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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模型是研究定性概念与定量数值之间相互转换的不确定性认知模型。
粒计算是当前计算智能研究领域中模拟人类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新方法。
它覆盖了所有有关粒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是研究复杂问题求解、海量数据挖掘和模糊信息处理等问
题的有力工具。
《云模型与粒计算》介绍云模型与粒计算交叉研究的最新进展,由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华人学者撰文14章,
内容涉及云模型、高斯云的数学性质、云模型与相近概念的关系、区间集、区间值信息系统的粒计算
模型与方法、多粒度粗糙集、粒计算模型的特性分析与比较、云计算环境下层次粗糙集模型约简算法
、基于粒计算的聚类分析、并行约简与F-粗糙集、单调性分类学习、不确定性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
、基于云模型的文本分类应用、数据挖掘算法的云实现。

《云模型与粒计算》可供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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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3.3.2 基于云模型的文本特征自动提取算法 在传统数据挖掘中，只能对结构化的数
据信息进行处理，能够处理的特征项也较少。
而对于非结构化文本信息则处理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文本特征向量的高维性造成的。
基于此，文本的特征表示成为文本挖掘面临的首要任务。
一个合理的文本特征表示方法具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方面需要包含足够的信息量，文本信息的关键特
征不能丢失太多；另一方面，文本特征项也不能过多，否则会严重影响挖掘算法性能。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产生了文本特征的选择。
 如何选择适当的特征集是文本挖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过大或过小的特征空间都会严重影响到文本挖掘性能。
一个有效的文本特征集合必须满足文本内容表示完整、较强的文本区分能力与保证尽量小的特征维度
特点[10—12］。
 目前，一般采用领域专家的经验知识来进行特征集大小的设定，主要有直接据经验设定特征数（PFC
）、按特征比例设定（THR）、通过统计量（MVS）或向量的空间稀疏性（SPA）等选择方法[13—15
］。
 通过实际应用测试，在特定语料库上这些方法较好地解决了特征集空间的大小问题，但缺少理论基础
支撑，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因素充斥其中。
当语料库改变或有所调整时，需重新进行设定，对于大规模的自动分类聚类将不再适用。
综上所述，若能找到一种具有较强数据适应能力，能够进行文本特征自动提取的方法，将极大促进文
本挖掘的研究进展。
 1.文本特征提取概述 从理论上来说，特征项越多越能更好地进行表示。
但大量实践显示，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过大的特征空间将导致TM时间空间复杂度激增，计算代价更为高昂。
随着Internet的广泛深入与信息资源的日益增加，寻求一种高性能的文本特征提取算法在TM中将变得
越来越重要。
 定义13—4 特征提取。
特征提取（feature selection，FS）是选择描述目标的最佳特征子集的过程，得到的特征子集包含于原始
特征集。
即F′—F，其中F是原始特征集，F′是选择后的特征子集。
FS不仅能提高文本挖掘算法的运行速度，降低占用的内存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去掉了不相关或相关程
度低的特征，可提高许多TM任务的性能，如文本分类的分类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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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云模型与粒计算》覆盖了所有有关粒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是研究复杂问题求解、海量数据挖掘
和模糊信息处理等问题的有力工具。
《云模型与粒计算》可供计算机、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和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云模型与粒计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