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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的固定资产是教学、科研、生活后勤及产业的物资保障。随着高校固定

资产规模的扩大，固定资产管理也处在不断的改进之中，管理模式由原来的手工

管理发展到现在的计算机辅助管理。近年来由于学校合并使得学校分区办校、校

区分散，同时学校的学科体系调整较大，固定资产的变动较大，再则随着政府投

资力度的加大以及科研经费的增多，使得学校固定资产尤其是仪器设备急剧增加，

j天I而在固定资产管理巾常常需露处理大帚的数据信．鼠。另外，随着学校宴聆室的

开放，教学、科研J：俸罾与对外交演的增加，裁j泉越多的校内外师牛与研究人员

希荦了解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的简萼情况，为教学科研J：作提供帮助，从而

对学校的’鼹备资产信息共享提}f{了R益迫切的要求。

高校的快速发展促使学校内部收集了大爷的数据，并臣迫切需要将这些数据

转搀成有用的信．鼠和资料，为资产的管理提供有效的僳障，本文筑数据挖掘技术

tl·次簧树学习算法运甩于资产的优佬管理分配闯疆进行了探过。

第一郭分概述了高校资产管理漯题研究的意义及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并

简耍评述了我国高校资产管珲的现状；第_挪分描述了数据掺掘技术：第二三部分

对圃定资产爷理系统进行需要分析，设计并寞琨了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第网郝分

对圈j量资产镑理的资产熬摆进行顶处理．描述了决筐树算渗硬在馥棱资产簿理的

应用。

关键词：数据挖掘；资产管理；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树算法



Abstract

The fixed assets of university are the material support of teaching,scientific

research,logistics and industrial life．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fixed assets,its

management is also in continuous improvement，and the management model is from the

manual tO the computer-aided management，In recent years,the school merger makes

the campus scattered and disciplinary system adjust more．Meanwhile,the government

increases the investment and the research funding SO that school equipment has

increased sharply,and a great deal of data needs analyzing．In addition,with the

opening of school laboratories and the increasing of the exchange in teaching,research

and谢th foreign countries,more and more teachers,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hope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quipment tO provide help for research

and urgent demands for sharing informat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ies promotes the collection of a great deal of

data and urgently need to convert these data into useful information SO as to secure for

asset managemen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ata mining technology used in the decision

tree in learning algorithm for optimM management of distribution assets．

The first part outlines the significance of asset management at universitie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and briefly reviews the status of asset

management in Chinese universities．The second part describes the data mining．The

third part makes analysis 011 the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designs and

implements the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system．The fourth part makes a

preprocessing tO the fixed asset data management，and describes the decision tree

algorithm and asset management in the application ofour sch001．

Keywords：data mining；asset management；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decision

tree algorithm



朱锡亮：数据挖掘在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83

扬州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研

究成果。除文中已经标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或集体己经发表

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

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本人授权扬州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

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通过网络向

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朱锡亮：数据挖掘在高校固定资产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第1章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教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

的焦点，高校绩效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作用日益显著。随着国家公共

财政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经济体条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经过大量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基本确立，传统的资产管理已经不能

适应实际需要，在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体制不顺、配置不公、产权不清、监管不严、

隐性流失的问题。研究高校资产管理问题，建立健全资产管理体制，创新资产管

理模式，探索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成为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

1．1研究背景

目前，各普通高职校都经历着教育部的校区合并重组工作，在固定资产的管

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实际问题． 由于我国高校大部分是公办性质，属于事业单位

管理体制，高校的固定资产主要通过国家财政投资建设而成。长期以来高校无偿

地使用固定资产，不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也不需要进行成本核算．导致了部分高

校、职业院校负责人对财务管理特别是固定资产管理和教育成本核算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其次，不少高校领导忙于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忽视了高校固定

资产管理工作，导致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手段落后、管理工作缺

乏科学性．从而造成高校普遍存在着重钱轻物、重购建轻管理、公物私用、重复

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使固定资产难以发挥其在高校教学科研中应有的作用，

影响了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国有资产流失不仅是国有企业存在的个重大

问题，在高校中也有类似现象．特别是随着近几年高校扩招，办学规模的不断扩

大，使得这一闯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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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固定资产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管理制度不完善和执行监督不力，高校固

定资产流失状况令人担忧。某些部门对转为经营性资产的固定资产不按有关规定

进行评估检查，对出租、出借、转让的固定资产不按规定办理资产出租、出借、

转人手续，甚至也不收取使用费用，使得固定资产被经营单位无偿占有和使用，

高校资产投入得不到合理的补偿，资产的安全性、完整性也得不到保证，更谈不

上资产的保值增值，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目前，大部分高校对固定资产管理实

行的是以账物分管为原则的分类归口管理模式。如后勤管理部门管理房屋、建筑

物；图书馆管理图书杂志；设备处管理设备器：财务处负责固定资产价值核算。

而各职能部门又分别归不同学校领导分管，学校的固定资产管理缺乏～个统一领

导、统一管理、权力集中的综合监督协调部门，造成固定资产实物流动与财务核

算相脱节，职能管理部门与各教学、科研等占有使用部门相分离的状态。这种条

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晟终导致高校固定资产普遍存在账实不符、家底不清、资源

浪费、资产流失等问题。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仍用收付实现制会计核算方法，

在固定资产核算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造成高校财务报表中普遍存在着

虚增资产、成本核算不真、资产更新资金不足等问题。根据高等学校会计制度规

定，固定资产只核算原值，不计提折1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除了清理报废外，

入账后数据一直不变。由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只反映历史成本，使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与实际价值相背离。并使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余额不能反映其客观情况，

从而导致虚增净资产。这种会计核算方法既违背了会计核算的配比原则．也违背

了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则。

二十世纪，数据库技术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并且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这表

明，我们已具备将这些“数据洪流"转换为“整齐有序捧但却“堆积如山打数据

集合的能力。但是，面对“堆积如山露的数据集合，数据库所能做到的只是对数

据库中己有的数据进行存取和简单的操作，通过这些数据所获得的信息量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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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数据库中信息量的很少一部分，隐藏在这些数据之后的关于这些数据的更重

要的整体特征的描述及对其发展趋势预测的信息却无法得到，而这些信息在决定

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需要对大量数据分析之后才能做出正确决策

的领域中，这己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快速的数据产生与搜索技术和拙劣的

数据分析方法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需要新的技术来“智能地"和“自动地’’

分析这些原始数据，面对这一挑战，数据挖掘技术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的生

命力。数据挖掘技术可以高度自动地和智能地分析原有的数据，从大量的数据中

发现隐藏于其后的规律或数据问的关系，从中挖掘出潜在的模式获取有意义的信

息，归纳出有用的结构，帮助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策，它通常采用机器自动识别

的方式，不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是目前国际上在数据库、数据仓库和信息决策

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也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应用的一大研究热点。如今，

越来越多的研究投向了数据挖掘。在现有技术中，数据挖掘主要应用于科学研究、

市场营销、金融投资、真假甄别、产品制造、通信网络管理以及Intemet应用等方

面。从以上应用来看，数据挖掘的研究主要是面向商业应用尤其是电子商务的，

很少应用于非商业机构，尤其是与校园信息网的结合⋯还不够广泛。本课题将数据

挖掘技术应用到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

1．2主要研究现状

由于历史原因，学校的数据库不少是分布、异构的。大量信息必须通过数据

库系统才能有效管理。那么，如何建立合理高效的数据库，成为我校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而数据仓库【1捌和数据挖掘技术13川正好为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解决方

法【”l，我们可以用资产数据系统中的各种类型数据集中建立起资产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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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S)，主管部门的人员可以通过联机分析(OLAP)oo-131中灵活多变的多维分

析查询，从不同角度分析整个校区的资产情况，预测未来的资产出入情况；监察

人员通过报表(Reporting)工具获得其需要的报表。资产管理各个部门通过数据

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以真正实现数据的共享，实现全面有效的分析和预测。

1。3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以学校固定资产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已有数据挖掘

算法进行适应性研究开发，并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举实的基础，我们将在以下

几方面开展具体工作：

(1)对学校现有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相关数据进行集成，并进行必要的预处理，

形成用于挖掘的数据仓库系统。

(2)剖析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可能挖掘的知识【141。

(3)重点探讨决策树ID3115-20!算法，以及对资产分类、资产采购、资产折旧、

资产报损等各项特征等给出分析结果，对资产管理部门与学校主管部门给予辅助

性决策。

1．4论文组织结构

论文以下章节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章，引言。首先介绍了本文的课题背景，阐述了本课题的研究目的以及

意义，然后简单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的组织结构。

第二章，基本理论。本章主要介绍数据仓库以及数据挖掘技术技术，包含数

据仓库概念，数据仓库的组成，数据挖掘的方法与步骤等。

第三章，对固定资产管理系统进行需要分析以及总体框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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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构建具体功能，分析其功能与操

作流程。

第五章，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数据预处理分析，合理构建数据仓库。

第六章，探讨决策树ID3算法在固定资产管理中的应用。

第七章，总结与未来的工作。介绍本文讨论的主要成果，以及未来的研究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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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相关理论技术

本章主要讨论数据仓库的理论知识，包括数据仓库的定义121捌、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e)与数据库(Database)的区别、数据仓库的组成、数据仓库的设计方

法，数据仓库的建立步骤等相关理论。

2．1数据仓库

2．1．1数据仓库的定义

自从数据仓库口11概念出现以来，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数据仓库下了不同

的定义。hformix公司的定义：数据仓库将分布在企业网络中不同信息岛上的业务

数据集成到一起，存储在一个单一的集成关系型数据库122倒中，利用这种集成信

息，可方便用户对信息的访问，更可使决策人员对一段时间内的历史数据进行分

析，研究事务发展走势。

SAS软件研究所的定义：数据仓库是一种管理技术，旨在通过通畅、合理、全

面的信息管理，达到有效的决策支持。

斯坦福大学数据仓库研究小组的定义：数据仓库是集成信息的存储中心，这

些信息可用于查询或分析。数据仓库公司RedBrickSystem的定义是：数据仓库是特

别为信息检索而设计的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

我国著名数据库专家王珊将其定义为：数据仓库是一个用以更好地支持企业

或组织的决策分析处理的、面向主题的、集成的、不可更新的、随时间不断变化

的数据集合。

目前，大家公认的数据仓库之父W．H．1nmon在1992年所著(Building the

DataWarehouse}书中对数据仓库的定义最具权威性，他认为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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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Subject oriented)、集成的(Integrated)、非易失的(Nonvolati Je)H随时间变化

(Time--variant)的数据集合，用来支持管理人员的决策分析。对于数据仓库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予以理解，首先，数据仓库用于支持决策，面向分析型数据

处理。它不同于企业现有的操作型数据库；其次，数据仓库是对多个异构的数据

源有效集成，集成后按照主题进行了重组，并包含历史数据，而且存放在数据仓

库中的数据一般不再修改。

随着入们对数据系统研究、管理、维护等方面的深刻识认和不断完善，在总

结、丰富、集中多行企业信息的经验之后，为数据仓库给出了更为精确的定义，

即“数据仓库是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中面向主题的、集成的、与时间相关的、不可

修改的数据集合”。数据仓库并没有严格的数据理论基础，也没有成熟的基本模式，

且更偏向于工程，具有强烈的工程性。通常按其关键技术分为数据的抽取、存储

与管理以及数据的表现等三个基本方面。

数据仓库的重点与要求是能够准确、安全、可靠地从数据库中取出数据，经

过加工转换成有规律信息之后，再供管理人员进行分析使用。数据仓库主要是应

用于决策支持系统，其主要目的是“提取"信息并加以扩展，用来进行处理基于

数据仓库的决策支持系统(oss)的应用。

2．1．2数据仓库的特征

从w．H．Inmon对数据仓库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数据仓库具有这样一些重要

的特征：面向主题性、集成性、时变性、非易失性、集合性。

1．面向主题性

面向主题性是数据仓库中数据组织的基本原则，数据仓库中的所有围绕着某

一主题组织、展开的。主题是与传统数据库的面向应用相对应的，是一个抽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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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在较高层次上将企业信息系统中的数据综合归类并进行分析利用的抽象。

在逻辑意义上，它是对应企业中某一宏观分析领域所涉及的分析对象。从信息管

理角度看，主题就是在一个较高的管理层次上对信息系统中的数据按照某一具体

的管理对象进行综合、归类所形成的分析对象。

2．集成性

数据仓库的集成性是指根据决策分析的要求，将分散于各处的源数据进行抽

取、筛选、清理、综合等集成工作，使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具有集成性。数据仓库

所需要的数据通常来源于不同的数据源(如关系数据库、一般文件和联机事务处理

记录)，这些数据只为业务的日常处理服务，而不是为决策分析服务。所以，首先

要从源数据库中挑选出数据仓库所需要的数据，将这些数据按照标准进行统一，

确保命名约定。编码结构。属性度量的一致性，然后在将原始数据结构做一个从

面向应用向面向主题的转变。

3．非易失性

在数据仓库中，数据是从事务操作型数据中抽取出来，反映～段相当长时间

内的历史数据，是不同时间点的数据库快照的集合，以及基于快照的统计、综合

和重组。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主要提供企业决策分析之用，所涉及的数据操作主要

是数据查询，一旦数据迸入数据仓库．只要数据没有超过数据仓库的数据存储期

限，一般不对数据进行更新操作，只进行查询。

4．时变性

数据仓库中的数据不可更新是针对应用来说的，也即数据仓库的用户在进行

分析处理时是不进行数据更新操作的。但是，数据仓库的数据是随时间的变化而

不断变似’这一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数据仓库随时问变化不断增加新的数据内容。

(2)数据仓库随时问变化不断删除旧的数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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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仓库中包含大量的综合数据，这些综合数据中很多是与时间有关，

并要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地进行重新综合。

5．集合性

数据仓库的集合性意味着数据仓库必须以某种数据集合的形式存储起来。目

前数据仓库所采用的数据集合方式是以多维数据库方式进行存储的多维模式，以

关系数据库方式进行存储的关系模式或是以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存储的混合模

—扛
氏。

概言之，数据仓库是一种语义上一致的数据集合，它是决策支持数据模型的

物理实现，并存放企业战略决策所需信息。它也常常被看作决策支持系统的一种

体系结构，通过将异种数据源中的数据集成在一起，支持结构化的和专门的查询

与分析，支持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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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数据仓库的体系结构

数据仓库系统体系结构127-31如图2．1所示。

外部数据 i

@|
业务数据

日日日÷

陌司
I应用l
lL．．．．．．．．．．．．．．．．一

甸音圜
： 数据集市 ： ：

数据源 ◆；卜数据存储于管理叫；．-ou心服务器一+前端工具
图2．1数据仓库系统的体系结构

1．中心数据仓库

是整个数据仓库系统的核心，是数据存放的地方。其突出的特点是对海量数

据的支持和快速的检索技术。

2。数据抽取工具

把数据从各种各样的数据源，进行必要的转化、整理，再存放到数据仓库内。

对各种不同数据存储方式的访问能力是数据抽取工具[30l的关键，应能生成COBOL

程序、MVS作业控制语言(ICL)、UNIX脚本和SQL语句等，以访问不同的数据。

3．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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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p11是描述数据仓库内数据的结构和建立方法的数据。可将其按用途的

不同分为两类，技术元数据和商业元数据。

技术元数据是数据仓库的设计和管理人员用于开发和日常管理数据仓库是用

的数据。包括：数据源信息；数据转换的描述：数据仓库内对象和数据结构的定

义；数据清理和数据更新时用的规则；源数据到目的数据的映射；用户访问权限，

数据备份历史记录，数据导入历史记录，信息发布历史记录等。

商业元数据从商业业务的角度描述了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包括：业务主题的

描述，包含的数据、查询、报表。

元数据为访问数据仓库提供了一个信息目录(information directory)，这个目

录全面描述了数据仓库中都有什么数据、这些数据怎么得到的、和怎么访问这些

数据。是数据仓库运行和维护的中心，数据仓库服务器利用他来存贮和更新数据，

用户通过他来了解和访问数据。

4．数据仓库分析工具

数据仓库分析工具132-341是为用户分析数据仓库中数据提供手段。主要有数据

查询和报表工具、应用开发工具、管理信息系统(EIS)工具、在线分析(OLAP)

工具、数据挖掘工具等。

5．数据集市(DataMarts)

为了特定的应用目的或应用范围，而从数据仓库中独立出来的一部分数据，

也可称为部门数据或主题数据(subject area)1351。在数据仓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可

以从一个部门的数据集市着手，以后再用几个数据集市组成一个完整的数据仓库。

需要注意的就是再实施不同的数据集市时，同一含义的字段定义一定要相容，这

样再以后实施数据仓库时才不会造成大麻烦。

6．数据仓库管理

数据仓库管理主要包括安全和特权管理，跟踪数据的更新，数据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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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更新元数据，审计和报告数据仓库的使用和状态，删除数据，复制、分割

和分发数据，备份和恢复，存储管理等功能。

7．信息发布系统

把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或其他相关的数据发送给不同的地点或用户。

2．1．4数据仓库的建立步骤

数据仓库的设计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概念模型设计

A．界定系统边界

虽然无法在数据仓库设计的初期就得到详细而明确的需求，但有些方向性的

需求需要解决，比如要做的决策类型有哪些，决策者感兴趣的是什么问题，这些

问题需要什么样的信息，要得到这些信息需要包含哪些数据源

B．确定主要的主题域及其内容

要确定系统所包含的主题，即数据仓库的分析对象，然后对每个主题的内容

进行较明确的描述，包括：确定主题及其属性信息，确定主题的公共码键，主题

间联系及其属性等等。

C．OLAP设计

根据用户的分析处理要求，设计系统所采用的OLAP数据模型，如：星型模

型、雪花模型、数据立方体1361等。

2．逻辑模型设计

本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对每个当前要装载的主题的逻辑实现进行定义，并将相

关内容记录在数据仓库的元数据中。

由于目前的数据仓库系统的实现～般采用关系数据库[371系统，所以数据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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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设计就是将在概念设计阶段得到的E—R图转换成关系模式。

3．物理模型设计

该阶段的任务是确定数据仓库中数据的存储结构，确定索引策略，确定数据

存放位置，确定存储分配。

4．数据仓库生成

根据数据仓库元数据中的定义信息，利用相关的数据抽取工具收取生成数据

仓库中的数据，并将其加载到数据仓库中去；统计生成OLAP数据。在这个阶段，

可能也需要设计和编制一些数据抽取程序。

这一步的工作成果是：数据已经装载到数据仓库中，可以在其上建立数据仓

库的应用，如OLAP分析处理、数据挖掘、DSS应用等。

5．数据仓库运行与维护

这个阶段的任务是建立数据仓库的应用，并在应用过程中理解需求，改善和

完善系统，维护数据仓库中的数据。

由于数据仓库主题的不稳定性，因此数据仓库系统的建立与使用有一个稳定

的过程，在应用过程中根据用户的反馈信息来修改与完善数据仓库的需求。

在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随着数据源中数据的不断变化，需要通过数据刷新操

作来维护数据仓库中数据的一致性，即重新生成数据仓库中的数据。

2．2数据挖掘技术

2．2．1数据挖掘的定义

数挖掘(DataMining)[3羽，也叫数据开采，数据采掘等，就是从大量的、不完

全的、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实际应用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

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现存的信息系统的数据量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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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而其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很少，因此从大量的数据中经过深层分析，获

得有利于业务运作、提高竞争力的信息。这种新式的信息处理技术，可以按既定

业务目标，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探索和分析，揭示隐藏的、未知的或验证己知的规

律性，并进一步将其模型化。

在较浅的层次上，它利用现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查询、检索及报表功能，与

多维分析、统计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联机分析处理(OLAP)，从而得出可供决策

参考的统计分析数据。在深层次上，则从数据库中发现前所未有的、隐含的知识。

OLAP的出现早于数据挖掘，它们都是从数据库中抽取有用信息的方法，就决策支

持的需要而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数据挖掘基于的数据库类型主要有：关系型数据库、面向对象数据库、事务

数据库、演绎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主动数据库、空间数据库、异质数据库、

文本型、Internet信息库以及薪兴的数据仓库(DataWarehause)等。而挖掘后获得的

知识包括关联规则、特征规则、区分规则、分类规则、总结规则、偏差规则、聚

类规则、模式分析及趋势分析等。

数据挖掘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把人们对数据的应用从低层次的简单查询，提

升到从数据中挖掘知识，提供决策支持。随着D1m①研究逐步走向深入，数据挖

掘和知识发现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三根强大的技术支柱：数据库、人工智能和数理

统计。

2．2．2数据挖掘与传统分析方法的区别

数据挖掘与传统的数据分析(如查询、报表、联机应用分析OLAP)的本质区别

是数据挖掘是在没有明确假设的前提下去挖掘信息、发现知识。数据挖掘所得到

的信息应具有先前未知，有效和可实用三个特征。先前未知的信息是指该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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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未曾预料到的，即数据挖掘是要发现那些不能靠直觉发现的信息或知识，甚

至是违背直觉的信息或知识，挖掘出的信息越是出乎意料，就可能越有价值。最

典型的案例就是通过数据挖掘发现了小孩尿布和啤酒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

数据挖掘和OLAP是完全不同的工具，所基于的技术也大相径庭。OLAP是决

策支持领域的一部分。传统的查询和报表工具是告诉你数据库中都有什么

(Whathappencxl)，OLAP则更迸一步告诉你下一步会怎么样(Whatnext)、和如果我采

取这样的措施又会怎么样fWhatif)。用户首先建立一个假设，然后用OLAP检索数

据库来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数据挖掘与OLAP不同的地方是，数据挖掘不是用

于验证某个假定的模式(模型)的正确性，而是在数据库中自己寻找模型。它在本质

上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数据挖掘和OLAP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在利用数据挖掘出来的结论采取行动之

前，你也许要验证一下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么

OLAP工具能回答你的这些问题。而且在知识发现的早期阶段，OLAP工具还有其

他一些用途。可以帮你探索数据，找到哪些是对一个问题比较重要的变量，发现

异常数据和互相影响的变量。这都能帮你更好的理解你的数据，加快知识发现的

过程。

2．2．3数据挖掘的特点

数据挖掘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1．处理的数据规模十分庞大，达到GB、TB数量级，甚至更大。

2．查询一般是决策制定者(用户)提出的即时随机查询，往往不能形成精确的

查询要求，需要靠系统本身寻找其可能感兴趣的东西。

3．在一些应用中，由于数据变化迅速，因此要求数据挖掘能快速做出相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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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随时提供决策支持。

4．数据挖掘中，规则的发现基于统计规律。因此，所发现的规则不必适用于

所有数据，丽是当达到某一临界值时，即认为有效。因此，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可

能会发现大量的规则。

5．数据挖掘所发现的规则是动态的，它只反映了当前状态的数据库具有的规

则，随着不断地向数据库中加入新数据，需要随时对其进行更新。

2．2．4描述型数据挖掘

1．统计和可视化

要想建立一个好的预言模型，必须了解自己的数据。最基本的方法是计算各

种统计

变量(平均值、方差等)和察看数据的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数据透视表察看多维

数据。数据的种类可分为连续的，有一个用数字表示的值(比如销售量)或离散的，

分成一个个的类别(如红、绿、蓝)。离散数据可以进一步分为可排序的，数据问可

以比较大小(如，高、中、低)和标称的，不可排序(如邮政编码)：图形和可视化工

具在数据准备阶段尤其重要，它能让使用者快速直观的分析数据，而不是只给出

枯燥乏味的文本和数字。它不仅使用者看到整个森林，还允许使用者拉近每一棵

树来察看细节。在图形模式下我们很容易找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模式、关系、异

常等，直接看数字则很难。

可视化工具的问题是模型可能有很多维或变量，但是我们只能在2维的屏幕或

纸上展示它。比如，我们可能要看的是信用风险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参加

工作时间的一关系。因此，可视化工具必须用比较巧妙的方法在两维空间内展示Ⅱ

维空间的数据。虽然目前有了一些这样的工具，但它们都要用户“训练"过他们

的眼睛后才能理解图中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对于眼睛有色盲或空间感不强的人，在使用这些工具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2．聚类

聚类(Ciustcring)‘3¨11是一个将数据集划分为若干组(claSs)或类(Clust砷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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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使得同一个组内的数据对象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而不同组中的数据对象是

不相的。相似或不相似的描述是基于数据描述属性的取值来确定的。通常就是利

用(各对象问)距离来进行表示的。许多领域，包括数据挖掘、统计学和机器学习都

有聚类研究和应用。

目前在文献中存在大量的聚类算法。算法的选择取决于数据的类型，聚类的

目的和应用。如果聚类分析被用作描述或探查的工具，可以对同样的数据尝试多

种算法，以发现数据可能揭示的结果。

大体上，主要的聚类算法可以划分为如下几类：

划分方法(Partitioning Methods)：给定一个11个对象或元组的数据库，一个划分

方法构建数据的k个划分，每个划分表示一个聚类，并且k<--n。也就是说，它将数

据划分为k个组，同时满足如下的要求；(1)每个组至少包含一个对象；(2)每个对象

必须属于且只属于一个组。注意在某些模糊划分技术中第二个要求可以放宽。在

参考文献中列出了对于该类技术的参照。

层次的方法(Hierarchical Methods)：层次的方法对给定数据集合进行层次的分

解。根据层次的分解如何形成，层次的方法可以被分为凝聚的或分裂的方法。凝

聚的方法，也称为自底向上的方法，一开始将每个对象作为单独的一个组，然后

继续地合并相近的对象或组，直到所有的组合并为一个(层次的最上层)，或者达到

一个终止条件。分裂的方法，也称为自项向下的方法，一开始将所有的对象置于

一个簇中。在迭代的每一步中，一个簇被分裂为更小的簇，直到最终每个对象在

单独的一个簇中，或者达到一个终止条件。

基于密度的方法：绝大多数划分方法基于对象之问的距离进行聚类。这样的

方法只能发现球状的簇，而在发现任意形状的簇上遇到了困难。随之提出了基于

密度的另一类聚类方法，其主要思想是：只要临近区域的密度(对象或数据点的数

目)超过某个阂值，就继续聚类。也就是说，对给定类中的每个数据点，在一个给

定范围的区域中必须包含至少某个数目的点。这样的方法可以用来过滤“噪音’’

数据，发现任意形状的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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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格的方法(Cmd—based Methods)；基于网格的方法把对象空间量化为有限

数目的单元．形成了一个网格结构。所有的聚类操作都在这个网格结构(即量化的

空间．)上进行。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的处理速度很快，其处理时间独立于数据

对象的数目，只与量化空间中每一维的单元数目有关。STING是基于网格方法的

一个典型例子。CLIQUE和、ⅣaveCluster这两种算法既是基于网格的，又是基于密度

的。

基于模型的方法(Model．based Methods)：基于模型的方法为每个簇假定了～个

模型，寻找数据对给定模型的最佳匹配。一个基于模型的算法可能通过构建反映

数据点空间分布的密度函数来定位聚类。它也基于标准的统计数字自动决定聚类

的数目，考虑“噪音一数据和孤立点．从而产生健壮的聚类方法。

3．关联分析

关联规则凇451挖掘就是从大量的数据中挖掘出有价值描述数据项之间相互联

系的有关知识。随着收集和存储在数据库中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大，人们对从这些

数据中挖掘相应的关联知识越来越有兴趣。例如：从大量的商业交易记录中发现

有价值的关联知识就可帮助进行商品目录的设计、交叉营销或帮助进行其它有关

的商业决策。关联分析是寻找数据库中值的相关性。两种常用的技术是关联规则

和序列模式。

关联规则是寻找在同一个事件中出现的不同项的相关性，比如在一次购买活

动中所买不同商品的相关性。序列模式与此类似，它找的是事件之间时间上的相

关性，如对分析某一知识点掌握成绩与学生测试成绩的关联关系。

关联规则可记为A冷B，A称为前提和左部(LSS)，B称为后续或右部(gI-IS)。

如关联规则“上课讲话的入同一天肯定会打瞌睡"，左部是“上课讲话”，右部

是“打瞌睡一。有些软件产品用图形的方式显示项之间的相关性。

2．2．5序列模式挖掘

序列模式挖掘(Sequence Pattern Mining)是指挖掘频繁出现的有序事件或子

序列。 一个序列模式的例子比如是。9个月以前购买奔腾PC的客户很可能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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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订购新的CPU芯片一。由于很多商业交易、电传记录、天气数据和生产过程

都是时间序列数据，在针对目标市场、客户吸引、气象预报等的数据分析中，序

列模式挖掘是很有用途的。

1．序列模式挖掘的情形和参数

许多有关序列模式挖掘的研究主要针对符号模式(Symbolic Pattern)，因为数字

曲线模式通常属于统计时序分析中的趋势分析和预测范畴。

对序列模式挖掘，存在一些参数，其取值如何，将严重影响挖掘结果。

第一个参数是时间序列的持续时I司(Duration)T。持续时间可以是数据库中的整

个序列，或由用户选择的一个子序列，如对应于1999年的子序列。序列模式挖掘

因此是限制在特定的持续时间内的挖掘。持续时间还可定义为一组分割的序列，

如每年，或股票暴跌后的每周，或火山喷发前后的每两周等。在这些情形中，可

以发现周期模式(Periodic Pattern)。

第二个参数是事件重叠窗口(Event Folding Window)w。在指定时间周期内出现

的一组事件，可以视为某一分析中一起出现的事件。若W设为与持续时间T相同的

值，则找出的是与时间无关的模式——即是一些基本的相关模式，如“在1999，

购买PC的顾客也购买数字相机力(这里不反映先购买哪一个)。若w取值为0(即没有

事件序列折叠)，则找出的序列模式中的每个事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值，如“购买

了PC的顾客，可能接着买内存芯片，再买CI)--ROM打。若w设为之间的值(如同

一月内发生的交易，或24／J,．时滑动窗口内)，则考虑同一周期内出现的交易，分析

中序列被折叠。第三个参数是被发现的模式中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Intcrval)int。

2．序列模式挖掘的方法

关联规则挖掘中采用的Apriori特性可以用于序列模式的挖掘，囡为着长度为

k的序列模式是非频繁的，其超集(长度为k+1)不可能是频繁的。因此，序列模式挖

掘的大部分方法都采用了类Apriorl算法的变种，虽然所考虑的参数设置和约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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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不同。另一种挖掘此类模式的方法是基于数据库投影的序列模式生长

(Databascprojoct--based Sequential Pattern Growth)技术，类似用于无候选生成的频

繁模式挖掘(Frcquent Pattern)的，频繁模式增长正P_咭rowth)法。

2．2．6数据挖掘算法与选择

针对每一种特定的应用，建立起了相关的数据挖掘的模型后，会有多种算法

可供选择。大多数数据挖掘使用的算法都是在计算机科学或统计数学杂志上技表

过的成熟算法，所不同的只是算法的实现和对性能的优化。

几乎所有的数据挖掘技术都可称为是数据驱动的，丽不是用户驱动的．也就

是说用户在使用这些算法时，只要给出数据，不用告诉算法程序怎么做和期待得

到什么结果，一切都是算法自身从给定的数据中自己找出来。应注意的是大部分

算法都不是专为解决某个问题而特制的，算法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不能说一个

问题一定要采用某种算法，别的就不行。一般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最好的算法，

在最终决定选取那种模型或算法之前，可能各种模型都试一下。然后再选取一个

较好的。

2．2．7数据挖掘的步骤

对数据挖掘过程模型的研究很多，根据这些过程模型，设计和实现了许多相

应的数据挖掘原型系统和商业系统。大致可以将数据挖掘模型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Fayyad总结出的过程模型，如图2．4。另一种是遵循CRISP．DM标准的过程

模型，如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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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Fayyad的过程模型

图2．5 CRISP-OM的过程模型

数据挖掘的过程理论上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1．确定挖掘目标：清晰地定义出业务问题，认清数据挖掘的目的是数据挖掘

的重要一步。

2．数据准备：包括数据的选择和数据的预处理。在确定数据挖掘的业务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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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需要搜索所有与业务对象有关的内部和外部数据，从中选择出适合数据挖掘

应用的数据。选定数据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对数据清洗，解决数据中

的缺值、冗余、数据值不一致、数据定义不一致过时的数据等问题。

3．数据挖掘：这个阶段就是应用合适的数据挖掘技术对对经过转换清理的数

据进行挖掘和知识发现的过程。

4．结果分析：结果分析就是由分析人员或通过算法根据发现知识的领域重要

性、可信度和支持度等阀值来对发现结果进行评价，并以用户能理解和观察的方

式将发现的知识呈现给用户。

5．知识的应用：将分析所得到的知识集成到业务信息系统的组织结构中去。

数据挖掘的过程如图2．6所示。

知识

图2．6数据挖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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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数据挖掘的方法

1．神经网络方法

神经网络由于本身良好的鲁棒性、自组织自适应性、并行处理、分布存

储和高度容错等特性非常适合解决数据挖掘的问题，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典型的神经网络模型主要分3大类：以感知机、bp反向传播模

型、函数型网络为代表的，用于分类、预测和模式识别的前馈式神经网络模

型；以hopfield的离散模型和连续模型为代表的，分别用于联想记忆和优化

计算的反馈式神经网络模型；以矾模型、koholon模型为代表的，用于聚类

的自组织映射方法。神经网络方法的缺点是”黑箱”性，人们难以理解网络的

学习和决策过程。

2．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生物自然选择与遗传机理的随机搜索算法，是一种

仿生全局优化方法。遗传算法具有的隐含并行性、易于和其它模型结合等性

质使得它在数据挖掘中被加以应用。

sunil已成功地开发了一个基于遗传算法的数据挖掘工具，利用该工具对

两个飞机失事的真实数据库进行了数据挖掘实验，结果表明遗传算法是进行

数据挖掘的有效方法之一【4】。遗传算法的应用还体现在与神经网络、粗集等

技术的结合上。如利用遗传算法优化神经网络结构，在不增加错误率的前提

下，删除多余的连接和隐层单元；用遗传算法和bp算法结合训练神经网络，

然后从网络提取规则等。但遗传算法的算法较复杂，收敛于局部极小的较早

收敛问题尚未解决。

3．决策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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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树是一种常用于预测模型的算法，它通过将大量数据有目的分类，

从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潜在的信息。它的主要优点是描述简单，分类速度

快，特别适合大规模的数据处理。最有影响和最早的决策树方法是由quinlan

提出的著名的基于信息熵的id3算法。它的主要阂题是：id3是非递增学习算

法；id3决策树是单变量决策树，复杂概念的表达困难；同性问的相互关系强

调不够；抗噪性差。针对上述问题，出现了许多较好的改进算法，如sehlimmer

和fisher设计了id4递增式学习算法：钟鸣，陈文伟等提出了ible算法等。

4．粗集方法

粗集理论是一种研究不精确、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粗集方法有几个

优点：不需要给出额外信息；简化输入信息的表达空间；算法简单，易于操

作。粗集处理的对象是类似二维关系表的信息表。目前成熟的关系数据库管

理系统和新发展起来的数据仓库管理系统，为粗集的数据挖掘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但粗集的数学基础是集合论，难以直接处理连续的属性。而现实信息

表中连续属性是普遍存在的。因此连续属性的离散化是制约粗集理论实用化

的难点。现在国际上已经研制出来了一些基于粗集的工具应用软件，如加拿

大regina大学开发的kdd-r,美国kansas大学开发的lets等。

5．覆盖正例排斥反例方法

它是利用覆盖所有正例、排斥所有反例的思想来寻找规则。首先在正例

集合中任选一个种子，到反例集合中逐个比较。与字段取值构成的选择子相

容则舍去，相反则保留。按此思想循环所有正例种子，将得到正例的规则(选

择子的合取式)。比较典型的算法有michalski的aqll方法、洪家荣改进的aql5

方法以及他的ae5方法。

6．统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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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库字段项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函数关系(能用函数公式表示的确定

性关系)和相关关系(不能用函数公式表示，但仍是相关确定性关系)，对它们

的分析可采用统计学方法，即利用统计学原理对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分析。

可进行常用统计(求大量数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总和、平均值等)、回归分

析(用回归方程来表示变量间的数量关系)、相关分析(用相关系数来度量变量

间的相关程度)、差异分析(从样本统计量的值得出差异来确定总体参数之间是

否存在差异)等。

7．模糊集方法

即利用模糊集合理论对实际问题进行模糊评判、模糊决策、模糊模式识

别和模糊聚类分析。系统的复杂性越高，模糊性越强，一般模糊集合理论是

用隶属度来刻画模糊事物的亦此亦彼性的。李德毅等人在传统模糊理论和概

率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了定性定量不确定性转换模型～云模型，并形成了云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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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与总体框架

3．1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需求分析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是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2003年由原无锡旅

游职中和商业职中合并，后又合并原无锡房管中专与建工中专，学生办学规模不

断扩大，招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教学、科研设备的投入大幅度提高。学校建立

了完善的校园网络，连接了办公区、教学区、实训楼、食堂、宿舍等区域，网络

遍布校园各个角落，同时成立了信息系、经贸系、旅游系、房管系四大系部，学

生人数近5000人，实验室设备由原来的l千万增加到近3千万。为满足教学、科

研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迫切需要一个建立在校园网环境下的、功能齐全的固

定资产管理系统。

系统运行在校园网环境中，用户可以通过校园内网的任意一台Pc登陆系统：

能够实现远程计划申报、远程查询(部分数据)；增加仓库管理功能，入、出库管理、

库存设备查询、零库存历史记录查询等；提供对内资料文档的下载服务；对外采

购信息及报废设备处理信息的发布：要求对数据的安全有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

同的使用者，设置不同的操作权限，如仓库管理人员对库存管理系统只具有录入、

修改等权限，其他授权用户只有浏览权；整个界面友好，操作简单方便，易学易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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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需要如下图3．1。

大～．
系统管理员

图3—1设备管理需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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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管理的主要流程如下；

本系统分为资料维护、查询审计、申报审批、账务统计和系统管理五大模块

1．资料维护：对系统的基础数据进行维护

2．查询审计：对系统的所有人员信息进行查询；按申请生成裙应的报表。增

加审计功能预防重复申请。

3．申报审批：包含所有设备的申请的申报、复核、审批、签收流程。

4．账务统计：统计收入、支出，资金账务类报表。

5．系统管理：管理所有系统使用人信息，并对其进行系统使用权限设定。

3．2系统的总体框架设计

系统框架设计采用C／S结构，即客户机与服务器模式。整个系统的用户覆盖全

校任何处室部门。在这种模式下，用户只要身处校园网络的覆盖范围，都可以通

过浏览器来进行设备的管理。简化了系统对客户端的硬件要求，同时也简化了系

统维护和升级的成本和工作量。

系统整体框架如下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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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系统运行环境

图3．2系统整体框架图

高校资产管理系统部署在LINUX(操作系统)+ORACEL(数据库)应用平台上。

LINUX操作系统具有高稳定性和安全性的特点，并拥有十分强大的网络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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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用来做服务器。数据库采用ORACLE数据库，它适合企业级数据管理。

3．4主要设计流程

填写设备采购申请表 l
上

’ r

验收

单位组织人员验收
提交申请

信息中心或总务处 上

上 建账

设备管理人员输入设

审批 备信息

根据价值大小报主管校
上长或者总务处审批

土
审核

审核购置单、验收单、

／／、＼ 发票

小 R!> 大 土
使用

1 r 设备维修，内部借用，

设备购置 设备购置 调拨

总务处进行设备采购 政府采购
土

| 报废

设备超出保修，一定

周期内报废

图3-3主要设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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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4．1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功能结构

该系统功能主要包括数据管理、设备的采购管理、申报审批管理、验收管理、

设备交动管理、低值耐用品管理等，每一部分具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功能。

4．1．1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主要包含用户管理、报表统计和系统维护3个功能模块。报表统计实

现对维修、调拨、报废数据定期汇总，生成相应的统计报表。用户管理主要负责

用户注册，用户注销、用户口令的修改、用户分配权限。系统数据维护完成使用

单位、使用专业方向、设备分类等数据的维护。功能如下图4．1

图4—1数据管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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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设备的采购管理

设备采购管理是指申请系部上报设备采购计划，由相关审批领导审核签字，

然后总务处汇总整理数据，并根据设备价格决定招标购买或直接自行购买。

业务流程图如图4-2所示。

I 系部上报采购计划

I 审批领导签字

1 r

否

图4-2设备采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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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设备验收

设备验收是指对单位购买的仪器设备进行审核、验收、建账和报销。

其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I经办人到财务部门领取设备验收单并签字

l 提示相关人员签字

l 相关人员验收

l 经办人到财务处报销

图4-3设备验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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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设备变动管理

设备的变动管理主要包括设备的借出／归还、调拨／调剂、维修／报损、报废等

1．设备的借出与归还

图4-4设备借出／归还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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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设备调N／调拨

设备的调剂调拨是指校属行政、教学、科研设备等校内使用单位发生变更或

调至校外。

填写调剂／调拨申请单

上
使用部门审批

主管领导审批

1 r

计算机做变更处理

通知双方进行设备行调

N／调拨

图4-．5设备调剂／调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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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设备维修

固定资产的维修需要填写维修单。固定资产管理检索到需要维修的设备，将

该设备的使用状况修改为维修，撤销单据时，再将该设备的使用状况修改为正常。

1．一般设备维修

l资产管理员填写维修单
1L

联系维修单位

I 填写维修记录

图4-6设备维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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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重设备维修

I

I填写贵重设备维修申请单

l主管领导审批签字

l 设备维修

1 支付维修费用

图4—7贵重设备维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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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设备报损

设备管理员提出设备报损申请，由分管校长审批，资产管理处审批后打

印耀损清单。

使用单位填写报损申请表

说明设备情况

I调查设备情况并提出处理
f意见

1 分管校长审批

土
通知使用单位

l
审核报损设备，打印报损

清单

l 账目调整

图4—8设备报损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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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值耐用设备管理

低值耐用设备指教学、科研使用的单价在200．800之问的仪器设备和行政、后

勤使用的单价在200-500之问的仪器设备。其设备的验收、调拨、报损与仪器设备

管理的过程基本相同，由于其价值较低，故进行各项处理时无需校领导的审核签

字，由总务处负责人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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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资产数据库设计

主机表4．1。

or啦r n曩e 址,-tJl9e 1e砒 髓el"1c])reclSlOi 础■erlC‘SCale iⅢ14Dh lS弛 Isliently 8ef池{ desc

l IJ繇识) bigint lq O 硇 船 YEs

2 巧帆缬用单位号) ch盯 10 耵 目 砷

3 Y枇(仪器编号) ch口 8 船 IEs 抛

4 m(势磐) r．hr 8 砷 m 舶

5 Yq,ch(髅镝) vir岫' ∞ 勘 勘 舶

6 珏(型号) 掰益ll' ∞ ∞ 刃 硇

T 稚(规格) vitae ∞ 目 m 舶

8 0j(靴) lOn眄 19 4 D 耵 舶

9 c08e涸鹏) clI缸 3 两 船 舶

10 ；Co．try(酬) 丫a『ch盯 10 璐 鄹 舶

重1 如艨) 掰曲缸 ∞ 硇 朋 舶

12 [hllcllll吐舟) ’『缸血篮 ∞ 璐 船 舶

13 珏口q(出朋期) da{etime ∞ 3 勘 舶 弱

14 G血z(赡日期) hletise 器 3 耵 耵 舶

15 Fj虹(附件熬量) int 10 0 TEs 鄹 舶

15 蛹(附髓价) _强盱 19 4 1Es 船 舶

17 Xzh(现捷) ck I 耶 耵 舶

18 ∞(麟别) ck I 船 舶 舶

i9 矗(勰人》 YarcA缸 i0 璐 砷 舶

加 皿(缬髑) ch盯 l 砷 舶 舶

2l Sy缸(鲫方自代码) chr l 雨 舶 舶

趁 拙隘手人) 附矗缸 10 倦 鄹 砸

23 B扛4度动日期) 扭etiH 23 3 IES 鼬 舶

24 s研81j|h懂用单位号) chIr lO 璐 弱 舶

26 乃丑h衢分类号) ck 6 璐 田 舶

珂 zchl}茁萨矧) 吐盯 2 璐 弱 舶

28 强蜘∞射阍) daletite 23 3 璐 舶 舶

鹦 蛐礴4聘) 佑吐虹 抛 璐 鄹 舶

∞ ‰h泼鹳) viraei, ∞ 璐 厢 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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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 啦弹鸦) 丫arek 20 115 舶 砷

爻 №觥如 v昌r矗瑟 lO I豁 砷 粥

站 varcJl缸1(可选宇符) 咐clI玎 卯 璐 舶 舶

34 1r毫rch毫r2 憎ch奸 ∞ IE5 砷 舶

35 {rarchar3 娜ck sB 115 舶 粥

蔷 锄l(可逢字符) 砌erlc 磁 舶 丽

3I『 嘲2 n矾erlC IE5 舶 那

∞ 5lI}【渖接) char l 115 舶 砷

39 hho库号j &tetim H5 舶 舶

∞ 8zll话恚) 妇 I IE3 舶 舶

4l 蚴供稍) 掰chIr 30 璐 舶 舶

42 Cfad晦煎地点) v+rdm ∞ IE5 舯 舯

43 确瞄口债) money IE5 舶 ∞

“ nf浅积) mO她y IE5 ∞ 砷

45 lefIhn皤注) 哪c妇 200 IE5 舶 勘

46 X州姻 Ⅷ￡har l !15 砸 硇

4T 5址豳(磁髑) 幽妇e 23 3 强 弱 期

48 5l|e血嘞(弹人) Ⅷ妇 lO 113 舶 抛

49 5蛐(疆) 血 10 O 船 舶 ∞

50 埘《进口靴) mo+．y 19 { Iz5 舶 舶

5I ZlIoI幽幽D潜止骓 Ⅷ℃妇 8 115 ∞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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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附件表

order n眦 daie l臀 lcngIh 岫r潍曲n 删盘∞ale js妯姚 咄 jsi岫 由触 d箦c

1 篱c箦洲卿(积) b神 19 O 舶 船 舶

2 殛h(附件隅) C衄 8 舶 YEs 舶

3 仲h(主机编号’ ch 8 舶 如 舶

4 坶d诚 chr 10 硒 舶 硇

S 皿 妇 8 那 扣 舶

6 fhnch 、晡haI ∞ ∞ 勘 舶

7 缸h v磺k ∞ 砸 舶 舶

8 出 v叫：妇 ∞ 舶 舶 舶

9 篷 v啦k ∞ 舶 舶 舶

i0 由 抛琳y 19 4 鄹 即 舶

ll c珂 1甩虻har ∞ 舶 舶 舶

12 耐蛆 daie妇 23 3 舶 舶 舶

13 出岫 凼lel泌 23 3 舶 ∞ 舶

14 ch cb_bh v玎ch盯 ∞ 舶 舶 舶

15 研 ’r盯ch缸 10 舶 船 舶

16 j丑霍 char l 雨 加 舶

17 Sh6【瞎啁方法) ch缸 l 舶 蓟 舶

18 ：zh char I 舶 舶 舶

19 Coae chr 3 舶 砷 舶

20 正f ，ar妇 ∞ 舶 船 舶

21 蛐 伯r妇 ∞ 砷 砸 舶

趁 s}嘲吐 ch玎 】0 舶 舶 舶

∞ J虹 v毫rch缸 10 舶 耶 舶

24 曲sh 丫盯ch盯 ∞ 舶 即 舶

25 啦f m0艟y 19 4 舶 舶 ∞

压 cfdd vlrch盯 ∞ 舶 圈 硼

盯 rZh山 htetl■e 23 3 邯 鄹 舯

28 】m 张rch行 10 舶 舶 邯

29 fjj班j mol塘，， 19 4 舶 鄹 舶

∞ bei血 v缸ch越 2∞ 舶 舶 舶

3l bzh ch缸 l 舶 蛋D 弱

32 n阻l 哪erlC 18 0 舶 舶 舶

∞ 聃_2 咖erlC ∞ 18 O 舶 舶 砸

34 瑚r吐arl y缸妇 ∞ 舶 舶 舶

篱 v盯吐盯2 v=ch= 50 圈 如 期

筠 ’rF吐鹋 yarck 舶 如 舯

3T s城 ch赶 l 舶 舶 舶

衡 sknda脚 v磁har 10 雨 舶 舶

39 shD8王e ‰l血 23 3 舶 舶 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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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固定资产数据仓库系统主要实现界面

本系统适合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需求。软件提供了完善的资产

档案管理，支持固定资产的增加、删除、修改等基本管理环节，同时还提供了资产

的借出与归还管理、资产内部调拨管理、资产维修登记管理。

系统主要界面如下：

图4—9系统登录界面

图4 lo系统主界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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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资产管理菜单下选择资产增加子菜单，弹出如下资产增加窗口

图4 11固定资产新增记录界面

在此窗El中，可以实现固定资产的新增，通过输入产品的编号、名称、规格

型号、类别、生产厂家、使用部门等情况来新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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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2固定盎产借出界面

在固定资产表中选定项资产。然后选取资产管理菜单下的资产借出，进入

资产借出界面，填入借出的日期、部门、借出人、批准人、拟归还日期、借用人、

借用数量、借用部门、备注等信息按确定按钮。

图4 13固定资产维修界面

在固定资产表中选定资产，然后选取资产管理菜单下的资产维修项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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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维修界面：填入修理日期、修理原因、维修状况、费用、备注等资料后按“确

定”按钮完成修理登记。

图4 14固定资产调拨界面

在固定资产表中选定资产，然后选取资产管理菜单下的资产调拨项目，进入

资产调拨界面：填入调拨日期、批准人、调出部门、调入部门、存放地点、使用

人等资料后授“调拨”按钮完成调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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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固定资产数据的预处理

由于数据库系统所获数据量的迅速膨胀(已达G或T数量级)，从而导致了现

实世界数据库中常常包含许多含有噪声、不完整、甚至是不一致的数据。显然对

数据挖掘所涉及的数据对象必须进行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数据清洗(data clening)、数据集成(data integration)、

数据转换(data transformation)和数据消减(data reduction)。

5．1数据清洗

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数据库中的数据往往是不完整的和不一致的。数据清洗过

程通过填写空缺的值，平滑噪声数据，识别、删除孤立点，并解决不一致来“清

理”数据。尽管大部分挖掘例程都有一些过程，处理不完整或噪声数据，但它们并

非总是强壮的。相反，它们更致力于避免数据过分适合所建的模型。这样，一个

有用的预处理步骤是使用某些清理例程清理你的数据。如图5．1。

图5-1数据清理

～般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来源于异质操作数据库。这些异质操作数据库中的数

据并不都是正确的，常常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完整、不一致、不精确和重复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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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些数据统称为“脏一数据。在将数据装入到数据仓库时，要对脏数据进行

清洗。数据清洗可以在数据装入数据仓库之前进行，也可以在装入之后进行。数

据清洗技术一般可分为基于规则的方法、可视化方法和统计学法方法。基于规则

的方法根据字段定义域的知识、约束和与其它字段的关系对该字段的每一数据项

进行评估：可视化方法以图形方式显示数据集的有效轮廓，从而很容易辨别脏数

据；统计学法方法通过统计技术填补丢失的数据和更正错误的数据。数据选择实

际上是在两个维上进行的。首先是列或参数维的选择，它是数据挖掘过程的一部

分；其次是行或记录维的选择，这个选择基于各个字段的值。无论是列还是行的

选择，都可以通过SQL语言进行，也可通过数据库前端工具进行。数据选择要求对

问题域和基础数据有详细而深入了解。将数据选择好之后，在进行挖掘之前还需

对数据进行预处理。由于原有数据库是为OLTP服务的，所以有许多便于实时数据

处理的数据字段等信息对于OLAP是无用的，留在数据库中反而会严重影响数据仓

库建立以及数据挖掘进程的效率。

5．1．1遗漏数据处理

在数据预处理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处理数据集中的空缺值，如

分析资产中某一录像机属性值中的报损日期值为空，对于为空的属性值，可以采

用以下方法进行遗漏数据(missing data)处理：

1．忽略该条记录。若一条记录中有属性值被遗漏了，则将此条记录排除在

数据挖掘过程之外，尤其当类别属性(class label)的值没有而又要进行分类数据

挖掘时。当然这种方法并不很有效，尤其是在每个属性遗漏值的记录比例相差较

大时。

2．手工填补遗漏值。一般讲这种方法比较耗时，而且对于存在许多遗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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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大规模数据集而言，显然可行较差。

3．利用缺省值填补遗漏值。对一个属性的所有遗漏的值均利用一个事先确

定好的值来填补。如：都用％&来填补。但当一个属性遗漏值较多值，若采用这

种方法，就可能误导挖掘进程。因此这种方法虽然简单，但并不推荐使用，或使

用时需要仔细分析填补后的情况，以尽量避免对最终挖掘结果产生较大误差。

4．利用均值填补遗漏值。计算一个属性(值)的平均值，并用此值填补该

属性所有遗漏的值。如：若一个录像机的报损日期(bsdate)为2005年9月，则用

此值填j}i'bsdate属性中所有被遗漏的值。

5．利用同类别均值填补遗漏值。这种方法尤其在进行分类挖掘时使用。如：

若要对固定资产中投影仪灯泡使用时间进行分类挖掘时，就可以用在同一品牌类

型投影仪下正常使用的时问属性的平均值，来填补同一投影仪类别下使用时间属

性的遗漏值。

6．利用最可能的值填补遗漏值。。可以利用回归分析、贝叶斯计算公式或决

策树推断出该条记录特定属性的最大可能的取值。例如：利用数据集中其它录象

机的属性值，可以构造一个决策树来预测属性bsdate的遗漏值

最后一种方法是一种较常用的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

当前数据所包含的信息来帮助预测所遗漏的数据。通过利用其它属性的值来帮助

预测属性bsdate的值。

5．1．2噪声数据处理

噪声是指一个测量变量中的随机错误或偏差。如：物品价格，有以下几种平

滑数据去掉噪声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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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后价格：4,8，15，21，21，24，25，28，34

图5．2利用bin方法进行平滑描述

1．Bin方法：Bin方法通过考察“邻居”(即周围的值)来平滑存储数据的值。存储

的值被分布到一些“桶”或箱中。

2．聚类方法：。通过聚类分析可帮助发现异常数据(outliers)，道理很简单，

相似或相邻近的数据聚合在一起形成了各个聚类集合，而那些位于这些

聚类集合之外的数据对象，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异常数据。

3．计算机和人工检查结合：可以通过人工检查和计算机结合的办法来识别孤

立点。例如，在一种应用中，使用信息理论度量，帮助识别手写体字符数据库中

的孤立点。度量值反映被判断的字符与己知的符号相比的差异度。其差异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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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阀值的模式输出到一个表中。人可以审查表中的模式，识别真正的垃圾。这

比人工地搜索整个数据库快得多。在其后的数据挖掘应用时，垃圾模式将由数据

库清除掉。

4．回归方法。可以利用拟合函数对数据进行平滑。如：借助线性回归方法，

包括多变量回归方法，就可以获得的多个变量之间的一个拟合关系，从而达到利

用一个(或一组)变量值来帮助预测另一个变量取值的目的。利用回归分析方法

所获得的拟合函数，能够帮助平滑数据及除去其中的噪声。

5．1．3不一致数据处理

有些数据库常出现所记录的数据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有些数据不一致可

以使用其他材料人工地加以更正。例如，输入数据时的错误可以使用原始数据上

的记录加以更正。这可以与用来帮助纠正编码不一致的例程一块使用。知识工程

工具也可以用来检测违反限制的数据。例如，知道属性问的函数依赖，可以查找

违反函数依赖的值。由于数据集成，也可能产生不一致：一个给定的属性在不同

的数据库中可能拥有不同的名字，也可能存在冗余。

5．2数据集成和数据转换

5．2．1数据集成

在数据集成过程中，需要考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模式集成问题，即如何使来自多个数据源的现实世界的实体相互匹配，这

其中就涉及到实体识别问题。例如：如何确定以个数据库中的“shebeijd'’与另一

个数据库中的"shebei_number"’是否表示同一实体。通过数据库或者数据仓库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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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数据可以帮助避免在模式集成时发生错误。

2．属性冗余问题。，这是数据集成中经常发生的另一个问题。若一个属性可

以从其它属性中推演出来，那这个属性就是冗余属性。如：一个投影仪灯泡的平

均使用时间就是冗余属性，显然它是通过投影使用时间属性推算出来的。

3．数据值冲突检测与消除。如对于一个现实世界实体，其来自不同数据源的

属性值或许不同。产生这样问题原因可能是表示的差异、比例尺度不同、或编码

的差异等

5．2．2数据转换

所谓数据转换就是将数据转换或归并己构成一个适合数据挖掘的描述形式。

数据转换包含以下处理内容：

1．平滑处理。帮助除去数据中的噪声，主要技术方法有：bin方法、聚类方

法和回归方法。

2．合计处理。对数据进行总结或合计操作。

3．数据泛化处理。所谓泛化处理就是用更抽象(更高层次)的概念来取代

低层次或数据层的数据对象。

4．规格化。规格化就是将有关属性数据按比例投射到特定小范围之中。如

将投影仪采购价格属性值映射到．1．0到1．0范围内。

5．属性构造。根据已有属性集构造新的属性，以帮助数据挖掘过程。平滑

是一种数据清洗方法。合计和泛化也可以作为数据消减的方法。这些方法前面己

分别作过介绍，因此下面将着重介绍规格化和属性构造方法。

根据上述几种方法，我们对所取得的不同校区固定资产的采购数据库、使用

记录数据库、资产出入数据库、资产报损数据库进行了数据转换。共分以下几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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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采购数据库、使用记录数据库、资产出入数据库、资产报损数据库

并成固定资产数据库，然后分割成小的数据表。

第二、通过每个设备的具有唯一性的属性编号，我们将存在于固定资产数据

库数据搜索出来，由于数据量庞大，我们利用第一步中分割后的数据库，从中寻

找数据，并将数据变成典型数据，该数据中包括：采购数据库、使用记录数据库、

资产出入数据库、资产报损数据库等，为数据挖掘提供数据源。

第三、计算属性：由于集成数据库的得到的数据依然反映的是固定资产综合

信息的记录，为对资产管理进行综合评定，将不同类别的设备总数进行求和。

第四、归一化处理：在固定资产数据库中的设备使用记录项，记录很多，进

行处理时，会掩盖其它数据项在数据处理中的作用，因此需要将其作归一化处理。

第五、均值处理：采购数据库中的价格项也可以做均值处理，即将各类资产

采购价格相加后除以记录数，这样就可以合并多项数据记录为一项了，大大减少

了数据量，在做某些总量统计时可以有效得提高速度。

经过集成形成的固定资产管理系统数据仓库中，生成了几种可供数据挖掘的

数据源，包括：典型设备数据，通过归一化和均值处理的减约数据等。

5．3数据消减

在大规模的数据库上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

需要交互式数据挖掘时这样的分析变的不现实和不可行，而数据消减技术可以从

原有庞大的数据集中或得一个精简的数据集合，并保持原有数据的完整性，这样

在精简数据集上进行的数据挖掘效率明显更高，并且挖掘出的结果与原有数据集

所获结果基本一致。

数据消减的策略主要由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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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立方体合计：聚集操作用于数据立方体中的数据。如图

Q1

Q2

Q3

Q4

1998年

年 采购额

1998 1 568，000

1999 23 56，000

2000 3594，000

如图5-3数据合计不意图

2．位数削减：主要用于检测和消除无关，弱相关、或冗余的属性或维(数据

仓库中属性)。

3．数据压缩：使用编码技术压缩数据集的大小。

4．数据块削减：利用更简单的数据表达形式，如：参数模型、非参数模型(聚

类、采样、值方图等)，来取代原有数据。

5．离散化与概念层次产生：离散化就是利用取值范围或者更高层次概念来替

换初始数据。利用概念层次可以帮助挖掘不同抽象层次的模式知识。当我们为分

析投影仪情况收集了相关数据，这些数据由各个校区统计数据组成。然后，我们

又对台投影仪使用情况感兴趣，继而对所有投影仪感兴趣。可以对已经得到的这

些数据再聚集，从而得到更宏观的知识。结果数据量小得多，并不丢失分析任务

所需的信息。

噼一∞一删椰哪㈣一加一珏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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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固定资产管理系统的决策树算法

6．1决策树介绍

决策树算法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推理归纳算法之一，是一种接近离散值函数的

算法，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布尔函数。它通常用来形成分类器和预测模型，着眼

于从一组无规则、无次序的事例中推理出决策树表示形成的分类规则。它采用自

顶向下的递归方式，在决策树的内部结点进行属性值的比较并根据不同的属性值

判断从该结点向下的分支，最后在决策树的叶结点得到结论。因此从根到叶结点

的一条路径就对应着一条合取规则，而整棵决策树就对应着一组析取表达式规则。

6．2决策树I D3算法在固定资产管理系统中的应用

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新购买了一批肿台式机，拟分配给各个系部机房

和公用机房使用，因为数量不多不能满足各个部门的需求，所以需要按照各部门

对台式机的使用效率、需要程度做一个定位，通过决策树的分析将台式机分配给

最需要的部门使用。通过对数据仓库中的各部门实验室台式机的使用情况的纪录

进行整理，得出如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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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台式机状况统计表

数量机房 规模 删次使用率
系部机房 大

公用机房 大

系部机房 一般

公用机房 一般

系部瓠．房—般

公用机房—般

系部朝腐—-般

一般

同

同

鬲

言
同

一般

—般

同

同

低

同

低

低
亩
同

以ID3算法为例，给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设备分配方案提出一个

可行的决策树分析方法。

ID3算法处理流程：

1．从训练集中随机选择一个既含正例又含反例的子集(称为窗口)。

2．用建树算法使当前窗口形成一棵决策树。

3．对训练集(窗口除外)中例子用所得决策树进行类别判定，找出错判的例子。

4．若存在错判的例子，把它们插入窗口，转2，否则结束。主算法流程如图1

所示，其中PE、NE分别表示正例集和反例集，它们共同组成训练集。PE，PE”，

和NE，NE”，分别表示正例集和反例集的子集。

蚴
∞

∞

∞

弛

{星l

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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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3算法流程：

1|id3．cpp

#pragma warning(disable：4996)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string>

#include<math．h>

图6-l ID．：3主算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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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list>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LN 2 0．693147180559945309417

托efine ID3 EltRoR 9999999

#define A CHAR MAX 16

#define A VALUE MAX 16

#define A NUM MAX 32

#define SAⅣⅢLESⅣ【AX 256

#define ALL．1

#defineNUL-2

#define YES 1

#defineNO 0

#define NUKOWN．1

#define VALD’·’

#define INVALID’．’

{f属性

$truct Attribute

{

char name[A_CHAR_MAX]； ／／属性名称

int num； ／／属性值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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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 an[tVALUe_max][A cHaR max]；／／属性值

∥假设

(

int num； ／／属性个数

Attribute an[A_NUM_MAX]； ／／属性集合

／／假设值

struct HypoValue

int value[A_NUM_MAX]；

}f样本

struct Sample

HypoValue ev； ／／假设

int result； ／／正例／反例

)；

Hypothesis g l-lypo； ／／假设集合

Sample g_sa[SAMPLES_M—sA--]； ／／样本空间

intg_sn； ／／样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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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l ReadHypothesiKconst char·filename)；

bool ReadSamples(const char幸filename)；

int CheckAllPositive0；

im CheekAllNegative0；

im CreatdTree(d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char attvalid[A NUM MAX]，

FILE掌，int)；

im NotAUSame(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

int FindArt(char attvalid[A NUM_MAX]，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

void Disaster(int)；

int ID3(const char*filename)；

∥从文件中读取假设集合

／幸／文件格式

【集合个数n】

【属性名称l】【属性值个数】【属性值l】【属性值2】【属性值3】⋯⋯

【属性名称2】【属性值个数儿属性值11【属性值2】【属性值3】⋯⋯

f属性名称n】[属性值个数】【属性值1】【属性值2】【属性值3】⋯⋯

净|

bool ReadHypothesis(const char·filename)

{

FILE幸file；

if(fopens(&file，filename，”r”))

return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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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k；

fscanf(file，”％d＼n”，&g_Hypo．hum)；

for(i_O；i<g_Hypo．aura；i++)

{

fseanf(file，”％s％d＼ll”，g_Hypo．an[i]．name,&k)；

g_Hypo．an[i]，ntlm 2
k：

for(j=O；j<k；j++)

{

fscanf(file，”％s“，g_Hypo．an[i]．anD】)；

)

fscanf(file，”＼Il”)；

)

fclose(file)；

rettlrll true；

)

／／从文件中读取样本

／宰／文件格式

[样本个数m】

【样本l属性l的值的序号】【样本l属性2的值的序号】⋯⋯【样本l属性11的值的

序号】【l(正例)或者0(反例)】

【样本2属性l的值的序号】【样本2属性2的值的序号】⋯⋯【样本2属性n的值的

序号】【1(正例)或者0(反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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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m属性1的值的序号】【样本m属性2的值的序号】⋯⋯【样本m属性n的值

的序号】[1(正例)或者0(反例)】

I*1

bool ReadSamples(const char宰filename)

FILE幸file；

if(fopen_s(&file，filename，”rtl’))

return false；

int巧；

fscanf(file，¨％d＼Il”，&"n)；

for(i=0；i<g_sn；i++)

for(i=O；j<g_Hypo．num；j++)

fscanf(file,”％dII，&g-豫[i】．ev．value[j])；

fscanfffile，”％du”，＆g一鼢嘲．result)；

fclose(file)；

return true：

int CheckAllPositiv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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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t I；

for(i=O；i<g_sn；i++)

{

if(g_sa[i]．result—NO)

{

return O；

j

)

return 1；

)

int CheckAllNegativeO

(

itat i；

for(i---O；i<g_sn；i++)

{

if(g_sa[i]．result—YES)

{

return O：

)

)

return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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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NotAllSame(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

im i，y_tot=0，n—tot=0；

for(i---o；i<g_sn；i++)

if(samplevalid[i】一VALID)

if(g_sa[i]．resuh—YES)

十哆tot；

if(g sail]．result—NO)

十啊jot；

if(n_tot—o)

return 2：／木all yes·／

else if(y_tot一。)

return 3：／幸all 110木／

else

rg喧lLrn l；

)

int FindAtt(char attvalid[A_NUM_MAX]，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

illt i’j，l，y_tot=0，n—tot=0，y_tot_2,n—tot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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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tot diff_atts；

int att—no=O；

double max_inf_gain 2-1．O：

double entropy,entropy_2，r_entropy_tot；

double att_entropy[A_NUM_MAX]；

char valid_2[SAMPLES_MAX】；

for(i=o；i<g_Hypo．num；i++)

for(i--0；itigLsn；i++)

if(samplevalid[i】一VALID)

if(g_sa[i]．resuk—YES)

斗_卜y Iot；

if(g_sa[i]．result—NO)

十+_n_tot；

)

)

if(y_tot一0 l}n—tot一0)

entropy
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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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

{

entropy
2 0．0-((y_tot／(doubleXy_tot+n_tot))·log((y_tot／(doubleXy_tot+n_tot))))

一((n_tot／(doubleXy_tot+n_tot))·log((n_tot／(double)(y_tot+njot))))；

for(i=o；i<g Hypo．num；i++)

if(attvalid[i】一VALID)

r_entropy_tot
2

0．O；

tot—diff—atts
2 g_Hypo．an[i]．num,

for(j=O；j<tot_diff_atts；j++)

memset(valid-2，INVALID，g_蚰)；

for(1=o；l≮g-sn；lH)

if((g_sa[1]．eV．value[i】-一-j+1)&&(samplevalid[1】一VALID))

valid_2[1】=VALID；

)

y_tot_2=O：

n—tot一2=O；

for(F-o；l<g_sn；l抖)

(

if(valid_2[1】一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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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g_sa[1]．result—YES)

+q jor_2；

if(g_sa[1]．resuk—NO)

坦fIot2；

)

if(n tot 2—0 fI y_tot_2—0)

entropy_2=0．0：

else

{

entropy_2 =0．0

((y__tot_2／(double)(y．tot 2+a tot 2))幸log((y_tot_2／(double)(y_tot_2+n—tot 2))))

((n tot 2／(doubleXy．tot 2+n—tot 2))·log((n tot 2／(double)(y_tot_2+n—tot 2))))；

=
r_entropy_tot +(entropy_2

幸

((n tot 2勺，_tot_2)／(double)(n_tot+y_tot)))；

att_emropy[i】=entropy-r_entropy_tot；

for(1=0；l<g_Hypo．num；l十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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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att_entropy[1】>=max_inf_gain)

max_inf_gain=att_entropy[1]；

)

if(max_inf_gain一0．O)

{

return ID3_ERROR；

)

return att_no；

)

void Disaster(int num)

switch(num)

case 1：printf(’’·幸ID3 failure木掌＼n”)；

break；

case 2：

break：

default：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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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CreateTree(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char attvalid[A_NUM_MAX]，

FILE幸opf,int tab_cnt)

char samplevalid2[SAMPLES_MAX】；

char attvalid2[A_NUM_MAX]；

for G_0；i<tab__cnt+tab_ent；i++)

fprimf(opf,”＼t”)；

}

tab_cnt++；

if((au_no=FindAU(attvalid，samplevalid))一r03_Eggog)

rcRiFn ID3_EPROP,；

stmcpy(attvalid2，attvalid，g_Hypo．num)；

attvalid2[att_no】=INVALID；

fprimf(opf：”[*／,sign”，g_Hypo．an[art_no]．name)；

tot—diff—atts=g_Hypo．an[att_no]．num；

for 6=o；j<tot_diff atts；j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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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M1一l】=№’；

strncpy(samplevalid2，samplevalid，g-蛐)；

for(I=o；I<g_sn；l斗+)

if(g_sa[1]．ev．value[an_no】I_j+1)

{

samplevalid2[1】．INVALID；

)

}

if((ret=NotAllSame(samplevalid2))一1)

{

for(瑚；iqab_cm+tab_cm一1；i*)

{

龟rint坟ope”＼t”)；

)

fprintf(opf,”％≤＼ll”，g aypo．an[att_no]．砒t翻)；

if(CreateTree(samplevalid2，attvalid2，opf,tabent)一ID3_ERROR)

{

return ID3_ERROR；

)

)

else

{

for(i=0；i<tab_cm+tab_cnt-l；i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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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rintf(opf,”＼t”)；

)

if(ret一2)

{

t眵rintf(opf,”％S＼t-YES＼n”，g Hypo．an[att_no]．att【j】)；

j

else

(

rprintr(opf,”％s＼t—NO＼Il”，g Hypo．an[att__no]．altD】)；

，

)

)

return 1；

)

／／ID3算法，结果保存在filename文件中

im ID3(const char·filename)

{

int tab—cm=O；

char samplevalid[SAMPLES_MAX]；

char attvalidiA_NUM_MAX]；

FILE宰o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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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pf=fopen(filename,”W””一NULL)

printf(”File error：Cannot create output file TREE＼n”)；

return O：

fprimf(opf,”＼Il”)；

if(CheckAllPositive0)

fprintf(opf,”HALT：all__positive＼n”)；

fclose(opf)；

return l；

if(CheckAllNegativeO)

fprintf(opf,”HALT：aU—negative＼n”)；

fclose(opf)；

return l；

memset(samplevalid，VALID，g—sn)；

memset(attvalid，VALID，g_nypo．num)；

if(CreateTree(samplevalid，attvalid，opf,tab_cnt)一m3_ERROR)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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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lose(opf)；

return l：

)

im main(int arc，char木事argv)

{

／／读取假设和样本

if(!ReadHypothesis(argv[1]))

{

printf(”read hypothesis file error“)；

return O；

)

if(T ReadSamples(argv[2]))

{

printf(”read samples file error”)；

return O：

)

if(ID3(argv[3]))

primf(”Decision Tree has been created with ID3 and stored in％妯”，argv[3])；

else

Disaster(1)；

getchar0；

retur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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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出如下实验结果：

图观分配决策树

决策树分析首先针对上表计算各个属性的信息，并将属性从大到小重新排列，

我们先假设以上各属性的信息相等。然后建立决策树：首先按位置(任选)建立决策

树，得到数据的第一次分组，然后依次按同样方法按规模、档次分组，得到数据

的第二次分组和数据的第三次分组。完整的决策树如图2所示：根据上面的决策树，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决策规则：

1．档次一般的台式机在规模大的系部机房使用率高

2．档次一般的台式机在规模一般的系部机房使用率高

3．档次高的台式机在规模大的公用机房使用率高

4．档次高的台式机在规模一般的公用机房使用率高

从上述规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台式机的分配可以把档次一般的大部分都分

配给系部机房使用，把档次高的分配给公用机房使用。最后我们可以利用决策树

和导出的规则对计划分配的台式机的部门是否合适作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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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全文总结

第七章总结与展望

目前，数据挖掘在高校资产管理中的应用仅仅处于初步应用阶段，对于数据

挖掘的方法和算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限于本人知识有限，在本文中就资产管理

过程中设备的分配问题提出的IDC3决策树模型进行了探讨，在数据挖掘的可靠性

和算法优化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在高等教育管理领域的

应用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涵盖招生、就业、科研、人事、财务等方

方面面。构建开发一套基于数据仓库的高校综合信息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将有效

地推动高校的深化改革，使高校管理逐步走向信息化、科学化，这是作为高校管

理工作者努力的目标。

7．2研究展望

因为实验数据的限制，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仅仅建立在一些小型标准测试数据

上。而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数据库则往往包含成千上万条客户数据，且数据特点复

杂多变，所以本课题仍存在很大的可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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