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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索性数据分析及其在流程业的应用》全面介绍探索性数据分析的原理和应用，内容涉及数理统计
、数据挖掘、模式识别和信息论等多门学科。
《探索性数据分析及其在流程业的应用》介绍了多种实用性的数据分析方法，并对几种重点算法进行
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述，书中还涉及数据分析中的方法论。

《探索性数据分析及其在流程业的应用》具有实用性、综合性和新颖性，既有理论又注重实践，并配
以大量的图表和实例，可作为掌握大量数据、并希望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
业管理人员等的参考书，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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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治荣，男，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
曾先后在航天二院，金陵石化炼油厂仪表车间、计算机站，霍尼韦尔公司（美）高技术执行部，思华
数据技术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化工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
近十年，专注于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实践，期间，主持了两项数据分析软件
的研发，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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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特征选择时，首先，根据经验从全部特征中，选择部分特征构成一个特征子集，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得到该特征子集的类间与类内离散比。
然后，逐一更换特征子集中的特征，构成新的特征子集，计算对应的类间与类内离散比，并与前面的
结果比较，从中选取类间与类内离散比大的特征子集。
如此反复，直至选出具有最大离散比的特征子集，就是在距离意义上具有最优分类性能的特征子集。
 （3）基于信息熵的评价准则 在信息论中，数据中的不确定性就是信息，如果数据中的不确定性越大
，则它所含的信息就越多。
信息论的创始人香侬将随机变量的平均不确定性定义为信息熵，并将它作为数据中信息量的度量。
如用X表示随机变量，则它的信息熵表示为：H（X），H值越大，包含的信息量越多。
两个随机变量X、Y之间在信息上的依赖程度用互信息来描述的，记作I（x，y），I值越大，表示这两
个随机变量之间的依赖程度越高。
 从信息论的观点进行特征选择的原则是：选择那些与目标变量在信息上有较强依赖关系的特征，而且
，又要使选人特征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尽可能少。
上述特征选择原则称为“最大关联最小冗余”准则，简称mRMR准则（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由于基于信息熵评价准则的特征选择对各个特征的数据分布没有做任何假设和限制，因此，既可应用
于具有正态分布的特征，也可应用于非正态分布的特征。
 6.特征提取 模式识别常常将描述模式的数据统称为特征。
为了实现机器识别，首先，将对象的特征转换成机器能够接收的信号，这是由仪表或其他自动化测量
技术实现的，这些特征有时称之为“粗特征”。
所谓“粗”是指其中还有不少杂质，不够全面，不能直接用于模式识别，必须对它们进行提炼，得到
“精特征”后才能用于模式识别。
因此，特征提取可以理解为从粗特征中提炼精特征的过程。
 在分类问题中，人们总是根据那些能够识别对象的基本要素来进行分类的，这些基本要素就是对象的
特征。
但是，特征不一定能观测到，观测变量不等于特征。
有些观测变量不包含任何有关分类的信息，这样的变量对分类问题毫无价值，应该予以删除。
有些观测变量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对象特征的某个方面，尽管单个观测变量只包含一部分分类的信息，
但是将这些观测变量综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对象的特征。
特征提取就是从这些观测变量中提取对象基本要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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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探索性数据分析及其在流程业的应用》具有实用性、综合性和新颖性，既有理论又注重实践，并配
以大量的图表和实例，可作为掌握大量数据、并希望从数据中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企
业管理人员等的参考书，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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