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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用户偏好度的数据挖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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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据挖掘和数据库知识发现是当前国际科技界的一个研究热点。这是一个介于统计学、

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库技术以及高性能并行计算等领域的交叉新兴学科，具有

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基于统计学观点的基础上讨论了网站用户偏好度的数据挖掘模型，设

计了一个网站用户信息浏览偏好度的数据挖掘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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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数据获取方面的不

断进展以及因特网和各种局域网的广泛普及，人

们获得的数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加，最

近几十年产生了很多超大型数据库，遍及超级市

场销售、银行存款、天文学、粒子物理、化学、医学

以及政府统计等领域。例如，美国著名零售商

MalMart每天要做2 000万次交易；美国电报电话

公司AT&T每天有I亿多用户在远程网络上呼

叫2亿多次。在这个充满数据的数字化、信息化

时代，如此规模甚至更大的数据库将是人们不得

不面对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如何从这些大

型数据库中发现有用的信息、模式和知识?如何

开发有效的挖掘方法?已成为众多科技工作者共

同关注的焦点。在过去一个称为“数据挖掘”和

“数据库知识发现”(Data Mining&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简称DM&KDD)的新领

域得到了快速发展[1．2】，这是一个介于统计学、模

式识别、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库技术以及高

性能并行计算等领域的交叉新学科，已在经济、商

业、金融、天文等行业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在国际

上掀起了一股空前的研究热潮。我国学者在这

个领域也已开展了很多研究¨，4J，但涉及的人员

主要来自计算机科学及相关领域，其它专业的研

究者相对较少，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学科相隔、交

流不够所致。

随着Intemet的迅速发展，如前所述，各种信

息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类型也越来越多。人们

面对太多的信息无法选择和消化。Interne上信

息资源分布的广泛性又给用户寻找感兴趣的信息

增加了困难，用户不知道如何更有效地发现自己

所需的信息资源。当前我们主要采用搜索引擎来

检索Web上的信息，大多数搜索引擎缺少主动

性，没有考虑用户的兴趣偏好。

为了适应用户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研究人

员纷纷从人工智能中寻找突破口。在许多探索性

研究中，个性化主动信息服务(Personalized Active

Information Service，PAIS)作为一种崭新的智能信

息服务方式，应用前景广泛，十分引人注目bqJ。

PAIS的特征是信息服务系统根据每个用户的信

息需求和用户的个性化模式，主动搜寻相关信息，

并且利用在线智能推荐服务或者推送技术，准确

地将用户所需的信息传送到相应的用户。

在智能个性化主动信息服务中最重要的服务

是个性化信息推荐。作为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

究领域，数据挖掘近年来有了广泛的应用。因此，

两者的结合一基于数据挖掘的web个性化信息

推荐服务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目前已经存在很多个性化信息推荐系统，但

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①多数个性化信息推荐系统针对的是注册

用户，较少考虑非注册用户的信息推荐；

②多数个性化信息推荐系统对新用户和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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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站点较少的用户的信息推荐考虑不够，因为新

用户和浏览站点较少的用户被系统收集的用户信

息较少，采用某些推荐算法并不合适；

③大多数个性化信息推荐系统没有考虑用

户是否有新颖信息需求的偏好。

1 网站数据的特点

Web上有海量的数据信息，怎样对这些数据

进行复杂的应用成了现今数据库技术的研究热

点。数据挖掘就是从大量的数据中发现隐含的规

律性的内容，解决数据的应用质量问题。充分利

用有用的数据，废弃虚伪无用的数据，是数据挖掘

技术的最重要的应用。相对于Web的数据而言，

传统的数据库中的数据结构性很强，即其中的数

据为完全结构化的数据，而Web上的数据最大特

点就是半结构化¨0|。所谓半结构化是相对于完

全结构化的传统数据库的数据而言。显然，面向

Web的数据挖掘比面向单个数据仓库的数据挖

掘要复杂得多。据统计，有99％的网站信息相对

99％的用户来说都是无用的。虽然这看起来并不

是很明显，但一个用户只关心网站上的很小的一

部分信息却是事实，网站上所包含的其余信息对

于这个用户来说是不感兴趣的，而且往往会“淹

没”所希望得到的信息，鉴于此，网站上的数据有

如下特点。

1．1异构数据库环境

从数据库研究的角度出发，Web网站上的信

息也可以看作一个数据库，一个更大、更复杂的数

据库。Web上的每一个站点就是一个数据源，每

个数据源都是异构的，因而每一站点之间的信息

和组织都不一样，这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异构数

据库环境。如果想要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数据挖

掘，首先，必须要研究站点之间异构数据的集成问

题，只有将这些站点的数据都集成起来，提供给用

户一个统一的视图，才有可能从巨大的数据资源

中获取所需的东西。其次，还要解决Web上的数

据查询问题，因为如果所需的数据不能很有效地

得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集成、处理就无从谈

起。

1．2半结构化的数据结构

Web上的数据与传统的数据库中的数据不

同，传统的数据库都有一定的数据模型，可以根据

模型来具体描述特定的数据。而Web上的数据

非常复杂，没有特定的模型描述，每一站点的数据

都各自独立设计，并且数据本身具有自述性和动

态可变性。因而。Web上的数据具有一定的结构

性，但因自述层次的存在，从而是一种非完全结构

化的数据，这也被称之为半结构化数据。半结构

化是Web上数据的最大特点。

1．3解决半结构化的数据源问题

Web数据挖掘技术首要解决半结构化数据

源模型和半结构化数据模型的查询与集成问题。

解决Web上的异构数据的集成与查询问题，就必

须要有一个模型来清晰地描述Web上的数据。

针对Web上的数据半结构化的特点，寻找一个半

结构化的数据模型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

要定义一个半结构化数据模型外，还需要一种半

结构化模型抽取技术，即自动地从现有数据中抽

取半结构化模型的技术。面向Web的数据挖掘

必须以半结构化模型和半结构化数据模型抽取技

术为前提。

2网站用户偏好度模型

当一个的用户浏览网站上的信息时，他会受

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信息标题，网页之间的链

接，网页的外观等等。显然，这些因素之间很难用

一种精确的方法表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在合理

的假设之下，建立他们之间的模型，为此我们可以

假设：

用户偏好度是其影响因素的线性函数。

于是，令用户偏好度为Y，影响它的因素假设

有菇。，髫：，⋯，戈。共n个参数，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如下的线性关系：

Y=／30+卢l髫l+卢2并2+⋯+口^石上+F

其中，E是随机变量，且一般假设占一D(0，盯2)。

为了估计未知参数风，卢，，JB：，⋯，岛我们可以对Y

和髫，，髫：，⋯，钆同时做，1次独立观察试验，得到，l

组观察样本值()，。zn’算盘，⋯，戈娃，t=1，2，⋯凡(n>

k+1)，他们满足关系

Yl=／30+卢l菇ll+岛茗垃+⋯+卢^菇硅+占l，t=

1，2，⋯，l(凡>k+1) (1)

其中，占，，占：，⋯⋯，占。互不相关且均是与占同分布

的随机变量。我们把上面的式子用矩阵来表示，

于是令

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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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1 菇11 石12

I 髫2I 髫22

1 茗。1 茗nl

这样①式变为

Y=x8+8

其中X为已知的12×(k+1)阶矩阵，我们称为

用户偏好度的资料矩阵，届为k+1为的未知列向

量。F是满足

rE(占)=0

【Cov(占，s)=17"2J『

的n维随机变量。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如下的

用户偏好度模型

【Y=X0+8

{E(占)=0

tCoy(占，占)=盯2，

这样，有统计学知识，我们得到未知系数口的最小

二乘估计为

声=(x7x)。彳7Y

3模型的运用

我们现在以通用商品销售系统来做试验，后

台的界面如图1所示。当人们想购买商品时，会

浏览商品的信息，这样我们可以模拟如下一组数

据(见表1)，其中用户偏好度用商品信息的点击

量来表示，试验中，我们只考虑一个影响因素一商

品信息的标题的知识量(O到100之间的实数)。

为了研究信息标题的知识量与用户偏好度

(信息的点击量)之间的规律，我们以信息的标题

的知识量x为横坐标，以用户偏好度(信息的点击

量)Y纵坐标，将这些数据点在笛卡尔坐标系里标

出，如下图2。

表1 商品信息点击量与信息标题知识量的关系

Table 1 Merchandise traffic information and heading information the title of the relationshio between knowledge

点击量143 145 146 147 149 150 153 154 156 157 158 159 160 162 164 155

知识量88 85 88 9l 92 93 93 95 98 97 96 98 99 100 100 96

图1后台界面

Fig．1 Background interface

。。。兰龟?悬堡要鬯婴苎2尽皇毽塑苎‘篁4结束语
息的点击量)Y之间的关系大致满足线性关系，由

⋯⋯一
模型我们可得戈和Y之间的关系为 数据挖掘对统计学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许多困

多=一15．080 0+0．610 Ox 难而根本的问题，统计学对此并非都有答案，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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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信息标题的知识量对用户偏好度的关系

Fig．2 the mount of information the title of the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gree of user p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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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Mining Model for‘the Preference Degree of Website Users

ZHAO Xue—mei，ZHU En—liang

(Department of Experiment Teaching，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Jiangsu Yancheng 224051，China)

Abstract：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 have now been鲫active research area in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is is a new discipline lying at the interface of statistics，pattern recogni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chine learning，database

technology，hish performance and parallel computing，and 80 forth．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data mining model

of preference degree for website users．We present a data mining model for the preference degree of information browsed of web-

site users．

Keywords：data mining；statistics；model；information；preferenc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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