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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种时变对象加权概率辨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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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对象为基本检索单位的web对象搜索技术正成为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而由于一些 

对象的部分属性具有时变性，高精度的时变对象辨识技术就成为实现高精度 Web对象搜索的重要前提之一。从 web 

对象的不同属性具有时对象本质不同的表征能力、概率分布型属性值的演变大多服从某种分布以及确定型属性通常 

能比概率分布型属性更大程度地反映对象的区分度这些基本思想出发，提 出了一种基于相似度计算的时变对象加权 

概率辨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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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I‘act Web object retrieval is becoming 0ne of the main trends in the devel0pment 0f Inte1ligent Search Engines． 

High_precision time_varying 0bjects recognmon techn0logy is one of the imp0rtant prerequisite fOr high-precision Web 

0bject retrieva1．UsuaUy，different attributes have different capabilities to token the essence of the object，stochastic at— 

tribute obeys some type of distribution，and detenninate attribute has better separating capacity than stOchastic attr卜 

buteI In this paper，starting fr0m the above_mentioned th0ught a wei ted pmbabiljstjc model fOr identifying tjme var— 

ying objects was pr0pos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identify objects． 

Keyw0rds Time_var ng 0bjects，Identification，similarity，Deteminate attribute，Stochastic attr ute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 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的发 

展 ，各种新的检索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其中，为了更加符合 

人类的信息处理和认知规律，一些研究学者已开始了以 web 

对象(而非传统页面)为目标的对象搜索技术研究L1]。在对象 

搜索引擎中，往往需要根据从web中检索、抽取得到的信息 

来构建或识别出属于某类的对象，因此，对象识别技术是实现 

对象检索的基础技术之一 ，一般的手法是根据待识别对象的 

各种特征的相似度计算 、归类来实现。有的 web对象是在其 

生命周期中各种属性不随时间而变化的时不变对象 ，对这样 

的时不变对象，只需简单计算其属性值的相似度即可完成对 

象识别；而有的web对象的某些属性值却是随时间而变化的 

时变对象，如，“学术论文”这样一类对象，虽然其中的“作者”、 

“出版机构”、“出版时间”等属性值在出版时就已确定，并不随 

时间而变化，但其“被引用次数”等属性值却是随时间而不断 

变化的，对这样的时变对象，如果不把握其属性值的变化情 

况，很容易造成误认或漏认，大大降低对象检索的精度，随着 

w曲对象检索需求的快速扩大，这个问题必将变得越来越重 

要。目前，虽然相关的学术研究报道还不多见 ，但也有研究学 

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基于两次观测到的对象的各 

个属性值来自于同一对象的概率和来 自于不同对象的概率之 

比值的时变对象辨识模型 。 

本文把时变对象的时变属性分为 3类：第一类是具有确 

定的随时间变化映射关系的属性(包括恒值属性)，称之为确 

定型属性；第二类是服从某种概率分布的属性 ，称之为概率分 

布型属性；第三类是除上述两类之外 的属性。本文以不含上 

述第三类时变属性的时变对象的辨识为研究目标，从对象的 

不同属性具有对对象本质的不同表征能力以及确定型属性通 

常能比概率分布型属性更大程度地反映对象的固有特性这一 

观点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时变对象识别模型。 

2 相似度模型 

2．1 对象模型 

设待识别对象具有 N个属性，其中 1～M 属性为确定值 

属性，M+1～N属性为概率分布型属性，在前一时刻 、后一 

时刻 观测到的对象分别用下列向量表示： 

((z ”， )，( ∞，让电)，(z ∞，让 )，⋯ ，( 胁 ， )， 

(z M f̈ ，咖 +1，⋯ ，(z}N ，t )) 

0J(( ”， )，( ， )，( ”，砒 )，⋯ ，( 胁，撕 )， 

( M+"， +1，⋯ ，( Ⅳ ， )) 

其中， ， 分别表示在￡ ， 时刻观测到的对象的第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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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值， 表示对象的第 个属性的权重。 

2．2 相似度计算模型 

设根据第 个属性(M< ≤N，即该属性为概率分布型 

属性)在 f ，￡，时刻的观测值z ， 确定的两次观测的对象 

为同一对象的概率为 (o 一o，I( ， ))，两次观测的对象 

为不同对象的概率为户(0，≠0，l( ， )，利用参考文献[2] 

的思想，用它们的比值 p( ， )反映两观测值为同一对象 

的随机属性值的可能性的大小，即 

老 (1) 
根据贝叶斯定理，有 

户(q—q I( ， ))一 

p(q≠oJ l( ， ))一 

声(( 刖， ； )l —o )× (q— ) 

(3) 

讨论 ((z ， )10 一oJ)，o 一q意为前( 时刻)后( 

时刻)两次观测到的对象为同一对象，有 

(( ， )l0。一 )一户( }z )× ( ) (4) 

讨论 (( ， )l o ≠q)，因为 0 ≠ ，即前( 时刻) 

后( 时刻)两次观测到的对象为不同对象， ， 为不同 

对象的属性值，所以可以认为相互独立，则有 

((z ， )l0 ≠q)一户( )×户( ) (5) 

将式(4)代入式(2)、式(5)代人式(3)，再将式(2)、式(3) 

代入式(1)，得到 

’ 一  

磐 ㈤ 
由于 户(o，一q)， ( ≠0J)均为先验概率分布，并不依赖 

于两个对象的观测值，在基于具有相同分布的两个对象观测 

值进行对象辨识时，其比值为常数 C，因此，有 

c× (7) 

这里，如果直接使用ID( ， )作为式(12)中的 (̂ ， 

)项，则当』D(z ， )非常大时，此项会在相似度计算中 

占统治地位，会“淹没”其它项属性在相似度计算中的作用，而 

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应避免的，因此，取它的对数 Sigmoid变 

换，使其取值在 O到 l之间。则有 

(8) 

定义两个待识别对象 o．，0J的第 个属性值相似度为 

sim(0 ， )，则有 

M< ≤N 

(即对概率分布型属性) 

1<n≤M 

(即对确定型属性) 

(9) 

厂(z ， )一( ( ，z； )) (1O) 

其中， ( ， )为 ， 的近似度，其值小于等于 l，对 

于字符型向量，可采用字符串比较等方法获得。对于数字型 

向量值，可通过计算误差等获得，如，可取 

))= (1一I (11) 

a是为了反映 ，z 之间近似的非线性特点而设置的 

惩罚系数，比如，当根据上式计算的 ( ， )从 o．99变为 

0．9时，许多情况下，两比较数据的相似性就从非常大变为非 

常小，这时它们之间近似度的比值显然不应该为 O．99除以 

O．9。 可根据各个属性的情况取不同的数值，但大多数情况 

下应大于 1。 

最后，定义 o '0『的相似度为 
M ，̂ 

Sim( ， )一 Ⅱ 厂(z ， )×(d+ ∑ 
^ = 1 = M + 1 

( x (̂z ， ))) (12) 

式(12)中，各个确定型属性的相似度连乘，而各个概率分 

布型属性的相似度加权求和，是为了反映：在一般情况下，相 

较于概率分布型属性，确定型属性能更多地反映对象的固有 

特性，从而对两个待识别对象的同一性更具有决定权(特别是 

否决权)；对各个概率分布型属性加权，是为了反映不同概率 

分布型属性对对象本质的不同表征能力。式中， 是为了防 

止对象的各个概率分布型属性的 (̂ ， )取 O或趋近于 O 

时 S．m(o ，o，)得 O的异常现象，一般取很小的正数值。 

下面给出两点说明。 

(1)模型利用条件 

利用本文提出的相似度模型进行某类时变对象辨识时， 

需要知道该类对象各个属性的分布，然后才能利用式(7)一式 

(12)计算两个时变对象间的相似度。 

(2)属性值不全时相似度的确定 

在有些情况下，对象的属性值没有全部观测到，这时就需 

要确定没有观测到的属性的 厂( ， )或 (̂ ， z(̂))。对 

于 (̂ ， )，可直接赋值为O，并将它的权重值按比例添加 

到其它概率分布型属性上，实际上就是该属性不参与两次观 

测对象相似度计算；但 -厂( ， )则一般不宜直接赋值为 

O，因为这会导致 sim(D ，o )一O，从而容易造成对同一对象的 

漏认，但也不宜直接赋值为 1，使 S．m( )偏大，这又容易造 

成误认，这种情况下可采取先对 ，(z ， )赋值为 1，并增 

大相应的a来提高对已知确定型属性值之间相似度的要求。 

3 模型应用领域举例 

本文提出的相似度计算模型可以应用到许多需要对象辨 

识的场合，如： 

(1)对象搜索 

在以对象为基本检索单位的搜索引擎中，可以利用模型 

对多个疑似时变对象与目标对象进行相似度计算，以提高搜 

索命中精度。 

(2)对象数据集成、更新、剔除 

数据质量是影响数据挖掘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为提高 

被挖掘数据源的数据质量，数据清理变得很重要。在许多数 

据来源广泛的数据仓库中数据集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些不 

同记录可能代表现实世界中的同一实体，即数据仓库中存在 

着大量的同一对象的不同时刻的变体，导致数据的重复、冗 

余、不一致等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相似重复数据的检测成为数 

据清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此时，对象的高精度辨识就可成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随着同一 目标对象自 

身的演变，其属性数据的高效准确的集成、更新也离不开高精 

度的对象辨识。比如，有时需要从 web上搜索集成某人的学 

(下转第 2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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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读入一幅图像，并在无噪声图像中先加入了高斯 

噪声(均值为 O，方差为 O．O1)，并再加入椒盐噪声(强度为 

O．O1)进行实验。选取的滤波器大小为 5*5，小波包去噪域 

值为 35。原始图像及含噪图像如图 1所示。 

图4 小波包第二次去噪后图像 图5 最终去噪后图像 

(3)图 2由小波包去噪处理后 ，再进行一次中值滤波，能 

从整体上保留较多的细节，并且，椒盐噪声明显得以削弱。在 

对图3进行第二次小波包去噪后，得到图 4，我们看到小波包 

处理的图像在椒盐性噪声处有明显的过度性质的平滑削减， 

高斯噪声大幅减少，视觉效果明显。但经两次小波包去噪的 

图像清晰度明显减弱。所得图4再与图 3进行小波融合，得 

到最终去噪图5。图5比起融合前的二次小波包去噪图4，背 

景图像明显更清晰。 

结束语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如下结论：从含噪图像可以 

看出噪声含量非常强，而从去噪的结果可以看出，含混合噪声 

的图像，经小波包去噪，再对所得的图像进行小波融合，能得 

到去噪效果良好又能保持细节而且背景清晰的图像。因此，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图像含多种混合噪声的情况下是相当有 

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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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若仅以姓名等不变性属性进行搜索，由于可能存在大 

量属性值相同(如，同名同姓)的人，会极大影响检索精度，而 

表征这个人的另外一些属性(如，体重、爱好等)又可能是随时 

间变化的，因此，要实现高精度检索该人，就需要进行含时变 

属性的多属性值相似度计算来提供辨识依据。 

(3)对象分组 

有时候。需要对观测到的大量不同时间序列的对象进行 

分组，此时也可以利用本文提出的相似度模型。比如说 ，已知 

各个属性有相同分布的初始对象 A，B，后来又观测到来自于 

这两个初始对象的若干时问序列变体后代，在需要把它们辨 

识为到底是 A的变体还是B的变体的时候，可以利用式(7) 
～ 式(12)分别计算这些对象与A，B的相似度，然后对每一个 

待辨识对象，著其与原始对象A的相似度大于与原始对象B 

的相似度，则将其作为A的时变对象，反之，则将其作为B的 

时变对象。 

结束语 为了实现更有效的检索、更有效的数据更新、重 

复数据剔除以及数据演变分析等，以对象为基本检索单位取 

代以页面为基本检索单位的web对象搜索技术正逐渐得到 

有关学者的重视。由于大量的web对象的部分属性具有时 

变性，要实现对象的高精度搜索，高精度的时变对象识别技术 

是重要的基础技术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本文提出了一种时 

变对象辨识模型，该模型基于以下观点：①相当部分对象属性 

的演变服从某种分布；②对象的不同属性具有对对象本质不 

同的表征能力；③确定型属性通常能比概率分布型属性更多 

地反映对象的固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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