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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数据资源中存在着许多随时间变化且不同时间状态相互关联的数据，郰时态数据，如股市交易指数
、超市销售、Web访问流、气象观测、临床数据等。
近几年，急剧增加的时态数据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直接理解能力，大量的处理需求使TDM成为数据
挖掘领域的重要分支。
但是，从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却与学术研究极不相称，特别是应用中难以实现自治、持续的时态数据挖
掘支持机制，而这种机制是归纳分析数据和规则变化趋势所必需的。
本书试图在数据仓库环境中，以高阶数据挖掘和领域知识融合为研究线索，为实现持续的时态数据挖
掘过程提供理论和应用方法，形成及时发现事物动态演化规律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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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数据是人们用各种工具和手段观察外部世界所得到的原始材料，
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直接的价值，有价值的是蕴藏在其中的信息和知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获取、储存数据的手段和方式已变得非常便捷和
廉价。
数据的增长积累速度已远远超过数据总结和分析能力的提升速度，致使各行业的数据量以空前的速度
急速增长。
因而，一方面有大量的“数据过剩”；而另一方面却又严重地“信息匮乏”。
如何开发宜于从海量数据中自动、高效地提取所需的有用知识，已成为众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
　　数据库中知识发现是适应这一现实要求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数据分析技术。
KDD是指从数据中识别出有效、新颖、潜在有用的和最终可理解的模式或规则的非平凡过程。
KDD是一个多阶段的处理过程，可能需要多次的反复循环和调整。
这些典型的处理包括数据存储、目标数据选择、清洗、预处理、交换和缩减、数据挖掘、结果评价和
解释等步骤。
通常KDD可简要地概括为:数据准备、实施挖掘及结果评价和解释三个主要阶段。
　　KDD是一个介于统计学、机器学习、模式识别、数据库技术、数据可视化和并行计算等领域的交
叉新兴学科，也因此有了许多不同的术语和名称。
除KDD之外，主要有“数据挖掘”、“智能数据分析”、“信息发现”、“探索式数据分析”，等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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