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章  其他挖掘方法 

10.1  文本挖掘技术

10.2  Web挖掘



　　数据挖掘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除了前面几章介绍

的基本数据挖掘方法外，数据挖掘方法应用到不同的领

域形成了与相关领域相结合的各种数据挖掘技术。

　　本章主要介绍文本挖掘、Web挖掘方法。



10.1.1 文本挖掘概述

1. 什么是文本挖掘

　　文本挖掘处理的是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文本挖掘

的主要任务是分析文本的内容特征，发现文本中概念、

文本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用户提供相关知识和信息。 



2. 文本挖掘过程



2. 文本挖掘过程

（1）输入：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数据；

（2）任务1：建立语料库。收集与研究领域相关的文档，

包括文本文档、XML文件、电子邮件、网页、录音等。商

用的文本挖掘软件能够将它们转换为平面文件；

（3）任务2：创建词项-文档矩阵（TDM）。将语料库转换

为TDM过程中，涉及到中文分词、英文词干提取、删除停

用词、词频统计、建立面向特定问题的词典、词项的索引

表示（例如反文档频率等）、矩阵降维等。

（4）任务3：使用文本挖掘方法提取知识。

（5）输出：用于决策的特定知识。



3. 文本挖掘和数据挖掘的区别

区别项 数据挖掘 文本挖掘

研究对象 用数字表示的、结构化的数据 无结构或者半结构化的文本

对象结构 关系数据库 自由开放的文本

目标 获取知识，预测以后的状态 提取概念和知识

方法 关联分析、k-最近邻、决策树、贝叶

斯分类、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

粗糙集、聚类算法等

提取短语、形成概念、关联分

析、文本分类、文本聚类等



10.1.2 数据预处理技术

1. 分词技术

（1）基于词库的分词方法

　　基于词库的分词方法是按照一定的策略，将文本中
的一部分可能被切成一个词的小段与一个词典（词库）
里面的词进行比较，若存在，则划分为一个词。

　　根据采用的策略不同又分为正向最大匹配和逆向最
大匹配等。



例如，一个句子为S=“我们是学生”，长度n=5。 

正向最大匹配 

S1=“我们是学”
S1=“我们是”
S1=“我们”，找到了

S2=“是学生”，
S2=“是学” 
S2=“是”，找到了

S3=“学生”，找到了

所以S的分词结果是“我们/是/学生”。



例如，一个句子为S=“我们是学生”，长度n=5。 

反向最大匹配 

S1=“我们是学生”
S1=“们是学生”
S1=“是学生”
S1=“学生”，找到了

S2=“我们是” 
S2=“们是”
S2=“是”，找到了

S3=“我们”，找到了

所以S的分词结果同样是“我们/是/学生
”。



（2）基于无词典的分词方法

　　这种方法是基于词频的统计，将原文中任意前后紧

邻的两个字作为一个词进行出现频率的统计，出现的次

数越高，成为一个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在频率超过某

个预先设定的阈值时，就将其作为一个词进行索引。



2. 特征表示

　　文本特征指的是关于文本的元数据，分为描述性特

征（如文本的名称、日期、大小、类型等）和语义性特

征（如文本的作者、机构、标题、内容等）。

　　特征表示是指以一定特征项（如词或描述）来代表

文档，在文本挖掘时只需对这些特征项进行处理，从而

实现对非结构化的文本处理。这是一个非结构化向结构

化转换的处理步骤。

　　特征表示模型中常用的是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VSM）。 



　　在向量空间模型中，一个文本集由若干文本组成，每个

文本被表示为在一个高维词空间中的一个特征向量：

　　di=（ti,1：wi,1，ti,2：wi,2，…，ti,m：wi,m）

其中di为文本，ti,j表示第i个文本di中的第j个词，wi,j表示词ti,j在

文本di中的权重。词的权重一般采用wi,j=tf×idf方法来计算得

到。



　　定义10.1  词频tf（Term Frequency）是指一个词在

一个文本中出现的频数，其定义为:

其中，是词ti,j在文本di中出现的次数，Ni是文本di中所有词

出现的总数。显然，一个词的tf值越大，则对文本的贡献

度越大。



　　定义10.2  逆文本频度idf（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表示一个词在整个文本集中的分布情况，其定

义为

其中，N是文本集中包含的文本总数，　　是包含词ti,j的文

本个数。



　　tf×idf是一种常用的词权重计算方法，有多种形式。如

果一个词或短语在一篇文章中出现的词频tf高，并且在其他

文章中很少出现，则认为该词或短语具有律好的类别区分

能力，适合用来分类。

　　tf×idf结合了两者，从词出现在文本中的频率和在文本

集中的分布情况两方面来衡量词的重要性。



3.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算法一般是构造一个评价函数，对每个特征进行

评估，然后把特征按分值高低排队，预定数目分数最高的特征

被选取。

　　在文本处理中，常用的评估函数有信息增益、期望交叉熵

（Expected Cross Entropy）、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

、文本证据权（The Weight of Evidence for Text）和词频等。



10.1.3 文本结构分析

　　文本结构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的主题思想，

了解文本所表达的内容以及采用的方式。

　　最终结果是建立文本的逻辑结构，即文本结构树。　



　　如图11.2所示是文章的形式结构图，根结点是文章层，依
次为节层、段落层、句子层和词层。



10.1.4  文本分类

 朴素贝叶斯分类算法

 类中心最近距离分类算法

 k-最近邻分类算法

 决策树分类算法

 神经网络



分类性能评估

　　查全率是衡量所有实际属于某个类别的文本被划分到该
类别中的比率。查全率越高表明分类器在该类上可能漏掉的
分类越少，它体现了分类的完备性“ 

　　查准率是衡量所有被划分到该类别的文本中正确文本
的比率。查准率越高表明在该类别上出错的概率越小，它
体现了分类的准确程度：



11.1.5 文本聚类

 基于划分的方法

 基于层次的方法

 基于密度的方法

 基于网格的方法

 基于模型的方法



10.1.5 文本自动摘要

1. 单文档自动摘要

2. 多文档自动摘要

　　文本摘要是指从文档中抽取关键信息，用简洁的形

式对文档内容进行解释和概括。这样，用户不需要浏览

全文就可以了解文档或文档集合的总体内容。



10.1.6 文本关联分析

　　采用基于关键字的关联分析是从文本集中收集词或者关键

字的集合，将问题转化为事务数据库中事务项的关联挖掘。

　　其基本过程是，调用关联挖掘算法发现频繁共现的词或关

键字，即频繁项集，然后根据频繁项集生成词或关键字的关联

规则。

　　例如，产生这样的关联规则：

　　　{数据挖掘，密度}→{DBSCAN，OPTICS}

　　　　　　　　　　　　　　（支持度=30%，置信度=50%）



10.1.7 文本挖掘应用

（1）自然语言处理应用：自动问答、机器翻译、语音识别、文

本朗读等；

（2）营销应用：挖掘呼叫中心记录和产品评论等识别消费者情

感、预测消费者后续购买行为等；

（3）安全应用：舆情监控等；

（4）生物医学应用：医学文献挖掘，发现基因-疾病关系、基因-

蛋白质关系等；

（5）学术应用；

（6）其它。例如：专利数据库挖掘，可以获取竞争情报、帮助

企业进行收购或者新产品研发的决策、保护企业自身知识产权等。



10.2.1 情感分析概述

1. 什么是情感分析

　　对于文本中表达的情感和观点进行分析。

　　文本信息可以分成事实和观点两类。

        普通的文本挖掘和文本检索、情感分析与观点挖掘
分别针对这两种信息。



2.情感分析应用









研究框架



中国知网情感词典



利用Web获得评论倾向性



情感分类任务



情感分类方法



基于情感词计数的情感分类





基于机器学习的情感分类



观点提取



10.3.1 Web挖掘概述

1. 什么是Web挖掘

　　Web挖掘是指从大量的Web文档集合中发现蕴涵的、
未知的、有潜在应用价值的、非平凡的模式。

　　它所处理的对象包括静态网页、Web数据库、Web

结构、用户使用记录等信息。



2. Web挖掘与数据挖掘的区别

　　Web挖掘和数据挖掘有着不同的含义。

　　Web挖掘的研究对象是以半结构化和无结构文档为中
心的Web网页，这些数据没有统一的模式，数据的内容和
表示互相交织，数据内容基本上没有语义信息进行描述，
仅仅依靠HTML语法对数据进行结构上的描述，可以说
Web网页的复杂性远比任何传统的文本文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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