 内容 。 

目前文本特征矢量的获取一般是通过一些分词算 

法和词频统计方法 ，从文档中选 出尽可能多的词、词组 

和短语 ，由它们来构成文档矢量 。但是 由这种方法来表 

示文档 ，矢量的维致非常巨大。这种未经处理的文档矢 

量给后续的处理工作带来 巨大的计算开销 t使整个 处 

理过程的效率非常低下。因此．我们必须对 文档矢 量做 

进一步精化处理 ．在保证原文含义的基础上 ，拭 出最能 

反映文本内容．又比较简洁的特征矢量。 

我们认为．Web文本实际上可 U看作是 由众 多的 

特征词条构成的多维信息空间。特征 矢量的选择 实际 

上就是 多维信息空间中的寻优过程。因此处理特征矢 

量的选择问题很 自然地就想到使用高效 的寻优算 法。 

作为拟 自然的一种通用搜索方法 遗传算法在复杂空 

间问题 领域 中表现出来的 良好性能使它裉 自然地被用 

到了文本特征矢量的学习领域。我们在遗传算法的基 

础上 ，提 出了一个基于文本矢量空间 的特征矢量启发 

式抽取算法 。 

遗传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是一种集效率 

与效果 于一身的优化搜索方法。它利用结 构化 的随机 

信息交换技术组合群体 中各个 结构 中最好 的生存 因 

索．从而复制出最佳代码 串，井使 之一代 一代地进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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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得满意的优化结 果 在这里，我们 把 Web文车 

特征向量 的获取 问题转化成 为 Web文本空间的寻优 

问题 。首 先对 Web文车空间进行遗传编码 ，以文车 向 

量构成染色体 通过选择 、交叉 、变异等遗传操作 ，不断 

搜索 问题域空间 ，使其不断得 到进 化，逐步得到 Web 

文本的最优特征向量 。由于车问题 的特殊性 ，找们对传 

统 的遗传 算法作 了大量的改进操作 ，使其更符合问题 

和实际情况 。详细的遗传编码和实现 已有专文论述 请 

参考文 L1j。 

(2)语义的模糊处理 

文本 的内容实际是人类 自然语言的书面表达形 

式 ，它反映 了为类的思想 、认识和 活动等各个方面 自 

然是属 于人 的认识 范畴，其对象就是模糊 的、不 明确 

的。语言中的词、句 、段之间的相互联系也是模糊的。句 

子或者存在模糊性或者存在歧义性。所谓语言信息处 

理 ，是指用计算机对 自然语言 的形、音、义等信息进行 

处理 ，即对字、词 、句 、篇章的输入、输 出、识别、分析、理 

解、生成等进行操作 和加工 。由于人们对事物的描述有 

多种方式 ，这主要来 自看待事物的 角度不同 ．即同一概 

念具有多种表达形式 。另外 ，由于在文章撰写时修辞的 

缘故 ，对于 同一概念，为了避免用词重复 常常出现同 

义替代现象 这些处理必须建立在模糊语义的基础上 。 

我们这里 要讨论的文车过滤 问题 ，也是 在对语 义篇章 

理解的基础上 ，根据文车的各项属性 ，来判断与判别标 

准是否一致或 者说存在较大 的相似度 因此在文本过 

滤处理过 程中，必须处理好文车特征与分类标准之问 

的模糊匹配问题 ，而用精确的理论 和技术来处理包含 

模糊特性的事物 ，是不告得到所期望的效果的 

在本过 滤横 型中，我们采用分类多层关键词对照 

表来解陡模糊信息的处理问题 。我们建立了二个词典 ： 

中心关键词词典和同义词词典 ．其中主词 典中的词条 

要求在含义上保持尽可能的相互独立 ，其结掏如图3所 

不 。 

中心关键 词词典 

圈3 分类多层词典结构 

(5)模糊向量的匹配技术 

在传统的模糊处理过程中，通常采用基于同一标 

准的模糊测度处理方 式 这种方法处理 比较简便 ，效率 

也 比较高。但是 ，由于在 文车 向量模型 的处理过程 中， 

关键 词的权重决定了关键词汇的主次地位 。这洋 ，对 同 

类关键词再基 于同一中心词进行模糊测度处理就会产 

生 一定的偏差 。因此 ，我们在这里采用中心词 穆动的策 

略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 在对获得 的特征 向量 A(a ，⋯， ， 

⋯  )和 Bibl_vz．b ⋯ ⋯b ⋯ ，b )进行匹配时 ，由于 和 

b 是相对 同一个 中心词 的模糊测度距离 ，如图4所示 

A( ) B(h) C 

0 

此时 ，如果按照原来的办法 ，则我 们将把 一0 31 

和 b，一0 58代人相似 度计算公式。在本模型中 ，我们采 

用中心词 移动策略来计算 相对距离 ，也就 是取 A【或 

B)作为新的中心 ，修改 一0(或 b 一0)bL— la 一b l(或 

b 一la 一b 1)，从而计算 特征向量 A’(a ，⋯，0，⋯ ， 

a )和 B’(b，．vz．b ⋯，1 一b l，．．．，b )的相 似度，此时将 

获得更加精确的计算结果。 

4 实验 与评价 

根据车文所 提出的基于示例 学习的 VSM 过撼模 

型 ．建立起 Web文本过 滤系统 该过 滤系统 在 Win． 

dows 98环境下用 Delphi 5 0实现 。该系统分为训练学 

习和过滤处理两个处理阶段 。在训练学习阶段 ，根据用 

户提供的示例学习文本 ，获取反应用户兴趣 的用户模 

板。在过滤阶段根据待处理 文车 的特征向量与用 户模 

板之间的模糊 匹配程度 ．对文本进行过滤处理 。 

分词 处理都采用基于通用词典和专业词典相结合 

的分词处理方法 ，生成关键词表 ，把文本表示成空问向 

量形式 。然后通过基于 GA的特征向量获取算法进行 

向量维数的压缩和约茼 ，获取摄能反映文车 的特征 向 

量。 

在测试过程中，我们先提供一些示倒文本，然后再 

把一些相关文本和不相关文本作 为测试文本 ，让系统 

进行过滤处理。测试标准为查全率和准确率 

查全率一 蠹薯 舂吝 
准确率一 

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随着示例文车的不断增 加， 

过滤模型获得了越来越准确的用户兴趣模 型．从而使 

得过滤处理的效果越来越好 。 

· 57· 

㈣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示倒 梗l试文车 测试 情况 准确率 查全率 

文本数 相关文本 下相关文本 

槲试 一 B 8 86 

测试 二 l0 83 85 

梗I试 三 20 j5 8】 88 

测试 四 20 92 85 

测试 五 30 86 89 

测试 六 l0 50 82 8s 

测试 七 50 30 l0 91 93 

测 试 八 50 50 90 91 

结束语 随着 Internet的迅速普及 ，www 上的 

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 ，更多的用户要求从 同上获取信 

息 。但是网络信息的快速膨胀 ．使得人们越来越难 以获 

得符台 自己要求的数据信息 固此 ．广大同民迫切需要 
一 个具有 自学 习功能的信息过穗器 ，提高信息获取的 

效率和信息的质量 

在 文章中 ，我们提 出了一个基于示倒学习的文本 

过滤器模型。在该模型中 ，我们采用改进遗传算法来获 

取 Web文本的特征向量，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传坑文本 

处理过程中 ，文本向量维数过大的问题 ，提高了系统处 

理的效率。另外，我们基于语义的模糊特性 ，采用了模 

糊技术来表示 特征 向量 ，进一步提高 了过滤模型的处 

理精度。从实验结果可 看出，该模型基本满足文本过 

滤处理的要求 ，具有令人满意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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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用环境映射知识形成背景知识的过程本身 

又是一个系统学习的过 程 。通过对新环境的假设 和对 

不同假定之间矛盾的处理，系统会提高归纳、类比等抽 

取知识 的能力 ，并 在运行 过程中调整已有的关于环境 

间映射 的知识 ，这对如何 把握其它相似环境乃至更复 

杂环境提供了认知基础 ． 

客观世界本质上的非全息性使得表示和处理都必 

须面对不确定性问题 ，本文给 出了一种如何解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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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中存在不精确信息问题的方法。 

参 考 文 献 

】 Dubois D ．Prade H Possibility Theory Al t Approach |o 
Co mputerized Processing N Y rk．Plenum Press．1988 

2 B1um A L，Langley P．Solu tion ot ralevan~features and 
examples In machine looming． At’ Iicnl Intelligm ． 

1997，97：245～ 97l 

3 洪隶荣．归纳学习 科学出舨社，l997 
4 MedinD L．Golds~oneR L G t⋯ D Respe ctsfor mi 

lari~y Psyehol⋯R ．，1 993．10。：Z54～ 278 

5 孙吉蛊，捌瑞胜 ，限荣 不完全信息下的溯固诊断 吉林大 
学自然科学学报， ·98．19<4) 34～3g 

6 Chen A L P，Tseng F S c Evaluating aggregate D ra— 
tions over imprecise data．IEEE 11ransactions on Know[ 

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1996．8 273～ 284 

7 Sbwinski R．Vanderpcoten n A Genera】lzed Definiuon of 
Rough Approximatiotts Based on Similarity IEEE Trans— 

actiotls 0n Knowledge and Data Eagieeeriitg，2000 l2·331 

～ 336 

8 BonikowskI Z．et al Extensions and intentions ln the 

rough set theory．IaIorl~ tion Sciences．1998．107：149～ 

1 67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