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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就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而出

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关联规则(Association Rule)是数据挖掘的重要的研究课题，

是数据挖掘的主要技术之一，目的就是要在交易数据库中发现各项目之间的关系。

它在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统和智能型信息系统等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都在进行关联规则的研究，并在原有的方法基础上进行了很大

的改进，还结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得出了多种不同的关联分析方法。 

本文对基本关联规则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两个重要衡量工具—支持

度和置信度的表达方式上的混淆之处，并从集合论和概率论两个角度给出了规范

化描述,为以后的研究分析奠定了基础。 

随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进行实证分析。大多数学者都是将灰色关联规则用于

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即与参考方案的相似程度，而本文将该方法用于分析调查问

卷，就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了问卷中各问题的关联度。 

然后在现有的模糊集关联规则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统计特征提出了具体

的隶属函数，再在灰色关联规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糊关联规则分析。 

后，将灰色关联规则和模糊关联规则结合在一起，将灰色关联系数作为权

数加入到模糊关联规则中，进行加权模糊关联规则分析，并以厦门市的产业结构

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进行了研究，并就分析结果对厦门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

几点建议。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总结现有关联规则的表达

方式的基础上，指出了其中的矛盾以及容易产生的混淆，并进行了规范化描述；

第二，结合原始数据的特征，提出具体的隶属函数形式；第三，将两种关联规则

结合起来，以灰关联度作为权数加入到模糊关联分析中。 

 

 

关键词：数据挖掘；关联规则；灰色理论；模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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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 mining is a new subject which ari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base. Association rul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earch tasks, and 

also one of the key technologies in data mining. Its purpose is to find 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ll items in business database. Association rul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decision system, expert system and aptitude information system in every aspect. Many 

experts have been making research on associaton rule, and have made big progress 

based on original methods. They also find out several new methods with respect to the 

knowledge of many other fields. 

This paper gives out an analysis of the definitions of association rule in the existing 

books and papers. Then it points out the cause of the difference, normalizes the 

description and makes out new descriptions from the angle of set and possibility, which 

lays a foundation on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rule. 

Then we use the grey association rule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This theory is 

often used to analyze the feasibility of a project, but in this paper it is used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estions in a questionnaire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After that, a membership fuction is given out by considering the feature of the 

original data, which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ult given by the grey association rule. 

In the end, we use the two rules together to analy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Xiamen City. The grey associ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as part of the weight in fuzzy 

association rule to find out fuzzy weighted association rule. Finally we gives out some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nyalysis result.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dissertation are that firstly, we points out the 

inconsistency and the possible confusion that it leads to based on the summerization of 

the existing expression of association rule, and normalize the description ; 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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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s out a membership function considering the feature of data; thirdly, we link the 

two methods together, the grey association coefficient is used to be part of the weight 

in fuzzy weithted association rule.  
 
 
Key words : data mining; association rule; grey theory; fuzzy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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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 1 -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数据挖掘综述 

一、什么是数据挖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化的向前推进，世界各地的交流已经趋于频繁

和便利，Internet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已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人们可以穿越时

空般地在网上交换信息和工作，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着伴随出现的大量

数据信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浩如烟海的数据转换成知识的技术是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数据挖掘（Data Mining）就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

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是通过仔细分析大量的数据，从中筛选出隐

含的、可信的、新颖的、有效的信息的高级处理过程。它是一门交叉性学科，融

合了人工智能、数据库技术、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统计学和数据可视化等多个

领域的知识和技术。 

二、数据挖掘的主要对象 

数据挖掘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商业数据、科学处理产

生的数据和卫星观测得到的数据。它们的数据结构也各不相同，可以是层次的、

网状的、关系的和面向对象的数据。 

关系数据库是表的集合，每个表都赋予一个唯一的名字。每个表包含一组属

性(列或字段)，并通常存放大量元组(记录或行)。关系中的每个元组代表一个被

唯一的关键字标识的对象，并被一组属性值描述。 

当数据挖掘用于关系数据库时，可以进一步搜索趋势或数据模式。数据挖掘

系统也可以检测偏差，如在商业营运中，与以前的年份相比，哪种商品的销售出

人预料。这种偏差可以进一步考察，例如包装是否有变化，或价格是否大幅度提

高。 

随着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各种高级数据库系统已经出现并在开发中，以适应

新的数据库应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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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数据库应用包括处理空间数据(如地图)、工程设计数据、超文本和多媒

体数据、时间相关的数据(如历史数据或股票交易数据)和Web。 

为响应这些需求，开发了高级数据库系统和面向特殊应用的数据库系统。这

些包括面向对象和对象-关系数据库系统、空间数据库系统、时间和时间序列数据

库系统、文本和多媒体数据库系统、异种和遗产数据库系统、基于Web的全球信息

系统。 

事务数据库由一个文件组成，其中每个记录代表一个事务。通常，一个事务包

含一个唯一的事务标识号，和一个组成事务的项的列表(如，在商店购买的商品)。

事务数据库可能有一些与之相关联的附加表，包含关于销售的其他信息，如事务

的日期、顾客的ID号、销售者的ID号、销售分店等等。 

三、数据挖掘的主要任务 

数据挖掘的产生来源于需求。随着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信息的获得和利

用在生产和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信息载体或者知识载体的数据，

其数量空前地巨大。日益成熟的数据库系统和数据库管理系统，以计算机网络技

术为代表的数据的传输和远程交互技术手段，使得人们生成、采集和传输数据的

能力都有了巨大增长，而数据挖掘的任务，则是在此基础上完成从原始数据到信

息和知识的转化。数据挖掘的任务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总结规则的挖掘，就是从客户指定的数据中挖掘出(从不同角度或在不同的

层次上)平均值/极小值/极大值、总和、百分比等。 

2. 关联规则挖掘，即从客户指令的数据库中挖掘出满足一定条件的依赖性关

系。 

3. 分类规则挖掘，也就是在已知训练信息的特征和分类结果的基础上，为每

一种类别找到一个合理的描述或模型，然后再用这些分类的描述或模型来对未知

的新数据进行分类。 

4. 群集规则挖掘是根据事物本身的特性，研究个体分类的方法，目的在于客

观地按被处理对象的特征分类，有相同特征的对象归为一类。与分类规则挖掘的

区别在于群集不需要事先定义好该如何分类，同时也不需要训练组的数据。 

5. 预测分析，这是在当分类工作偏向于插入漏掉的数据、预测数据分类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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