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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使用挖掘技术分析 

李超锋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武汉430074) 

卢炎生 

(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430074)。 

摘 要 介绍了一种 Web挖掘的分类，包括 Wcb内容挖掘、Web结构挖掘和 Web使 用挖掘。讨论了Web使用挖掘 

过程的三个步骤，即数据获取与数据预处理、模式发现和模式分析，详细分析了每一个步骤中所使用的技术。指出了 

目前 Web使用挖掘研究存在的不足，给出了Web使用挖掘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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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axonomy of Web mining，including Web Content Mining，Web Structure Mining and 

Web Usage Mining i discusses three steps of Web Usage Mining，including data obtainment and data preprocess，pattern 

discovery and pattern analysis，analyzes the technique used in each step detailed~indicates shortage of research on Web 

Usage Mining at present and gives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n Web Usage Min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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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每天大约发布 43亿在线文档和 2000万新 的 Web 

网页_】]，使得web的信息量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大量的信息 

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信息过量，难 

以消化；信息真假难以辨识；信息安全难以保证；信息形式不 
一 致，难以统一处理等等。因此，人们迫切需要能自动地从 

web上发现、抽取和过虑信息的工具，由此产生了Web挖掘。 

web挖掘是从web文档和Web活动中发现和分析潜在 

的、用户感兴趣的有用信息。它以从www 的海量数据中挖 

掘有用知识为目标，将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与 Web结合起 

来_2 ]，并综合运用了统计学、计算机网络、数据库与数据仓 

库、可视化等众多领域的技术 Web挖掘分为三类：Web内 

容挖掘、web结构挖掘和web使用挖掘，如图1所示。 

图1 Web挖掘的分类 

web使用挖掘通过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服务器日志 

及运用其它一些启发式的、Web结构、web内容、user profile、 

注册数据等来抽取用户的浏览模式。web使用挖掘的结果 

对提供个性化服务与定制、改进 Web系统性能和结构、改善 

web站点结构、为商业组织提供商业智能和向用户推荐页面 

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web使用挖掘也因此 

而成为目前国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 

2 Web使用挖掘过程分析 

Web使用挖掘是应用数据挖掘技术从用户浏览Web时 

交互作用的二次数据发现使用模式，从而达到更好地理解和 

服务基于Web应用需求目的的过程。Web使用挖掘过程分 

个步骤来进行嘲：数据获取与预处理、模式发现和模式分 

析，如图 2所示。 

l I I 翻I I 
站点文件 访问日志 引用日志 代理日志 注册或远程 

模式分析 

图 2 web使用挖掘过程 

2．1 数据获取与预处理 

Web使用挖掘的数据来源于 Web服务器与用户的交互 

过程中，这些必要的数据分布于服务器端、客户端和代理服务 

器端。数据获取就是从服务器日志、引用日志，代理服务器日 

志和客户端收集到这些数据。数据的收集机制与技术对于数 

据源的完整性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这几种数据的收集 

来说，服务器日志数据的收集最为简单，并且其中包含了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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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用户使用数据。但服务器日志中的数据并不全面，还有许 

多反映用户精确使用的数据在代理服务器和客户浏览器中， 

而代理服务器和客户浏览器中数据的收集却比较困难，这是 

为既要考虑用户的隐私问题叉耍考虑 Web服务的效率。 

因此数据获取过程一个主要技术关键就是如何获得全面而精 

确的用户使用数据，尤其是代理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数据。另 

外，收集到的数据中可能有冗余的和遗漏的数据，因而有必要 

在挖掘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以得到适合于进行模式发现 

的数据格式。处理的过程一般包括数据清洗、用户识别、会话 

识别、事务识别和路径补充等过程。 

2．1．1 数据清洗 就是把Web服务器日志文件中冗余 

的或不相关的数据去除掉，把web日志转化为适合数据挖掘 

的可靠的精确数据。Web日志中可能包含的冗余的或不相 

关的数据项有：带有“error”或“failure”状态的项；由自动搜索 

引擎代理生成的访问记录；带文件名后缀如 gif、jpeg、GIF、 

Jl EG、JPg、JPG和map的登录项等。 

2．1．2 用户识别 用户是指使用客户交互式地检索和 

提供资源或显示资源的主体。用户识别是将用户和请求的页 

面相关联的过程。CI F及 ECI F仅仅记录虽原始请求的主 

机或代理 IP，因此不同的访问人员共享同一台主机或代理服 

务器就不能识别出来。用户识别常用的方法有_6 ]：不同的 

II 属于不同的用户；一旦发现用户端浏览器软件或操作系统 

发生改变 ，则认为是新用户；将访问日志和引用 日志与站点的 

拓扑结构结合构成用户的浏览路径，若发现用户正在请求页 

面，又不能从 已访问的任何页而到达，则认为是新用户； 

Cookies方法；远程代理法等。 

2．1．3 会话识别 就是把每个用户在一段时间内的点 

击流(所有的请求页面)分解为单个的会话，最常用的方法是 

利用时间戳和Cookies方法来划分。 

2．1．4 事务识别 常用于关联规则和序列模式挖掘，事 

务即语义相关的网页集，事务识别就是对用户会话进行语义 

分组，常用方法有引用长度法、最大向前引用法和时间窗法 

等[ 。 

2．1．5 路径补充 就是将由于本地缓存或代理服务器 

缓存所造成的遗漏的请求页面补充完整，目前常用的方法类 

似于用户标识的方法。 

数据库知识发现中关键步骤之一是为数据挖掘任务建立 
一 个合适的目标数据集。在 web挖掘中，数据可从服务器 

端、客户端、代理服务器端收集，或者从组织的数据库(包含了 

商业数据或经过整理的Web数据)获得。每一种类型的数据 

收集不仅在数据源位置方面不同，而且在可用数据的种类、被 

收集的数据属性和它的实现方面上都不同。数据获取的任务 

就是全面地收集这些数据。预处理的目标是把收集到的数据 

源中的信息转化为适合数据挖掘和模式发现所必需的数据抽 

象概念，然后在事务数据库上实施挖掘算法，以期最终获得有 

价值的规律。预处理的结果作为数据挖掘的数据源，其质量 

将直接影响数据挖掘的结果，一个好的数据源，不仅可以使数 

据挖掘具有准确性较高的结果，还可以改进数据挖掘的算法， 

提高挖掘的速度。因此，Web使用挖掘的第一步就是全面获 

取数据并进行预处理。 

2．2 模式发现 

Web使用挖掘的目的就是要从大量的web信息中挖掘 

出隐藏的、有价值的，对不同的用户来说有“兴趣”的信息。因 

此，针对不同的用户，根据预处理之后的数据特征设计出能发 

现有“兴趣”规则的Web使用挖掘算法，对Web使用挖掘来 

说就是其最基本的任务。模式发现阶段所解决的正是这一问 

题。模式发现集合了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模式识别 

等研究领域的算法和技术[9“ 。目前常用的模式发现规则包 

括统计分析、关联规则、聚类、分类、序列模式和依赖建模等。 

2．2．1 统计分析 是抽取有关网站访问者信息的最常 

用的方法。通过分析会话文件或事务数据库，可对诸如网页 

视图、浏览时间、导航路径长度等做出不同种类的描述性统计 

分析 尽管这种分析缺乏深度，但这类知识有助于改进系统 

性能、提高系统的安全性、便于站点修改，并能提供营销决策 

支持嗍。 

2．2．2 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挖掘就是挖掘出用户在一 

个会话期问从服务器上访问的页面／文件之间的关系，找出在 

某次服务器会话中最经常一起出现的相关页面。除了商业和 

市场营销方面的应用之外，这类规则还有助于网站设计者重 

新组织和设计 web站点的结构。 

2．2．3 序列模式 序列模式挖掘就是挖掘出交易集之 

间有时间序列关系的模式，在 web日志中发现所有满足用户 

规定的虽小支持度的大序列模式。其结果有助于商家印证其 

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增加广告的针对性；有助于网管组 

织网站结构等。 

2．2．4 分类 分类技术主要是根据用户群的特征挖掘 

用户群的访问特征(某些共同的特性)，其结果可用于分析访 

问某一服务器文件的用户特征，从而可用于页面推荐等 

2．2．5 聚类 聚类技术是对符合某一访问规律特征的 

用户进行用户特征挖掘，其结果对电子商务和为用户提供个 

性化的服务特别有用。 

2．2．6 依赖性建模 其 目标是开发出一种能表达 Web 

领域中各种变量之间的显著依赖性的模型，其结果对设计增 

加网上产品销售策略以及改进用户导航的便利性都很有用。 

web使用挖掘的算法虽然是利用传统的数据挖掘算法， 

但数据源和具体的应用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Web使用挖掘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因此， 

这一阶段的技术关键是设计出高效的挖掘算法。其解决方案 

可以在借鉴传统的数据挖掘算法的基础上，结合 Web使用挖 

掘数据源中数据分布性的特征及具体的挖掘应用环境来设计 

算法，同时要通过试验来验证所设计算法的质量与效率。 

2．3 模式分析 

模式分析是Web使用挖掘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的目 

标是从模式发现过程的输出中去除不相关的规则或模式及抽 

取有兴趣的规则或模式。目前研究的常用的模式分析方法和 

工具包括可视化、()LAP和类SQL查询机制等。 

2．3．1 可视化 已经非常成功地用于帮助人们理解各 

种现象，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还是抽象的。因此用它来理解 

web用户的行为就是自然的选择。Pitkow等人已经开发出 

了webviz系统来可视化 www访问模式_j 该系统提出 

了在一个web路径聚合体中服务器登录项被用于抽取称为 

Web路径的web访问模式结果 WebViz允许分析人员有选 

择性地分析感兴趣的 web部分而过滤掉不相关的部分。 

web被可视化为一个带环有向图，其中节点是网页而边是 

(网页之间的)超链接。 

2．3．2 在线分析处理(OI AP) 是作为商务处理中的 

数据库策略分析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范例而出现的。web使 

用数据的分析需要同数据仓库非常相似，因此 OLAP技术也 

非常适用。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把挖掘结果放人数据立方 

体中来实现。 

2．3．3 查询机制 其实现主要是结合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来实现。许多Web使用分析工具，比如wuM_】 、Web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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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ner[ 
、MidasE”]，首先提供一些对象规则，比如支持度和可 

信度，这些规则有助于手工过滤一些被认为不重要的知识，然 

后利用类SQL语句得到分析结果。 

web使用挖掘算法挖掘出的模式巾可能包括对用户来 

说不感兴趣、冗余的模式。此外，挖掘出的结果可能是抽象 

的。模式分析要解决的技术关键就是过滤掉用户不感兴趣的 

模式，同时以一种易于用户理解的形式把挖掘的结果展示给 

用户 这就要求有集统计分析、可视化分析技术、过滤、解释 

功能等为一体的j二具。不仅能过滤已经发现的访问模式，还 

耍能解释挖掘出来的知识，以辅助人们理解用户的访问模式， 

而且还要具有有关特定问题的知识，能指出问题的所在。解 

决方案是把类SQL查询机制、信息过滤机制、OI AP分析技 

术和可视化技术集成到一起，共同向用户提供一个友好的人 

机界面。 

3 Web使用挖掘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 

向 

web使用挖掘的研究目前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国 

内外研究人员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总的说来不存在以下 
一 些不足或尚须改进的地方。 

3．1 在数据获取与预处理方面 

web使用挖掘结果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数据获取的完整 

性与预处理结果的质量。但由于web数据的分布性和异质性 

使得这一问题变得相当困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获取的矛盾 

web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分析人员的分析需要(要求收 

集的使用数据更详细)和用户的保密性需要(要求个人的数据 

尽可能少地被收集)之间存在固有的冲突。目前的研究中尚 

没有这一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有的研究系统忽略了这一问 

题。 

2．数据集成 

web使用挖掘所需要的数据分布于web服务器日志、引 

用日志、代理服务器日志、注册文件和索引服务器日志中。来 

自于这些不同形式的数据源中的数据的智能集成性和信息相 

关性能够揭示使用信息，但这些信息不可能显式地来源于以 

上数据源中任何一个。目前对于如何较好地集成这些数据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事务识别 

从各种日志中收集的Web使用数据具有非常好的粒度。 

但是，这些数据在具有极度的通用和相当详细的优点的同时， 

还具有不能直接进行分析的相应缺点，因为用户的分析可能 
一 开始侧重于微观趋势而不是宏观趋势上。另一方面，究竟 

侧重点在微观趋势还是宏观趋势上依赖于特定的分析目的 

因此，有必要在把它们送进挖掘系统之前把独立的数据集事 

件组合或分解为Web事务。而目前所开发的系统在这一方 

面所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3．2 Web使用挖掘过程 

Web挖掘采用了来自多个领域的技术和先验知识，又有 

自身的一些技术，但仍有许多新技术需要研究，特别是以下问 

题： 

l_新型的知识 

Web使用挖掘的结果通常依赖于关联规则、序列模式等 

常用的挖掘方法，随着人们使用 Web方式的增加，必定会出 

现新的使用模式，因此，需要研究有关于用户使用模式的新知 

识。 

2．挖掘算法性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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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挖掘工具不多，现有的挖掘工具功能都有较大的 

局限性，所采用的算法质量也不高。算法的质量直接影响挖 

掘出来的知识的有效性，也影响系统的挖掘效率。因此，算法 

效率的提高也是一个长期的研究课题。 

3．分布式、多媒体web数据的挖掘技术研究 

如何尽可能全面(不可能全部)地集成Web上动态、分布 

的数据并实施挖掘，以挖掘出更多有用信息；义如何将不同数 

据源挖掘出来的信息进行集成。即多种数据(原始或挖掘出 

来)的智能集成系统的研究与开发，以期能提供完善的查询、 

优化和维护机制是 Web使用挖掘的又一重要研究领域和方 

向。 

3．3 模式分析工具的研究 

Web使用挖掘算法的输出经常不以直接适合于人们接 

受的方式出现，因此就有必要开发帮助分析人员更好地消化 

知识的技术和工具 下面是一些在这个领域中有必要提及的 
一 些问题： 

1．使用分析工具 

有必要开发把统计方法、可视化和人员因素结合起来以 

帮助理解已挖掘知识的工具。 

2．已挖掘知识的解释 

开发出来的使用分析丁具需要与相关特殊问题领域的特 

定知识相结合，而不仅仅只考虑已发现规则和模式的统计属 

性。 

结束语 随着 web上的信息量的快速增长，隐藏在Web 

中的用户浏览模式将对 Web浏览用户获取有兴趣的信息、 

Web站点设计人员更合理地设计 Web站点和商业组织获得 

高质量的市场决策信息产生重大的影响。因而，对Web使用 

挖掘的研究也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本文讨论了一 

种Web挖掘的分类，详细分析了web使用挖掘的过程，给出 

了Web使用挖掘目前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一些研究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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