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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
到目前为止，计算机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了其创始者的想象。
计算机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应用面越来越广，应用领域也从单纯的科学计算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从工业、国防、医疗、教育、娱乐直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计算机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计算机之所以能取得上述地位并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原因在于其高速的计算能力、庞大的存储
能力以及友好、灵活的用户界面。
而这些新技术及其应用有赖于研究人员多年不懈的努力。
学术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也是技术发展的动力。
自1 992年起，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促进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推动
计算机科技著作的出版，设立了“计算机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并将资助出版的著作列为中国计算机
学会的学术著作丛书。
时至今日，本套丛书已出版学术专著近50种，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有的专著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有的则奠定了一类学术研究的基础。
中国计算机学会一直将学术著作的出版作为学会的一项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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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发现是从数据集中识别出有效的、新颖的、潜在有用的，以及最终可理解的模式的非平凡过程。
知识发现将信息变为知识，从数据资源中发现知识宝藏，将为知识创新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书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了知识发现的方法和技术，反映了当前知识发现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进展
。
全书共分15章。
第1章是绪论，概述知识发现的重要概念和发展过程。
下面三章重点讨论分类问题，包括决策树、支持向量机和迁移学习。
第5章阐述聚类分析。
第6章是关联规则。
第7章讨论粗糙集和粒度计算。
第8章介绍神经网络，书中着重介绍几种实用的算法。
第9章探讨贝叶斯网络。
第10章讨论隐马尔可夫模型。
第11章探讨图挖掘。
第12章讨论进化计算和遗传算法。
第13章探讨分布式知识发现，它使海量数据挖掘成为可能。
最后两章以web知识发现、认知神经科学为例，介绍知识发现的应用。
　　本书内容新颖，认真总结了作者的科研成果，取材国内外最新资料，反映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水
平。
论述力求概念清晰，表达准确，算法丰富，突出理论联系实际，富有启发性。
　　本书可以用作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知识发现、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课
程教材，也可供从事知识发现、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智能信息处理、模式识别、智能控制研究和知
识管理的科技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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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不同的分类器有不同的特点。
有三种分类器评价或比较尺度：①预测准确度；②计算复杂度；③模型描述的简洁度。
预测准确度是用得最多的一种比较尺度，特别是对于预测型分类任务，目前公认的方法是10趟分层交
叉验证法。
计算复杂度依赖于具体的实现细节和硬件环境，在数据挖掘中，由于操作对象是巨量的数据库，因此
空间和时间的复杂度问题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对于描述型的分类任务，模型描述越简洁越受欢迎。
例如，采用规则表示的分类器构造法就更有用，而神经网络方法产生的结果就难以理解。
另外要注意的是，分类的效果一般和数据的特点有关，有的数据噪声大，有的有缺值，有的分布稀疏
，有的字段或属性间相关性强，有的属性是离散的而有的是连续值或混合式的。
目前普遍认为不存在某种方法能适合于所有不同特点的数据。
4.聚类根据数据的不同特征，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数据类。
它的目的是使得属于同一类别的个体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而不同类别上的个体间的距离尽可能大。
聚类方法包括统计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和面向数据库的方法。
在统计方法中，聚类亦称聚类分析，它是多元数据分析的三大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是回归分析和判别
分析）。
它主要研究基于几何距离的聚类，如欧氏距离、明考斯基距离等。
传统的统计聚类分析方法包括系统聚类法、分解法、加入法、动态聚类法、有序样品聚类、有重叠聚
类和模糊聚类等。
这种聚类方法是一种基于全局比较的聚类，它需要考察所有的个体才能决定类的划分。
因此它要求所有的数据必须预先给定，而不能动态增加新的数据对象。
聚类分析方法不具有线性的计算复杂度，难以适用于数据库非常大的情况。
在机器学习中，聚类称为无监督或无教师归纳。
因为和分类学习相比，分类学习的例子或数据对象有类别标记，而要聚类的例子则没有标记，需要由
聚类学习算法来自动确定。
在很多人工智能文献中，聚类也称概念聚类，因为这里的距离不再是统计方法中的几何距离，而是根
据概念的描述来确定的。
当聚类对象可以动态增加时，概念聚类则称为概念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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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发现(第2版)》：中国计算机学会学术著作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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