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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据归约是数据挖掘过程的关键环节，因此对数据归约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已有的数据归约方法多偏重于有监督学习，而无监督情形下归约方法的研究还相对不够丰富。
鉴于这种情况，刘云霞编著的《数据预处理——数据归约的统计方法研究及应用》的重点内容是尝试
对无监督数据归约的统计方法及其应用进行研究。

在《数据预处理——数据归约的统计方法研究及应用》第一章中，首先阐述了选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
意义。
之后，在概述相关背景知识和总结国内外数据归约研究方法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内容及
创新之处。

数据归约两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缺失值填补和异常值探测是第二章探讨的内容。
在本章，根据对统计学中常用的各种缺失值填补和异常值探测方法的分析，总结出了一些适合数据挖
掘使用的方法。
此外，通过将几种异常值探测方法应用在某地区移动通信用户缴费数据库上，对手机用户的消费行为
进行了实证分析。

数据归约包括元组的归约和属性的归约。
本书在第三章探讨了元组归约的两种主要方法——连续属性离散化和概念分层。
在对当前的离散化方法和概念分层中面向属性归纳方法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从独立性角度考虑
的连续属性离散化方法，分别是基于可辨识矩阵的离散化方法和基于似然比假设检验的离散化方法。
并通过在Iris样本集上对这两种方法进行模拟，验证了它们的有效性。

属性重要性排序以及属性的提取和属性子集的选择是属性归约的两类方法。
本书在第四章探讨了属性重要性的排序问题。
数据挖掘中目前常见的排序问题是有监督属性的排序，本章首先对它们作了介绍和比较。
然后在无监督属性重要性的排序方面，提出了单向有序列联资料的属性排序方法——改进秩和法和基
于因子分析的无监督属性排序方法，这两种方法分别在一份调查问卷的列联资料和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样本集的模拟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

第五章探讨的是属性的提取和属性子集的选择问题。
首先对目前在数据挖掘中用于属性线性提取的几种统计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作了介绍和评价。
然后是本章的重点内容——属性子集的选择，在对属性子集选择的基本知识及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详
细阐述和分析之后，提出了逐步向前的无监督属性选择方法，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第六章对全书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提出了分别基于可辨识矩阵和基于似然比假设检验的两种连续属性离散化方法。

（2）提出了单向有序列联资料属性排序的方法——改进秩和法。

（3）提出了基于因子分析的无监督属性重要性的排序方法。

（4）提出了逐步向前的无监督属性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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