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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高维数据的特性出发，指出了高维数据给数据挖掘带来的影响以及高维数据挖掘的研究方向。
对高维数据挖掘中的相似性搜索、高维数据聚类、高维数据异常检测、高维数据频繁模式发现及电子
商务中的协同过滤技术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案和相应算法。
　　本书适用于从事数据挖掘和商业智能研究的高校教师、研究生、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商
业智能项目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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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研究背景　　1.1.1 数据挖掘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在过去的三十年，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
数据收集技术和数据存储技术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都逐步建立起各自的数据库体系。
在这些数据库中存放着大量的数据，如何能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使之能为生产实践所利用，成为人
们所关注的问题。
但相对于堆积成山的丰富的数据而言，人们缺乏强有力的分析手段和分析工具，因而造成了“数据丰
富而信息缺乏”的状况。
显然，数据库的检索和查询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虽然伴随着数据仓库出现的联机分析处理（On
—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OIAP）技术具有总结、概化和聚集的功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观察数
据，支持多维分析和决策支持，但它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挖掘出大量数据背后所蕴藏的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挖掘技术便应运而生。
　　数据挖掘指的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隐含的、事先未知的、并且
是潜在有用的信息[FPSU96]。
它是计算机技术研究中的一个很有应用价值的新领域，融合了数据库、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学
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技术，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数据库和信息决策领域中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引起
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一些国际上高级别的工业研究实验室，例如IBM Almaden和GTE，众多的学术单位，例如UC Berkeley
，都在这个领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研究计划。
其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有关的方法论、理论和工具，以支持从大量数据中提取有用的和让人感兴趣
的知识和模式。
　　数据挖掘，也叫数据库中发现知识（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KDD）。
KDD一词首次出现在1989年8月举行的第11届国际联合人工智能学术会议上。
随着KDD在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KDD组委会于1995年把专题讨论会更名为国际会议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了第1届KDD国际学术会议，以后每年召开一次。
迄今为止，由美国人工智能协会主办的KDD国际研讨会已经召开了13次，规模由原来的专题讨论会发
展成为国际学术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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