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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各行各业获取数据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数据呈
现出海量、高维、动态的特点。
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很难有效地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这成为商务智能、决策支持以及知识管理等系
统中的一个主要瓶颈，影响了管理决策的效果。
为解决这一瓶颈，动态数据挖掘技术应运而生，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问题。
动态数据挖掘是集过去、现在与未来于一体的动态过程，其动态性体现在数据的采集、处理等环节。
动态数据挖掘通常以动态数据库和实时数据库为数据的主要来源。
数据处理是动态数据挖掘的核心部分，为了适应数据的动态变化特点，更好地挖掘动态数据中隐含的
事先未知的有用信息和知识，必须改进传统的或设计新颖的数据挖掘技术。
本书介绍了近年来应用于动态数据挖掘领域中的几种较为新颖的挖掘技术，包括数据流挖掘、分形数
据挖掘、联机分析挖掘、经验模态分解以及联系发现技术，研究了它们的原理、特点、性能及应用情
况。
全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概述传统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动态数据挖掘技术，重点介绍动态数据挖掘技术
产生的背景、发展概况和未来研究方向；第二章探讨数据流挖掘技术及其应用、数据流挖掘算法以及
数据流管理系统；第三章介绍分形数据挖掘技术，基于分形维数的约简、聚类、分类及其改进算法；
第四章研究联机分析挖掘中的三个重要技术组成，即数据立方体的构建和优化技术、联机分析处理查
询技术及联机分析挖掘调度机制和挖掘算法；第五章介绍经验模态分解技术的基本原理、算法思想以
及与其他算法结合的应用情况；第六章介绍联系发现技术的发展现状、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
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动态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现状。
本书是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智能管理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近年来对动态数据挖掘技术研究与应用中
的一些研究和成果的系统总结，得到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面向制造业售后服务的
商务智能关键技术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商务智能中的动态数据挖掘与分形技术的研究”两个
项目的资助。
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得到了王超、高雅卓、胡汤磊、伍章俊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倪志伟教授负责全书策划和大纲的制订，并负责全书的统纂和修改。
安徽大学刘慧婷、贾瑞玉和合肥工业大学倪丽萍为本书的校对和排版做了大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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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态数据挖掘是针对动态数据库和实时数据库进行知识提取的数据挖掘技术。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知识新颖性的需求越来越强，采用传统的静态数据挖掘技术来分析不
断产生的信息无法满足现实应用的要求，对实际应用数据源在其运行的同时进行动态数据挖掘得到相
关知识显得日益重要。
    本书是关于动态数据挖掘相关技术及其应用的著作，涉及数据流挖掘、分形数据挖掘、联机分析挖
掘、经验模态分解和联系发现技术等。
本书内容新颖，融入了近年来在学术界和工程界普遍关注的诸多热门课题，是作者及其课题组几年来
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成果结晶。
    本书可作为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应用技术等学科高年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用书，也可供相关研
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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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前基于数据流的数据挖掘任务，例如数据流聚类、数据流分类等，大多是传统静态方法的改
进，其挖掘效果很难令人满意。
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根据流数据的独特性，结合计算理论、近似算法以及寻优算法等，开辟一
条新的思路；探索一种合适的模式结构以加速整个系统挖掘进程，优化整个挖掘任务或系统；设计满
足数据流挖掘需求的系统模型以提高数据流挖掘的效率和精度。
数据流挖掘有非常广泛的应用领域，如检测互联网上的极端事件、欺诈、入侵、异常、实时交通监控
、趋势监控、探查性分析等。
本书第二章将主要介绍一些经典的数据流挖掘算法，在此基础上结合数据流的数据形式和特点，提出
一些高效的数据流挖掘算法，并将对数据流挖掘的特点和应用进行深入的研究。
2.分形数据挖掘分形数据挖掘技术也可以称之为基于分形维数的数据挖掘技术，即利用数据集分形维
数的意义对数据集进行挖掘。
数据挖掘的主要任务是从海量复杂的数据中挖掘出有用的知识从而辅助人们更好地做出决策。
然而高维、动态、复杂的数据特性给数据挖掘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分形技术的运用，为更好地进行挖掘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行思路。
首先，自然界中存在着很多混沌现象，在混沌的背后，又往往表现出规律性和自相似性。
类似地，反映这些现象的数据集也存在着混沌性和自相似性，即具有分形特征。
分形理论提出了一套定量描述自然界中不规则、复杂现象的强有力工具，该定量指标为分形维数。
因而利用分形维数可以更好地对数据集进行描述。
其次，分形维数所描述的是分形体的填充程度，在数据挖掘中它反映的是数据在多维空间中的分布特
性，因而当有新的数据加入之后，其分布会或多或少地发生一定的变化，相应的分形维数也会随之发
生一定的变化。
因而，利用分形维数的这种动态变化特征对数据集进行动态挖掘是合理有效的。
近年来分形数据挖掘技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如果从数据挖掘研究的方向来看，目前已在属性约简、分类、聚类、关联规则挖掘、预测、离群点分
析、空间数据分析等方向中有了一定的运用，并形成了相关的典型算法。
如果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分形数据挖掘技术在网络数据挖掘、金融数据分析、地理信息挖掘等领域有
了一定的应用。
分形数据挖掘技术在运用时主要是利用分形维数进行的。
例如，在属性约简中，当属性分形维数对整个数据集的分形维数产生很大影响时，则该属性为关键属
性；在聚类分析时，同一类的区域，其整体与局部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不同类之间则相似性较弱，因
而可以利用分形维数度量值作为聚类的标准。
在分类分析中，可以根据类间的不同分形维数值来判断新的数据点属于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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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动态数据挖掘》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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