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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awlak研究Rough Sets的原始动机是针对数据集合（决策表），找到一种介于严格统计学和随意经验之
间的能够更好地描述知识不确定性的严谨方法。
然而，由于基于Rough Sets描述知识不确定性的度量Roughness只与给定的决策表相关，因此
，Roughness能否真实描述决策表相对应的问题世界，取决于给定的决策表对于问题世界的概括程度。
在以泛化为目标的统计机器学习中，如果样本集是由对问题世界的有限次观测构成的，那么，该样本
集同样需要满足一个表示“概括程度”的条件：样本集合与问题世界同分布，这是讨论泛化问题的基
础。
Rough Sets中的Roughness与统计学的概率定义在形式上有些相似，但是，两者的本质有所不同，这一
点，我们在本书的第1章中作了说明。
这种本质上的不同导致我们无法从Roughness进一步推广并且定义类似于统计学中分布这样的概念，这
意味着，Rough Sets不具备从有限观测（给定数据集合）推测问题世界的理论基础。
另外，由于Roughness来源于给定的数据集合，因此，这个不确定度量取决于且仅仅取决于给定的数据
集合。
这一点与模糊集等依赖主观经验的不确定描述方法也不相同。
这些原因，使得Roughness是否是问题世界的真实描述，不得不依赖于给定数据集合对问题世界的概括
程度。
更进一步，考虑到Roughness所依据的基础——等价关系对数据集合的限制——符号集合，那么把从给
定决策表获得的Roughness作为描述问题世界知识不确定性的度量，其可信度就更存在疑问了。
这是本书为什么没有像大多数有关论著那样以Rough Sets为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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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基于用户需求的Reduct理论。
主要内容包括Reduct理论、Reduct典型算法、用户需求描述、基于用户需求的Reduct理论、 Reduct与特
征选择、数据描述的“规则+例外”模型以及基于边缘区域的例外分析等。
其中数据描述的“规则+例外”模型源自认知科学，不仅与数据挖掘密切相关，而且与用户需求密切
相关。
    本书适合从事机器学习、数据挖掘、人工智能、信息处理研究和应用的科技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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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Rough在Rough Sets中的含义可以解释为一种Rough度量，用于表示知识的不确定程度。
目前存在多种关于Rough度量的描述方法，这里仅就Pawlak给出的原始描述方法进行讨论，其他描述方
法大同小异。
首先考虑Pawlak对于矛盾对象的描述： 如果决策表中两个对象关于条件属性集合中所有属性的值完全
相同，但关于决策属性集合中有些属性的值不同，则称这两个对象是矛盾的。
例如，对于两个记录在案的病例，如果病人的症状都是发烧、咳嗽，但医生的最后诊断分别为感冒和
肺炎，那么这两个病例是一对有矛盾的对象。
其中，两个病例表示两个对象，“发烧”和“咳嗽”是两个条件属性，“疾病”是决策属性，“感冒
”和“肺炎”是对象关于决策属性的属性值。
显然，这个例子中的两个对象关于条件属性“发烧”和“咳嗽”的属性值完全相同，即这两个对象都
以“是”作为它们关于条件属性“发烧”和“咳嗽”的属性值，但是，它们关于决策属性的属性值不
同，因此，这两个病例是矛盾的对象。
Pawlak对于矛盾对象的刻画采用了严格的数学形式。
在给出矛盾对象的定义之前，首先引入了上、下近似两个概念尽管用“矛盾对象集合”（即，用表示
知识的Rough程度）描述知识的不确定性，具有直观的优点，但是，对于与“知识（规则）”相关的
正区域的描述，则不得不基于“矛盾对象集合”来间接定义。
我们猜测，作为数学家的Pawlak大概不喜欢这种使用次重要概念间接描述更重要概念的方式，也不喜
欢在定义阶段就将两个概念相互联系，由此，他引进了上下近似的概念，从而，可以分别独立地定义
正区域和边缘区域。
，然后基于这两个概念，决策表的论域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称为正区域（positive region）和边缘
区域（boundary region），并且正区域和边缘区域满足： （1）正区域和边缘区域的交集为空集； （2
）正区域和边缘区域的并集为论域。
其中只有边缘区域与矛盾对象的描述有关。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Pawlak关于矛盾对象的描述思想，在这一章，我们采用直观的方法对两个区域进行
刻画，精确的定义参见本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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