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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挖掘中的数据品质问题及其挖掘 
Problem and Mining about Data Quality in the 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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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 重庆400044)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ion of data quality and  the issues that the attention has not enough been 

paid to the data quality in data mining(DM )．Then，it analyze and  emphasize that the data quality is crucial for many 

applications in DM with real examples．Finally an example of the iatric diagnoses application is given to show how to 

improve the data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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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 

es，KDD)有时又叫数据挖掘 (Data Mining，DM)，它的各项技 

术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并得到广泛的重视 。 

建立数据仓库是数据挖掘工作 的第一步。数据仓库被定 

义为面向主题、集成的 、随时间变化的、数据稳定的，被用来组 

织决策的数据集合。数据仓库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策略来为一 

个组织的从各种异构的信息来源进行结合 ，并进行在线分析 

(OLAP)以及数据挖掘 。 

不幸 ，数据挖掘中的数据品质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实 

际应用就有资料表明，因为在每一个代理处数据品质的缺乏， 

超过二亿美元的美国联邦贷款被损失了。在制造业中浪费的 

花费占总销售额的25 。在服务行业达到了4O 。数据品质问 

题就体现出其在信息技术中的重要性。 

数据仓库 的基础数据来源复 杂、多样。对面向相同的主 

题 ，不同基础数据 的语义可能不同，格式不 同，层次不同。并 

且 ，当前的数据收集和储存过程还没有完全地可靠和可信。数 

据仓库的数据品质问题必将影响下一步 的数据挖掘。由于基 

础数据的品质问题和其它一些因素 ，数据挖掘的结果数据十 

分庞大，而实际可使用的信息的量不大 ，并且其使用效率也不 

高 。所以，在数据挖掘的整个过程都发展相关的数据品质技术 

将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 ，同时减小这些相关的现 

象 。 

二、数据品质的概念 

数据品质对在很多应用的 KDD工具将是一个决定性的 

因素。提高数据品质是 KDD应用中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 

根据品质管理的原理，数据品质定义为是与用户期望的 
一 致程度 ，也有定义为对满足使用要求的适应程度 ，英文是 

“fitness for use”。它包括很多方面 ，例如：数据合法性、数据一 

致性、数据准确度和数据完整性等等。 

数据仓库必须有高水平的数据 品质 ，才能提供高水平 的 

服务。数据预处理技术可以改进数据的质量，从而有助于提高 

其后的挖掘过程的精度和性能。由于高品质的决策必然依赖 

于高品质的数据 ，因此数据预处理是知识发现过程的重要步 

骤 。检测数据异常、尽早地调整数据 ，并归约分析的数据 ，将在 

决策过程得到高回报 。实际上，数据挖掘的整个过程对数据 品 

质都有很多要求 ，而所有这些要求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 

的。这样 问题就产生了。所 以，数据 品质的这些 问题将带来数 

据品质技术在数据挖掘中的新的应用 。 

三、数据品质的挖掘 

这里主要提 出一个提高数据 品质的途径 。数据品质的挖 

掘 (data quality mining)，缩写为 DQM。DQM 的 目的是应用 

数据挖掘的方法在一个海量数据库中来发现 、量化 、解释和校 

正数据品质的不足 。DQM 从教学和商业角度来看打开 了数 

据挖掘方法的全新的、有前途的应用领域 ，而不是单纯的数据 

分析 。当前 KDD处理的是 大量各个方面的基础数据 ，因此处 

理数据品质是一个决定性 的问题 ，在实践中成 为了实践挖掘 

的一部分。它有几个方面可以发展 ： 

1．用 DM 方法来测量和解释数据品质 的不足 。 

2．用 DM 方法来校正数据品质的不足 。 

对校正而言 ，重新收集是经常使用的方法。不幸的是重新 

收集常是不可能的或代价太高 。所 以，用 DM 方法来对收集 

进行发现、排除和猜测等以提高数据 的品质 。 

3．扩展 KDD的过程模型来体现 DQM 潜在的能力。 

虽然当前的过程模 型也意识 到数据 品质 的问题 ，但是 

KDD的过程模型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品质 阶段 。同时，数 

据 品质不仅是 KDD的过程模型初始的一 个阶段，还应是 在 

实际的数据挖掘和应用中数据品质也是一个贯穿其中的重视 

因素。 

4．为纯的 DQM 发展专用过程的模型。 

数据 品质方面 的问题并不 只是 KDD才有的，在实际工 

程中一样存在应用领域十分广阔 。这种数据品质专用过程的 

模型需要从纯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数据品质的量化和提高有 
一 个全新的发展。 

下面举一个例子 ： 

本例是用数据挖掘方法 中的关联规则来进行数据品质挖 

掘。 

关联规则挖掘发现大量数据 中项集之间有趣的关联或相 

关联系。而我们现在是用关联规则挖掘发现关联或相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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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事务数据进行数据品质处理。 

假设有一个事务数据库 D由数据库进行数据挖掘我们 

可得以下关联规则见表1。 

表 1 

关联规则 置信度 

肝胆湿热 脉弦效 80 

肝胆湿热 小便短赤 60 

肝胆湿热 胁肋胀痛 60 

肝胆湿热 大便溏结 50 

现在我们 要对再进入 系统的基础数据进 行数据品质评 

价。 ， 

定义一个概念为得分用 S表示 S∈R ，每个事务的得分 

S由前面数据挖掘得到 的关联规则来计算。设 R为关联规则 

的集合。对一个关联规则 r=X Y，其中 X为前提记为 body 

(r)一X，Y结论记为 head(r)一Y。 

定义事务对规则的违反度 ，对一个事务 T有四种情况： 

1)body(r)CT^head(r)eT； 

2)body(r)CT^head(r) T； 

3)body(r) T^head(r)cT； 

4)body(r) T^head(r) T； 

对第3和第4种情况前提都不满足，规则也就没有意义不 

存在违反或不违反的情况。第1种情况是满足规则的。第2种情 

况就只满足前提是违反规则的情况。 

这样我们定义事务违反规则的公式为： 

『1 如 body(r)CT ^head(r) 

V(T，r)一( T，即第2种情况； 

l 0 其它三种情况； 

事务的得分是本事务违反规则集合 R的和，记为 ： 

S(T，R)一厶 ，∈RC(r) XV(T，r) 

其中：C(r)是规则 r的置信度 ，t是一个指数参数。 

当 t一7时 ，事务号 1的得分 ：S(1，R)一0．8 +0．6 +0．6 

+0．5 ，其它同理如表2。 

从表2可以看 出 t的不同值 ，得分的分布不 同。t值越小 ， 

得分分布越疏 。同时 ，t的不 同值可 以反映不同的情况。如事 

务3不违反 的是置 信度 比较大为0．9的脉弦效的项 ，违反其它 

三项置 信度 比较小的分别为0．6、0．6和0．5。而事务2则反之。 

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的 t值下它们的得分是不同的，并 

且变化趋势也不同。这样在实际应用 中进行调整就能从得分 

上体现使用者想要知道和关心的方面。再通过设置得分 S的 

阈值就可以衡量事务数据的品质。 

表2 

事务号 事务内容 t一7时，得分 t一5时 ，得分 

肝胆湿热 脉沉数 小便不 
1 O．33 O．7 利 腰痛 大便燥结 

肝胆湿热 脉沉数 小便短 
2 o．21 o．33 赤 胁肋胀痛 大便溏结 

肝胆湿热 脉 弦数 小便不 
3 o．13 o．37 利 腰痛 大便燥结 

肝胆湿热 脉 弦数 小便短 
4 0 0 赤 胁肋胀痛 大便溏结 

膀胱湿热一脉数 小便短赤 
5 0 0 

腰痛 舌红苔黄 

我们举的例子只是清楚地表示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数 

据品质的挖掘的过程 。它的应用领域将十分广泛 。 

总结 现在 。由于基础数据的品质问题和其它一些因素 ， 

数据挖掘的结果数据十分庞大 ，而实际可 使用的信息的量不 

大 ，并且其使用效率也不高。在数据挖掘的整个过程都发展相 

关的数据品质技术将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 ，数据 

挖掘 在数据品质在数据挖掘 的应用工具 将是 一个决定性 因 

素。数据品质及其技术将使数据挖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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