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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中关联弱化问题的解决方法分析 

杨泽民 郭显娥 王文军 

(山西大同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 大同037009) 

摘 要 当前的支持向量机和均值聚类等数据挖掘算法中，几乎都是依靠数据之间的关联性来完成数据匹配。一旦 

数据库中含有大量的冗余数据，将造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降低，关联性被破坏，导致传统的数据挖掘算法效率降低。 

为了避免上述缺陷，提 出了一种弱化关联规则修补挖掘算法。利用弱聚类方法，在数据选择过程中，不将所有的元素 

都进行初始分类处理，只计算某一元素属于某一个类别的概率，确定多个弱聚类中心，计算不同数据之间的弱聚类关 

联性，从而实现关联规则较弱的冗余环境下准确的数据挖掘。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算法能够有效提高海量冗余环境下 

的数据挖掘效率，取得 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关键词 海量冗余，数据挖掘，关联规则 

中图法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il Solution to Association W eakening Problem in Data M ining 

YANG Ze-min GUO Xian-e WANG Wen-jun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Shanxi Datong University，Datong 037009，China) 

Abstract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SVM)and mean cluster data mining algorithm，almost all rely on 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data，complete data ma tching．Once the database contains a large amount of redundancy data，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data will be reduced，and relevance is destroyed，resulting in traditional data mining algorithm efficiency 

lower．In order to avoid the above defects，this paper proposed a weakening association rules repair mining algorithm．In 

the data sdection process，the method will not make initial classification processing for all dements only calculates proba- 

bility that one element belongs to a category，and determines multiple weak clustering center，calculates weak clustering 

relevance between different data，so as to realize the association rules weaker redundancy environment accurate data 

mining．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is algorithm  carl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a ssive redundant environment 

data mining  efficiency，has made the satisfactor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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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快速发展，利用数据挖掘算 

法进行信息搜索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信息获取方式l_】]。数据 

挖掘方法是计算机信息提取技术的核心内容。利用这种方 

法，能够从大量数据中提取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实现知识 

发现凹]。这种数据挖掘方法在人工智能领域、数据库领域和 

计算机决策领域都有着比较重要的价值，引起了诸多专家的 

广泛重视[3]。因此，数据挖掘算法已经成为信息领域研究的 

热点问题。现阶段 ，主要的数据挖掘算法包括支持向量机数 

据挖掘算法、K均值聚类数据挖掘算法和信息增益数据挖掘 

算法_4]。其中，最常用的是支持向量机数据挖掘算法。数据 

挖掘算法由于应用范围比较广泛，因此受到了诸多学者的重 

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应用前景_5]。 

在数据挖掘过程中，数据库中含有大量的冗余数据，将造 

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降低，导致数据挖掘效率降低 ]。为 

了避免上述缺陷，提出了一种弱化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利用 

弱聚类方法，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处理，以保证在冗余 

环境下的高效数据挖掘。 

2 弱化关联规则下的弱聚类方法 

数据挖掘方法，是信息领域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利用 

传统算法进行数据挖掘，无法避免由于数据库中的冗余数据 

较多造成的数据之间相关性较差的缺陷，从而降低了数据挖 

掘的效率。为此，提出了一种弱化关联规则下的弱聚类挖掘 

算法。 

2．1 关联数据弱聚类处理 

设置数据库中的元素构成的数据集合能够用U={ ， 

ua，⋯， )进行描述，其中 是该数据集合中的第k个元素， 

上述数据的属性能用 J={J ，J “，J )进行描述， ]是第 

k个元素在属性 上的取值。利用弱聚类方法能够将属性元 

素进行分类，将数量型元素变换为类别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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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样本空间是y一{yl，y2，⋯，yp}，与传统的聚类过程 

不同，利用弱聚类方法能够将其分为d个不同的类别，其中的 

任意元素∞∈y。在聚类过程中，不再将所有的元素都进行 

准确的分类处理，因此需要计算某一元素J属于第五个类别 

的概率z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描述对样本空间进行弱分类 

的矩阵： 

X一( ) (1) 

其中， t是样本空间中第 个元素属于第惫个类别的概率，具 

备下述特性： 

∈[O，1]( =1，2，⋯， ；志=1，2，⋯， ) 
d 

． 

一1( =1，2，⋯ ，户) (2) 

O≤∑ ≤ (愚=1，2，⋯，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描述海量冗余环境下的数据分类目 

标： 
0 d 

K (x，A)一善。 P盆(yj， ) (3) 
式中，A=(n ，⋯， )， 是第k个属性类别的聚类中心， 

礤 是与其对应的权值系数。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样本到 

聚类中心之间的长度 ： 

(yj—m)=Iyk— 『 (4) 

设置海量冗余环境中数据相关参数d，夕， ，c一1，弱聚类 

中心是A( )一(n ，Ctz，⋯，Ct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进行数据 

更新 ： 

一对1
／=1Lejl

当 矿  

J (5)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样本均值参数： 

量啄 轰 

将 与n c )的取值进行对比，如符合下述公式的要求， 

则完成聚类处理；如不符合下述公式的要求，则继续进行聚类 

分析： 

I口 一口( +1)I≤ (7) 

在上述迭代处理过程中，目标函数的结果是不断减小的。 

利用这种方法进行聚类处理，能够避免聚类处理陷入局部极 

小的缺陷中，从而获取符合要求的聚类结果。根据上面阐述 

的方法，能够将数据库中的全部数据进行聚类处理，从而为海 

量冗余环境下的弱化关联规则挖掘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 

2．2 弱化规则下的挖掘过程 

利用弱化关联规则方法，能够对聚类处理后的数据进行 

挖掘，其步骤如下所述： 

设置需要进行挖掘的数据集合y，其中元素数目是 ，数 

据属性数目是 ，模糊数据属性构成的集合是C={Cl，C2，⋯，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不同属性数据的支持系数： 
口 

G(C)一盖IIv(q，yD 
t— l 

(8) 

式中， 是数据库中全部数据的数量，u是与其对应的隶属度， 

o(q，yk)是第k个元素在Cj上的隶属度。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任意元素的置信度： 

∑[Ⅱ (白，yk)] 
r、，== ———————一  

P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数据权值系数： 

：  

置e( ， )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数据相关性系数： 

exD(二  ) 

一  

(9) 

(10)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不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系数： 

壹 
= 蔓三 __一 ∑ 

= 1 

(12) 

设置数据关联性阈值是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实现数据 

挖掘： 

J dj>Z，该数据是需要获取的信息 ， 。、 
【 ≤ ， 该数据不是需要获取的信息 

根据上面阐述的方法，能够利用模糊聚类方法，对数据库 

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处理，为数据挖掘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 

利用弱化关联规则方法，计算不同数据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实 

现海量冗余环境下的数据挖掘。 

3 实验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算法的有效性，需要进行一次实验，实验环 

境是 Visual C++6．0_8]。设置数据库 中包含的数据数 目是 

N，全部数据种类数目是 ，全部数据构成的数据集合是{m， 

n ，⋯，n )，全部数据属性构成的数据集合是{ ， ，⋯， }， 

数据 属于种类6f的概率是 刁。 

利用下述公式能够计算数据挖掘的效率： 

，————— —  

e=  誓 (14) 一1 

根据数据挖掘的效率，能够准确衡量数据挖掘方法的性 

能。设置数据库中全部数据的数量是 1000。数据属性种类 

数目是29。从上述数据中随机选取 15个不同属性的数据， 

则选取数据的详细情况如表 1所列。 

表 1 不同属性数据表 

将表 1中前10项数据的分布情况进行整理，能够得到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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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属性数据分布图 

在图1中，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数据属性。 

在数据库中含有少量冗余数据的情况下，分别利用不同方 

法进行数据挖掘，得到的数据挖掘结果用图2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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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冗余数据较多时的数据挖掘结果 

表 2 冗余数据较少时不同属性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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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0．81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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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9 

0．73 

0．83 

0．81 

o．73 

0．81 

o．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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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 

0．78 

0．82 

0．76 

0．83 

0．81 

0．72 

n 84 

0．84 

0．85 

0．84 

0．79 

0．85 

O．75 

0．82 

0．83 

O．72 

0．83 

0．82 

0．79 

根据图3能够得知，在冗余数据较多的情况下，利用传统 

算法进行数据挖掘的效率较低，利用本文算法进行数据挖掘 

的效率是最高的，比支持向量机挖掘算法的数据挖掘效率高 

1l ，比K均值聚类挖掘算法的数据挖掘效率高 13 ，比信 

息增益挖掘算法的数据挖掘效率高 14 ，这充分展示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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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在冗余数据较多的情况下进行数据挖掘的优越性。 

在冗余数据较少的情况下，利用不同算法进行 10次数据 

挖掘，将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能够得到如表 2所列的结 

果 。 

在冗余数据较多的情况下，利用不同算法进行 1O次数据 

挖掘，将实验结果进行整理分析，能够得到如表 3所列的结 

果 。 

表 3 冗余数据较多时不同属性数据表 

o．81 

o．83 

o．82 

o．81 

o．84 

o．82 

0’85 

o．83 

o．82 

o．81 

o．76 

o．75 

o．71 

o．78 

o．75 

o．71 

o．69 

o．74 

o．68 

o．71 

n 69 

o．75 

o．71 

o．73 

o．71 

o．72 

0．68 

o．77 

o．78 

o．74 

通过上述实验能够得知，利用本文算法进行数据挖掘，能 

够避免由于数据库中的冗余数据较多造成的数据之间相关性 

较差的缺陷，从而提高了数据挖掘的效率。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弱化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利用 

模糊聚类方法，对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聚类处理，为数据挖掘 

提供准确的数据基础。利用弱化关联规则方法，计算不同数 

据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实现数据挖掘。实验结果表明，这种算 

法能够有效提高海量冗余环境下数据挖掘的效率，取得了令 

人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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