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算机科学200 1Vo1．31N-~．8 

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 

谢毓湘 栾悉道 吴玲达 老松杨 肖 鹏 

(国防科技大学多媒体研究开发中 、 长沙410073) 

摘 要 新闻视频是一种丰富的信息源，对其进行有效的挖掘将有力地辅助决策分析。本文从多媒体信息系统的角度 

出发，深入思考 了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的挖掘 内容和挖掘 方法 ，主要解决 了以下两个问题 ：即挖掘什么和如何去挖 的 

问题 。指 出辅助 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的内容应包括结构挖掘、语义事件挖掘、趋势挖掘、关联规则挖掘 以及决策者兴趣 

点挖掘等等 ；并 以一个具体 的例 子来说明新闻视频挖掘 的各种方法，如结构的分割、语义事件的探测、新闻故事重要度 

的判定、专题 的统计分析以及模式的可视化等等。本文较好地实现 了新闻视频的内容分析与挖掘的结合，初步的实验 

证明 了提 出的新闻视频挖掘方法在辅助 决策方面具有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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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们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的新闻视频，这些新闻视频能 

够为我们提供极为丰富的信息。新闻视频大多具有及时、准确 

的特点，因此时常被人们当作一个有用的工具来指导决策。一 

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往往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极大的影 

响．如已经过去的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石油价格产生了极大的 

冲击；前段时间爆发的 SARs疫情对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旅游 

业以及其它行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了人们日 

常的生活起居以及心态；正在进行的三峡大坝的建设举世瞩 

目．给三峡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和挑战．也将对未来长江 

流域的水文状况以及气候产生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暗示 

着我们新闻视频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一次性消费品，而是 
一

个极富价值的资料库。通过对大量的新闻视频节目进行分 

析和挖掘，完全可以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并指导人们做出 

具体的决策。 

新闻视频挖掘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隶属于多媒体 

数据挖掘的范畴。多媒体数据挖掘In]是近年来国外研究的一 

个新热点，它从多媒体数据库、数据挖掘、信息系统等领域发 

展而来，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 借鉴数据挖掘的定义，学术界 

普遍认为多媒体数据挖掘就是从海量的多媒体数据集中发现 

隐含的未知的知识以及有趣的模式。自2000年在美国波士顿 

召开第一届 MDM／KDD国际会议以来，多媒体数据挖掘已 

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广泛兴趣。许多有关多媒体数据挖 

掘的新概念、新方法以及框架性的理论已经提出 l ，但大 

多局限于空间数据以及图像数据(如卫星图片、医学图片等) 

的挖掘上_3 ]。Zhang[1 对图像数据挖掘的一些相关问题、框架 

及方法进行了综述性的研究；Antonie[43对医学图像进行了分 

类方法的研究。而有关视频数据挖掘的研究仍然还很初步。 

JunghWan口 将视频简单地分为了三类，即编辑视频(pro— 

duced)、未经编辑的视频(raw)以及医学视频(medica1)。其中 

编辑视频是指经过人们一定处理的视频．如新闻、影片、电视 

剧等等；未经编辑的视频是指尚未经过任何人工处理的视频， 

如交通视频、监控视频等。在该文中，作者提出了有关 raw类 

视频的挖掘框架及方法；Cheni s]对交通视频序列进行了趋势 

分析，通过视频序列中对象的时空关系来挖掘交通拥塞的趋 

势；Wijesekera 讨论了传统数据挖掘方法在影片挖掘中应用 

所带来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案；Shearer[7 就新闻视频中领域知 

识与视音频分析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尝试；PERsEus工程[8 

给出了一个个性化的新闻视频访问方法。 

上述的这些研究都是多媒体数据挖掘在不同领域的尝 

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考虑到新闻视频作为视频的重要来 

源之一以及新闻视频在辅助决策方面所特有的魅力，我们将 

选择新闻视频挖掘作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将主要研究辅 

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的内容及其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解决 

两个问题：一是为了辅助决策，需要从新闻视频中挖掘出什 

么?--是怎样进行挖掘，需要采用哪些具体的方法? 

文章第2节讲述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的内容，第3节 

*)本文受国家863(2[j(j1AAl】5123)项 目基金资助。谢毓湘 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视频分析与挖掘。栾悉道 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 

搜索引擎。吴玲达 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媒体技术及其应用。老松杨 副教授，硕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多媒体技术。肖 鹏 硕士生，主 

要研究方向为视频分析与摘要。 

·1 36·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讨论进行新闻视频挖掘的方法，最后是总结及展望。 

2 新闻视频挖掘的内容 

JiaWei Hart在其著作《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一书一“ L卜『 

曾经提出过这样 ·个问题，即数据挖掘是不是能够挖掘 所 

有的模式?是不是所有的模式都是有趣的?他的答案是否定 

的。这个回答说叫了至少两个问题：首先．挖掘是有目的的 妄 

想做一个大而全的能够挖掘出所有模式的数据挖掘系统不太 

现实，我们需要 掘 自己特定的目的来构造特定的数据挖掘 

系统 挖掘的 目的 贯穿于挖掘的全过得 ，漫无 目的的开采并 

不能给用户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其次，挖掘出来的模式未必郁 

是用户感兴趣的。有时候挖掘出来的结果可能与最初的兴趣 

存在差异，但这一结果将可能改变用户的初衷，指导用户进行 

下一步更深层次的挖掘 。 

既然挖掘带有一定 目的性和引导性，那么在实施具 体的 

新闻视频挖掘之前．首先需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挖掘什 

么?从辅助决策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新闻视频的挖掘应至少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2．1 结构的挖掘 

即通过对新闻视频的分析，挖掘出新闻视频的结构。例 

如，大多数新闻视频部以口播帧作为新闻故事的开始，以新的 

口播帧的出现作为上一个新闻故事的结束。也就是说，每条新 

闻的内部多半以口播帧、新闻故事的结构排列。除此之外，各 

个电视台新闻节目的编排结构也存在很大差异。例如，中央台 

每天的新闻联播存在这样的结构：即新闻提要、国内新闻、困 

际新闻、广告、天气预报；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台北直播室栏目 

采用这样 的结构编排 ：即今 Et要闻、头条话题、财经报道、重点 

扫描以及专题报道。像这类新闻视频结构的挖掘需要借助视 

频分析的方法以及数据挖掘技术中的分类等方法来完成，挖 

掘出来的结构将有助于获得不同电视台节目的编排风格，以 

及发现不同电视台舆论的倾向性。同时，也可以为其它的新闻 

视频挖掘任务奠定基础。 

2．2 语义事件的挖掘 

在新闻视频中，⋯些事件的出现往往蕴涵着 富的语义 

信息，我们称之为语义事件。例如新闻视频中出现的标题事 

件，对于人们理解新闻故事的语义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又如新闻视频中出现的人物特写，很容易引导人们产生各种 

联想。例如新闻中出现江主席和美国总统布什的特写，即使没 

有标题字幕的辅助，人们基本上也可以肯定这大概是一条与 

中美关系有关的新闻。当然，这样的关联是建立在一定的知识 

辅助的基础之上的。 

2．5 趋势的挖掘 

趋势的挖掘主要是通过对某个新闻事件的跟踪，发现它 

的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对未来可能的趋势进行预测。例如，通 

过对连续一段时期新闻事件的跟踪，发现在前段时期内有关 

SARS的新闻报道非常频繁，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前段 

时期SARS疫情比较严重，从而引起了媒体各界的普遍关注。 

近段时期，有关 SARS的报道呈减弱趋势，于是人们可能会有 

这样的预测：即SARS疫情已经逐步缓解，可望在未来的一个 

月里解除警界。 

2．4 关联规则挖掘 

在传统的数据挖掘领域，有关关联规则挖掘的典型事例 

就是购物篮分析_】 。在新闻视频挖掘中，同样存在关联规则 

的挖掘问题，主要用来发现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 

美伊战争对世界石油价格的影响，对世界格局的影响；SARS 

对旅游业的影响，对经济的影响；以及这些事件之间存在着怎 

样的关联等等 。 

2 5 决策者兴趣点的挖掘 

在新闻倪频的挖掘中，不同的决策人员所关注的话题是 

不同的，为了 好地辅助决策人员的决策，有必要对新闻视频 

L卜『的新闻事件进 分类，建立一个决策人员所关注话题的数 

掘超立方体、例如．决策人员关心与伊拉克战争相关的话题， 

那么伊拉克战争问题就可以看作一个大的数据超立方体。与 

伊拉克战争育关的 它事件，如战争期间伊拉克人民的生活 

问题，不同L十】家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立场，伊拉克战争给世界 

政治、经济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拉克战后重建等问题都可以看 

作这个大数据立方体的各个面，从而实现用数据超立方体来 

描述决策人员兴趣点的目的，这个超数据立方体的构建可以 

通过新闻事件的分类来完成。 

5 新闻视频挖掘的方法 

从上节的分析中，我们明白了决策人员可能希望从新闻 

视频中挖掘出什么，在接下来的这一节里将着重探讨用什么 

样的方法来实现这些具体的挖掘目标。我们将以一个具体的 

例子来说明新闻视频挖掘的各种方法。例如，“我想知道最近 

两个星期电视台报道了世界各地哪些重要的新闻?进一步地， 

这些新闻具有怎样的地理分布以及怎样的发展趋势，相互之 

间有无关联?” 

很显然，决策人员提交的这种需求是现有的任何信息检 

索系统所不能完成 的，它只能通过新 闻视频挖掘 的方法来解 

决。在这里我们需要完成以下一些任务：首先，需要从新闻视 

频库中提取出最近两个星期的新闻视频数据，这是数据的准 

备阶段；其次，从最近两个星期的新闻视频流中提取出新闻故 

事，提取出来的每个新闻故事将成为随后数据挖掘的元数据； 

第三，在完成第二步的结构挖掘的基础之上，我们需要知道哪 

些新闻故事是重要的?这里可能需要对语义事件进行挖掘，并 

建立具体的重要度模型，以确定语义上重要的新闻故事；第四 

步，在已经确定的重要新闻故事的基础之上，对其地理分布、 

发展趋势以及关联规则进行挖掘，并最终要以决策人员可理 

解的可视化的方式来展现，以辅助决策人员的分析并做出最 

终的决策。 

5．1 数据的准备 

在数据的准备阶段主要是根据决策人员的具体需求提供 

相应的待挖掘的数据。对于海量的新闻视频库全部进行内容 

的分析将是一件耗时耗力的事情，事实上与决策人员相关的 

数据集可能q是海量新闻视频库中极小的一部分。例如，在我 

们的例子中，只需对最近两个星期的新闻视频进行挖掘即可。 

数据准备阶段的工作可以采用传统数据挖掘的方法来进行， 

在本例中只需对新闻视频的采集时间字段进行过滤即可获得 

待挖掘的新闻视频数据集。 

5．2 结构的挖掘 

在新闻视频的结构挖掘阶段，目标是将新闻视频分割成 
一

个个的镜头、场景、故事单元等带有一定语义内容的段落。 

这里需要采用信息系统中的视频内容分析方法，这也是多媒 

体数据挖掘区别于传统数据挖掘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已经有大量的文献_】 ” 对视频的基于内容的分割方法 

进行了研究，但他们设计这些方法的初衷或许更多的只是为 

了其理想中的基于内容检索或索引。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工作 

实际上就是视频数据的一种结构挖掘，其中的许多方法是完 

全可以通用的。 

在新闻视频的结构挖掘阶段，我们将通过比较相邻帧问 

颜色直方图的变化情况来确定镜头的边界，并将借鉴0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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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来加快处理速度；接下来采用聚类的方法将相似的镜 

头聚集成类，得到一个个的场景；通过对场景内镜头之间时问 

关系的分析确定口播帧类，从而达到新闻故事单元自动分割 

的目的。分割出来的新闻故事 元将成为本例中新闻视频挖 

掘的元数据，在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阶段，我们将殳加关 

注这一颗粒度较大的视频结构单元。 

5．5 语义事件的挖掘 

我们定义新闻视频中的语义事r}为可能引起决策人员兴 

趣的带有语义内容的一种模式。与结构挖掘不同，它的目的不 

再是对视频流的分割，而是对视频语义内容的理解。新闻视频 

中出现的语义事f乍有的带有一定的周期性和重复性，如新闻 

中的标题事件，它在整个新闻视频流中往往会周期性地出现， 

并且在一个新闻故事单元内也会重复性地出现。有的语义事 

件则不具备这样明显的周期性和重复性，如视频流中出现的 

人物特写事件。 

在探测新闻视频中的标题事件时，我们采用了视频的内 

容分析与周期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周期分析的方法 

确定标题事件可能出现的位置，然后在这个可能位置附近的 

滑动时间窗内采用视频分析的方法确定标题事件发生的具体 

位置 。对于人物特写事件的探iP,0，我们采用了对象探测 的方 

法 。由于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人物特写，故事先设定了一些 

基本的规则以滤除一些小人脸事件。 

5，4 新闻故事重要度的判定 

在新闻视频挖掘的前期阶段。已经可以从视频流中提取 

出一则则的新闻故事。然而，仅以线性的顺序来罗列这些新闻 

故事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有趣的模式。对于决策者而言，他更 

关注的是重要的新闻故事。重要的新闻故事将给观众留下深 

刻的印象，并能对决策人员产生较大的影响。 
一 般认为，重要的新闻故事应当含有较大的信息量，为大 

众所关注，是热点话题。具体表现在：(1)从新闻故事的来源分 

析。来自权威电视台的新闻比来自地方台的新闻更重要；(2) 

从新闻故事的播出时段进行分析。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往往 

比非黄金时段播出的新闻更重要；(3)从新闻故事被报道的次 

数进行分析。如果一条新闻被多家电视台报道，或者被同一电 

视台多次报道或者跟踪报道，那么这条新闻应该是比较重要 

的；(4)从新闻故事的播放次序进行分析。一般来说 ，在同一次 

新闻节目中，播放次序越靠前的新闻往往越重要，这一特点类 

似于各大报刊在编辑时习惯将最重要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 

(5)从新闻故事的播出时间长短进行分析。通常重要的新闻其 

播放时间也比较长，如十六大的新闻一般都会持续5～1o分 

钟，而许多其它的新闻故事其持续时间只有2分钟左右；(6)根 

据新闻故事中特写人物的重要性进行分析。这里需要用到上 
一 节语义事件挖掘中人物特写事件挖掘的结果。例如，假如新 

闻故事中出现了领导人物的特写，那么这条新闻可能会比出 

现消防员特写的新闻故事更重要 据这些特点，我们有必要 

将新闻故事的播出时间、持续时间、播出次序等信息提取并保 

存下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新闻故事为单位的重要度评判 

模型。 

我们将利用重要新闻故事最有价值的一些特点来建立新 

闻故事的重要度模型。设 ，， ， ， 。， ，， ，分别为新闻故事的 

来源、时间段、播放次数、播放次序、时间长短以及人物重要性 

等六个方面的重要度， ，， ， 。， ，， ，分别为六个重 

要度对应的不同权值，则新闻故事的重要度可以用一个简单 

的线性模型来表示： 

I— W ．·I．+ W t·It+ W d·Ij+ w 。·I。+ W ·I + W r·If 

5．5 对重要新闻故事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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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新闻故事重要度模型，可以得到相对重要的新 

闻故事集合，我们称之为专题。由于单个的新闻个体往往无法 

反映 事 的趋势阳发展过程，也无法获悉新闻之间是否存 

在着地域分布上的关系，是否存在地区集中性，因此需要借助 

统计分析的方；上来获得答案。 

考虑列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几大要素．我们主 

要对时间干[】地点进行统计．以便决策者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 

去把握重矍新闻故事的发生情况。 

首先对时间轴进行统计。一个专题势必要持续。。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的各个时间点上，或多或少地发生了一些新闻．由 

此构成了整个专题事件的发展过程。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时 

间轴的统计来挖掘新闻故事之间隐含的趋势。 

设在某个时间点t发生了c 个新闻故事，其中任意一个 

新闻故事i的重要度为 I ，则在这个时问点上总的重要度 

为 ： 
Cf 

5 一∑j 
i-- l 

由此构成了专题的重要度对时间的函数。例如，对于“非 

典型肺炎”专题，在4月19日共发生了4条相关新闻，我们分别 

计算出每条新闻的重要度(， ，， ，， ，I )，就可以求得4月19日 

“非典”新闻总的重要度 月l9口一I +Iz+I。+I ，以此来衡量 

当日社会对“非典”的关注程度。 

同样地，对地理位置进行统计，通过它挖掘故事之间的位 

置集中性。例如，如果发现一段时期内地震频繁发生在环太平 

洋地区，则可以挖掘出“太平洋板块可能进入地质活动期”这 

样一则知识，并能为相关地区提供地震预警。本系统中，我们 

首先建立一个地名库，收集新闻中常出现的国家、地区或城市 

名。对于每一则新闻故事，我们将语音识别或者是字幕识别获 

取的文字与地名库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出现的地名，并由此推 

断出新闻故事发生的位置。 

与对时间轴的统计类似，我们对发生在某个地点 P的所 

有新闻故事进行重要度统计，有如下公式： 
cP 

一 ∑， 
，= l 

其中 表示位置 P总的重要度，c，表示在P位置发生的新 

闻故事的数量，， 表示第 i个新闻故事的重要度。例如，从4月 

12日至4月24日关于“非典”的新闻中，共有14则发生在北京。 

我们求得每--N新闻的重要度(， ，， ，， ，⋯，I )，则可以得到 

北京发生于“非典”相关新闻的严重程度 S 一I +I +， + 

⋯ + ，l4。 

5．6 挖掘模式的可视化 

经过上述各个挖掘阶段的处理，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些有 

趣的模式，如何将这些有趣的模式用可视的方式展现出来是 

本阶段的任务。CMU大学采用时间线和地图的方式对新闻 

视频进行可视化 ，我们受其启发初步设想了两种可视化的 

方法，一种是时间趋势图，另一种是时空图。时间趋势图能够 

将专题的发展趋势在时间轴上加以体现，便于决策者了解专 

题的发展过程；时空图则综合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便于从总 

体上进行分析并指导决策。 

我们采集了2003年4月12日到4月24日的新闻视频作为实 

验数据集。图1是时间趋势图的一个例子。横轴表示时间轴，纵 

轴表示新闻的重要度(为简单起见，此处新闻的重要度用新闻 

报道的次数计算)，图上显示的是 SARS这个专题的时间趋势 

图。从图上可以看出，自4月12日起，有关 SARS的新闻重要度 

随着时间逐渐呈上升趋势，从时间趋势图基本上可以反映出 

非典疫情已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恶化这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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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和图3是时空图．它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反映专题 

的情况。具体来说就是在地图的基础上添加时间轴，反映某个 

时间点专题的空问分开丁情况。图中的红点表示新闻故事发生 

的位置，红点的大小代表当地发生的所有新闻故事的总的重 

要度。通过地 图下方的时问滑动条，我们可以选择浏览某一天 

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的专题分布图。 

新闻重要度 

0牟 04月1 2H 0牟 04月1 4日 0牟 04月16H 0弭 04月l8日 0牟 04月20日 0弭叭月22R 0茸 04月24H 

时间轴 

图1 SARS专题的时间趋势图 

图2中我们选择4月12日，图3中选择4月24日。由图中可以 

看出，与4月12日相比，标在广东的红点变小了，而标在北京的 

红点增大了。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内，有关广东疫情的新闻开 

始减少，而有关北京的报道增加。由此可以推断广东的疫情呈 

逐步缓解之势，而北京的疫情开始趋于严重。 

图2 4B 12日SARS专题的时空分布图 

图3 4B 24日 SARS专题的时空分布图 

5．7 辅助决策 

通过采用上述方法对新闻视频进行挖掘，决策者基本上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最近一段时期比较重要的新闻事件 

是 SARS疫情，其中中国的疫情较为严重，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疫情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广东地区，北京的疫情扩散严重， 

而广东的疫情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控制。根据这些结论，决策者 

可以对本企业的投资或者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避免损失 

或争取获得更大的利润。 

总结及展望 多媒体数据挖掘是一个新兴的前沿性学 

科，本文从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的角度对多媒体数据挖 

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思考和有意义的尝试。多媒体数据挖掘 

不应当是“多媒体”与“数据挖掘”这两个乞词的简单组合，也 

不应是数据挖掘在多媒体方向上的简单应用。相反地，它应该 

具有符合多媒体数据自身特点的各种挖掘方法 。我们认为， 

多媒体数据的内容分析本身就是多媒体数据挖掘所特有的方 

法，这正是传统的数据挖掘所不具备的。 

本文从辅助决策的新闻视频挖掘入手，提出了两个基本 

的问题：即挖掘什么和用什么去挖，并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积 

极的思考和解答。以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了辅助决策的新闻 

视频挖掘的内容和具体的方法，并对这些方法进行了大胆的 

尝试，具有。。。定的借鉴意义。新闻视频挖掘是多媒体数据挖掘 

领域较具代表性和前途性的一个研究方向，有关新闻视频挖 

掘的框架和方法还在进一步的研究之中。我们相信它的深入 

研究将在战略7夹策、情报分析、企业规划等领域发挥积极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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