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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减少偏好度量过程中的人为干预,同时提高偏好度量算法的效率和准确性,提出一种基于信任系统的偏好协同度

量框架.首先,提出了规则间的距离和规则集的内部距离等概念来具体化规则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规则集平

均内部距离的规则集聚合算法PRA,旨在保证损失最少信息的情况下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全体用户的共同偏好,即共识偏好.

之后,提出 Commonbelief的概念和一种改进的信任系统,使用共识偏好作为信任系统的证据,在考虑用户一致性的同时还允

许用户保留个性化信息.在信任系统下,提出了基于信任系统的有趣度度量标准,并量化了偏好的信任度和偏离度,用于描述

用户偏好和信任系统的一致或相悖程度,并将用户偏好分为泛化偏好或个性化偏好,最终依据信任度和偏离度得出有趣度,从

而找出最有趣的规则.在计算有趣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可以使用不同信任度公式来计算有趣度的可扩展的计算框架.为

了进一步验证度量框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以加权的余弦相似度公式和相关系数公式为例,提出了IMCos算法和IMCov算法.

实验结果表明,信任度和偏离度有效地反映了偏好的不同特征,并且与两种最新的算法 CONTENUM 和 TKO 相比,度量框架

发现的 TopＧK 规则在召回率、准确率和F１ＧMeasure等指标上均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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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reducethehumaninterventioninthepreferencemeasureprocess,thisarticleproposesapreferencecollaborative
measureframeworkbasedonanupdatedbeliefsystem,whichisalsocapableofimprovingtheaccuracyandefficiencyofpreferenＧ
cemeasurealgorithms．Firstly,thedistanceofrulesandtheaverageinternaldistanceofrulesetsareproposedforspecifyingthe
relationshipbetweentherules．Fordiscoveringthemostrepresentativepreferencesthatarecommoninallusers,namelycommon

preference,aalgorithm basedonaverageinternaldistanceofruleset,PRAalgorithm,isproposed,whichaimstofinishthe
discoveryprocesswithminimuminformationlossrate．Furthermore,theconceptofCommonbeliefisproposedtoupdatethebelief
system,andthecommonpreferencesaretheevidencesofupdatedbeliefsystem．Then,underthebeliefsystem,theproposedbelief
degreeanddeviationdegreeareusedtodeterminewhetheraruleconfirmsthebeliefsystemornotandclassifythepreference
rulesintotwokinds(generalizedorpersonalized),andeventuallyfiltersoutTopＧKinterestingrulesrelyingonbeliefdegreeand
deviationdegree．Basedonabove,ascalableinterestingnesscalculationframeworkthatcanapplyvariousformulasisproposedfor
accuratelycalculatinginterestingnessindifferentconditions．Atlast,IMCosalgorithmandIMCovalgorithmareproposedas
exemplarstoverifytheaccuracyandefficiencyoftheframeworkbyusingweightedcosinesimilarityandcorrelationcoefficients
asbeliefdegree．Inexperiments,theproposedalgorithmsarecomparedtotwostateＧofＧtheＧartalgorithmsandtheresultsshow
thatIMCosandIMCovoutperformthantheothertwoinmostaspects．
Keywords　Datamining,Contextualpreference,Commonpreference,Rulesetaggregation,Beliefsystem,Interestingnessmeasure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领域中智能设备的普及和具有上下文感

知功能的数据库的发展,数据库中蕴含的信息量快速增长[１];

同时,很多设备通常也配备有一些上下文传感器,如 GPS传

感器和３D加速度计,它们能够捕获移动用户的丰富的上下



文信息,可以挖掘用户的个人上下文感知偏好,从而产生广泛

的上下文感知服务.传统的关联规则往往仅与用户的消费行

为或评价有关,忽视了产生偏好规则的上下文条件.用户偏

好的不稳定性往往随着上下文的不同而变化.例如,在购物

篮分析中,使用传统的关联规则方法可以获知用户会经常购

买{牛奶}、{面包}、{豆浆}、{牛奶,面包},却很少购买{豆浆,

面包},用户选择面包时更倾向于选择牛奶而不选择豆浆这一

信息则被忽略.通过考虑上下文感知偏好和当前用户,可以

建立个性化的上下文感知推荐系统.事实上,上下文感知推

荐系统可以提供比传统推荐系统更好的用户体验[２].但迄今

为止,很少有学者致力于上下文偏好度量的研究.由于上下

文偏好规则考虑了较多的信息,仅仅使用支持度和可信度很

难发现哪些规则是较为有趣的;并且传统推荐系统都面临较

为严重的稀疏性问题,即已知的用户偏好的数量远小于需要

预测的用户偏好的数量[３].随着上下文信息的引入,基于上

下文的推荐系统将面临比前者更为严重的稀疏性问题,这进

一步提升了对上下文偏好规则进行有趣度度量的难度.一方

面,稀疏性问题依然存在,并且上下文偏好规则通常使用高维

向量来表示;另一方面,用于度量偏好有趣度的背景知识的收

集往往需要用户的参与和反馈,而用户往往无法准确地表达

自己的偏好.因此,如何利用较少的信息发现准确或值得关

注的上下文偏好是目前较为迫切的问题.

本文主要关注使用可扩展的偏好规则有趣度度量算法对

上下文偏好规则进行有趣度度量的问题.在 Movielens数据

集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使用文献[４]中的算法对数据集

进行偏好挖掘,最终得出了一系列的条件偏好规则,这些规则

满足支持度Ｇ可信度要求.条件偏好规则的形式为i＋ ≻i－|

X,它表示在上下文X 的约束下,相对于后件i－ ,用户更偏好

前件i＋ .在有趣度度量阶段,首先发掘了所有用户的共同偏

好,并使用 PRA(PreferenceRulesAggregation)算法对这些

偏好进行约简;然后构建信任系统,并在信任系统下使用两种

算法分别对每个用户的偏好规则进行有趣度度量.判断这些

规则是否有趣主要依赖于独特性、新奇性、可靠性和简洁性[５]

等性质.

以一个电影数据库为例.电影网站往往会给用户推荐一

些电影信息,而这些信息并不能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否则会影

响用户的体验.因此,网站往往基于用户的点击或者评分来

建立每个用户的偏好数据库,从偏好数据库中发掘出有利于

准确推荐的信息.同时,网站本身对提供的事务也包含一定

的信息,这些信息用于描述该事务的属性以及分类,通常以上

下文或标签的形式给出.一般地,一条事务被用户标有一个

较高的评分,且与另一条事务有一个较大的评分差时,才认为

这两条事务能构成偏好.例如,电影«头号玩家»的豆瓣评分

为８．８分,而电影«后来的我们»的评分为５．８分,可以认为用

户对这两部电影存在偏好.而对于«后来的我们»和«港囧»

(豆瓣评分５．６分)这两部电影,则不能推断出用户的偏好,因

为低评分的事务之间的比较是无意义的,而且这两条事务之

间也不存在较大的评分差.

表１、表２列出了某一用户的电影事务数据库和对应的

偏好数据库.TransactionId表示不同的事务编号,不同的事

务包含不同的属性,√表示该事务包含该属性.用户的偏好

由两条事务构成,其中,高于８分的事务被认为是有较高评分

的,评分之差大于１则被认为是存在偏好的.

表１　事务数据库

Table１　Transactiondatabase

TransactionID A B C D E Rating
t１ √ √ √ ９．５
t２ √ √ √ ７．４
t３ √ √ √ ６．４
t４ √ √ ８．６
t５ √ √ ７．９

表２　偏好数据库

Table２　Preferencedatabase

PreferenceID userpreference
p１ ‹t１,t２›

p２ ‹t１,t３›

p３ ‹t１,t５›

p４ ‹t４,t２›

p５ ‹t４,t３›

通过分析偏好‹t１,t２›,可以发现两条事务均包含A 和B,

不同的是t１ 包含D 而t２ 包含E.若以这一条事务构成条件

偏好规则,其语义为:用户在包含A 和B 的电影中,更喜欢包

含D 的电影而不是包含E 的电影.

本文研究基于词向量表示的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

量,其特色和主要贡献如下.

(１)提出了规则之间的有向距离和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

离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基于平均内部距离的规

则集聚合算法 PRA,该算法能对规则集进行有效的低损失

约简.

(２)提出了一种改进的信任系统用于偏好的协同过滤,并

使用经PRA算法过滤后的用户的共识偏好规则作为知识背

景,使得度量算法不依赖于外部给定的监督信息且具有良好

的可扩展性.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基于信任系统的全

新的有趣度度量标准,该标准在考虑用户偏好一致性的同时,

也能兼顾与共识不一致的个性化偏好.

(３)为了能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特征的数据中得出准确的

上下文偏好,依赖信任系统和度量标准提出了一种可扩展的

有趣度度量框架.在该框架下,可灵活使用不同的计算公式

计算信任度,同时也能基于信任度Ｇ偏离度Ｇ有趣度的不同特

性给推荐系统提供多种偏好推荐方案.同时,为了与相关度

量方法进行比较,进一步对算法的正确性和可靠性进行验证,

使用加权的余弦相似度和相关系数作为有趣度计算框架中的

信任度,设计了两种有趣度度量算法:基于加权的余弦相似度

的算法IMCos和基于相关系数的算法IMCov.

本文第２节介绍相关工作;第３节描述上下文偏好规则

的相关定义;第４节给出信任系统、平均内部距离的定义和具

体的规则集聚合算法PRA;第５节介绍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

趣度度量,包括有趣度的定义、有趣度度量计算框架以及IMＧ

Cos和IMCov算法;第６节描述有趣度度量的实验结果;最后

总结全文并介绍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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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相关工作

有趣的上下文偏好规则的生成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两个

阶段.

(１)偏好规则的抽取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使用关联规则

是最为普遍的,也具有很高的效率[２].现有的条件偏好挖掘

算法(CPＧnet[３]以及以 CPＧnet为基础的其他算法[６])能很好

地处理较为复杂的偏好问题,得到的规则也较为稳定.

(２)偏好规则的度量阶段.在偏好规则度量过程中,如何

使用少量的规则来代表最具价值的信息一直是备受研究者关

注的问题,也是极难解决的问题.在传统的支持度Ｇ可信度框

架下,改变最小支持度阈值或最小可信度阈值是较为直接有

效的方法,但这取决于阈值的选择,不适当的阈值可能导致当

前算法变得非常缓慢并且产生大量或太少的结果[７];同时,许

多原有的框架体系对于包含上下文的偏好规则并不适用,这

就要求研究者提出新的标准和方法来对关联规则的有趣度进

行度量[８].

上下文偏好生成的两个阶段的已有代表性研究工作

如下.

(１)上下文偏好

文献[９]明确指出语义推理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上下文,并

将这一概念术语化为上下文偏好;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一般化

的框架,实验表明扩展了上下文的框架能明显提升模型的性

能.由于用户往往会因为上下文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偏好,

对此文献[１０]使用层次性建模,允许上下文偏好包含多种具

体的细节信息;但对于非严格的层次性结构,文中提出的方法

尚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

推荐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条件偏好,而这些偏好并没有被

充分考虑.文献[１１]使用增强的回归树来表示推荐系统中的

偏好,这种方式比目前线性的或二次函数形式的偏好更具有

表现力;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梯度上升和坐标下降相结合的

高效的挖掘模式.

现行的大多数算法在考虑上下文时都只单纯地考虑固定

的属性值,而属性之间的交互和影响被考虑得很少.文献

[１２]通过提出一种属性提升(AttributeBoosting,AB)框架来

进行进一步精细化建模,该框架结合概率图模型和随机梯度

下降等方法的优势,使用随机采样的方法学习框架的参数,减

少了盲目的随机交互带来的困扰.这一方法高效而稳定,但

与上述许多算法相似,在冷启动问题上,其性能仍有所欠缺.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多上下文系统必然会面临着不一致性的

问题,文献[１３]详细分析了在 MCS(MultiＧContextSystem)中

信息不一致问题的成因,并提出了两种偏好顺序元推理编码,

扩展了 MCS框架,使得无效的信息能被滤去而有效的信息能

很好地被保留.

(２)偏好的有趣度

文献[１４]说明了关联规则的有趣度不能简单地从支持

度、可信度的角度来描述,并阐明了有趣度是一种与领域相关

的概念,这表明领域可扩展算法是极为有意义的.文献[１５]

在给出的实例上比较分析了一些关联规则客观兴趣度度量指

标,提出了使用关联规则客观兴趣度度量指标的一些建议,并

给出了关联规则的有效性判定不能单纯依靠任何标准判定的

结论;但实验所使用的数据集不具有代表性,结论可能存在一

定偏差.

为了提升上下文偏好的准确度,文献[１６]使用决策树分

类算法将历史选择集合分组,在对用户进行个性化推荐时,根

据上下文信息匹配最相似的分组,从而得到准确的偏好.实

验表明,该方法优于传统的方法;但在匹配时仅使用余弦相似

度可能会使准确性产生较大的抖动,并且在信息分类时需要

大量历史信息,这会给算法带来冷启动问题.

文献[１７Ｇ２１]是协同过滤中的偏好度量方法.协同过滤

的方法不需要指定哪些特征需要学习,也不需要大量的监督

信息.这些方法先对用户进行分类,之后基于用户之间的相

似性,使用相似的用户行为对其他用户进行推荐.在推荐的

过程中,往往使用基于概率的方法,最为常见的有贝叶斯公式

等,也有的使用低秩矩阵分解来最小化成本函数的平方误差.

相关文献指出,基于协同过滤的方法不但提升了所得偏好的

准确性,还可以发掘出更多的用户潜在偏好;基于用户的社交

信息或行为信息,即便某些偏好不存在于用户的偏好数据库

中,推荐系统也可以依据这些信息给出有效的推荐.但是,传

统的协同过滤方法仍面临着冷启动和稀疏性问题.

偏好和偏好之间是具有相似性的.文献[２２]从决策角度

分析了偏好之间的相似性,并提出了一种基于概率的相似性

度量方法,该方法使用了 Kendall的tau函数.该文论证了该

方法具有的稳定性和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可扩展性,这对本文

所提出的偏好相似和独特性理论有很大的启发.文献[２３]同

样是一些关于群体共识的研究,作者建立了一种２Ｇ元组语言

偏序关系的群体共识优化模型和３种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

计算最小化个体一致性偏差的算术加权平均值来探讨２Ｇ元

组的LPR群的偏差;该文中的结论也是极为值得关注的,即

随着决策者的增加,群体共识的偏差会倾向于增加或保持

不变.

本文所提出的基于信任系统的有趣度度量框架的向量化

模型与已有工作主要存在以下不同.

(１)信任系统自提出后就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但其

概念一直没有得到较大的更新和发展.本文提出的改进信任

系统Commonbelief基于两大经典信任系统,使得信任系统

的更新更为灵活,同时兼具 Hardbelief和Softbelief的特征.

(２)现行的大多数基于协同过滤的有趣度度量方法仅仅

考虑与知识背景具有一致性的相似偏好,而较少关注用户的

个性化信息.因此,在这些度量方法中,个性化的偏好只能获

得一个较低的评分.基于本文提出的改进信任系统和新的度

量标准,度量框架通过使用信任度和偏离度指标能很好地将

共识偏好和个性化偏好区分开并从中发掘出最有价值的偏好.

(３)大部分的现有度量算法都是用单一的有趣度计算公

式或函数,而面对不同种特征的数据,有的方法并不适用,整

体上缺乏一个统一而灵活的框架.本文所提出的度量框架可

选取任意的计算公式作为信任度计算函数,再依据信任度得

出偏离度和有趣度,极大地提升了度量算法的可扩展性.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虽然已有大量的工作致力于发现

准确的偏好规则,但其仍然难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发挥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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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现有方法对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可扩展性的考虑仍有

欠缺,也没有一种很好的标准去度量偏好的有趣度,有趣的规

则往往只是一些共识性的内容,而对于用户的个性化偏好特

别是用户的小众偏好考虑甚少.

３　上下文偏好

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量主要存在两个问题:１)有
趣度标准的选择问题;２)有趣规则的选择问题.

３．１　上下文偏好规则的相关定义

假设I为一个项目的集合,X 是I 的子集(X⊆I),该项

集对应的语言为L＝２I.事务数据库 D 由L 中的多项集构

成,每个项集是数据库的一个元组,通常被称为事务(TransＧ
action),形式如表１所列.偏好数据库ξ⊆D×D 是成对事务

构成的,每条记录表示事务数据库D 上用户的一条偏好.例

如,对于ξ中的一条偏好‹t,u›(其中u和t是D 中的两条事

务),其表示与u相比用户更偏好t.图１给出了表１所代表

的５条事务和５条用户的偏好之间的联系.基于文献[２４Ｇ
２５],本文给出了上下文偏好规则及其相关定义.

图１　偏好关系

Fig．１　Preferencerelation

定义１(上下文偏好规则)　一条上下文偏好规则表示为

i＋ ≻i－|X,其中X⊆I,i－ 和i＋ 均是I－X 中的项集.

例如,在表１中,一条上下文偏好规则D≻E|B表示在出

现上下文B时,相对于E,用户更加偏好D.对于偏好数据库

元组事务t和u,若t≻u,且满足(X∪{i＋ }⊆t)∧(X∪{i－ }⊆
u)∧(i－ ∉t)∧(i＋ ∉u),则可构成偏好规则R＝i＋ ≻i－|X.

定义２(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支持度)　一条上下文偏好规

则π在偏好数据库ξ中的支持度的定义如下:

supp(π,ξ)＝agree(π,ξ)
|ξ|

(１)

支持度能反映一条上下文偏好规则被多少偏好数据库中

的条目所支持.以表１中的BD 和BE 为例,计算其构成的

上下文偏好规则 D≻E|B 的支持度:supp(D≻E|B,ξ)＝
{p１,p３}/|ξ|＝０．４.

定义３(上下文偏好规则的可信度)　一条上下文偏好规

则π在偏好数据库ξ中的可信度的定义如下:

conf(π,ξ)＝ agree(π,ξ)
agree(π,ξ)＋against(π,ξ) (２)

可信度反映的是规则与用户的偏好的一致性程度.仍以

D≻E|B 为例,其可信度为:conf(D≻E|B,ξ)＝{p１,p３}/
{p１,p３}＝１．０.

规则的支持度和规则的可信性度是一条可靠的上下文规

则的基本属性,但这些属性仅仅局限于规则本身,而对于上下

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提出一些定

义来描述规则之间的关系.

定义４(上下文偏好规则之间的距离)　在偏好数据库ξ
下,上下文偏好规则π１ 到上下文偏好规则π２ 的距离定义

如下:

dis(π１→π２,ξ)＝P(π１,ξ)－P(π１π２,ξ) (３)

规则之间的距离可以用规则在偏好数据库中出现的概率

来描述,但同时也与规则本身出现的概率有关.

例如,在表１所列的偏好数据库中,计算偏好规则π１:

D≻E|B到偏好规则π２:D≻B|C 的距离,可得 P(π１,ξ)＝

０．４,P(π１π２,ξ)＝０.因此,可得:dis(π１→π２,ξ)＝P(π１,ξ)－
P(π１π２,ξ)＝０．４－０＝０．４.

定义５(事务的向量表示)　对于事务数据库D 中包含的

所有属性attribute＝{a１,a２,a３,,am－１,am},将其按某一标

准唯一排序,得到一个新的序列.对于事务数据库中的一个

元组,其向量表示有 m 位,若第k位为１则表示该事务包含

属性ak,为０则表示ak 不被该事务所包含.

例如,在表１所列的事务数据库中有５种不同的属性,因
此事务的向量表示应有５位,事务t１ 的向量表示为{１１０１０}.

事务和上下文偏好规则的向量表示有利于数据的快速储存和

矩阵计算.

３．２　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量问题的形式化

在给定的偏好数据库下,对于已经发现的满足最小支持

度和最小可信度阈值的上下文偏好规则,首要的问题是确定

使用哪些标准去评价规则是否有趣.

问题１(有趣标准选择)给定偏好数据库ξ,上下文偏好规

则集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选取 K 种衡量规则有趣度

的标准.

给定事务数据库的全部属性attribute＝{a１,a２,a３,,

am－１,am},上下文偏好规则最多有n＝m×(m－１)×２m－２条.

很显然,对于较差的情况,推荐系统是无法给出准确推荐的.

有趣的偏好规则的定义十分模糊,并且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用户

的需求不仅是不稳定的,而且往往较为多样化,因此选取多种

标准是极为必要的.本文选取了文献[８]中所给出的偏好规则

有趣性的４条性质:独特性、新奇性、可靠性、简洁性.这４条

性质有的是相容的,有的是不相容的,其详细描述请见第４节.

在已经选定偏好规则有趣标准的情况下,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如何利用这些已有的标准.

问题２(有趣规则的选择)　给定偏好数据库ξ、上下文偏

好规则集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以及K 种有趣度度量标

准,对上下文偏好规则进行度量.

对于偏好规则集S内的偏好规则,有K 种标准可以用于

度量,但对于不相容的标准,偏好规则最多能表现出其中一

种,如何评价一条规则是否符合一种或多种有趣度标准是较

为困难的.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用户共识偏好的信任系统,

在信任系统下结合信任度(belief)和偏离度(deviation),使用

加权的余弦相似度和相关系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有趣度度

量算法IMCov和IMCos.

４　信任系统

在进行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量的过程中,需要引入一些

辅助信息.传统的主观度量过程中会要求用户提供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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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信息,但用户往往无法准确表达这些信息.而传统的客

观度量使用特定的监督信息,这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同时也

降低了算法的可扩展性.

为了降低用户的参与度并提升算法的可扩展性,本文将

所有用户的共识偏好规则作为用户的一致偏好和普遍的现象

纳入知识背景,以此来构建信任系统.而后,基于规则之间的

有向距离提出了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的概念,设计了一种

规则集的聚合算法,用于约简共识偏好的冗余部分,减小有趣

度度量过程的计算量.该算法能在不破坏规则集的特征的情

况下,利用尽可能少的规则表示尽可能多的信息.

４．１　信任系统的定义

Silberschatz等将信任系统分为两类[２６].

(１)Hardbelief:信任系统不能被新的证据所改变.如果

新的证据和信任系统发生矛盾,则认为在获得新证据的过程

中产生了错误.Hardbelief是主观的,对每个用户都不一样.

(２)Softbelief:用户可以允许新证据改变这些belief.每

个Softbelief应分配一个等级值来表明信任度,常见的方法

有贝叶斯方法、DempsterＧShafer[２７]方法和Cyc’s[２８]方法等.

以上两种信任系统分别适用于传统的主观度量和客观度

量,这些信任系统的更新成本较高并且不准确,本文中所提出

的信任系统Commonbelief是以上两类系统的改进.

Commonbelief:信任系统中的证据由全体用户给出,信

任系统不可以被新的证据改变,但达到一定的阈值条件时,新

的证据可以加入信任系统,而达不到阈值的证据则会被剪枝.

已存在的用户行为和信任系统存在矛盾,不会改变信任系统.

信任系统允许每个用户拥有与信任系统相矛盾的Softbelief.

４．２　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

规则之间的距离可以由式(３)描述,但对上下文偏好规则

集仍需要进一步的定义.基于规则之间的距离,可以进一步

提出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以描述一个规则集内规则的平

均离散程度.

定义６(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　在偏好数据库ξ下,规

则集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的平均内部距离公式的描述

如下:

avgdis(S,ξ)＝
∑
n

i＝１
　∑

n

j＝１
P(πi,ξ)－P(πiπj,ξ)

n×(n－１) (４)

其中,n是规则集S 中的规则的数目,且i!＝j.

规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是可以反映一个规则集中的规则

在概率上的分布状况,规则之间同时发生的频度越低,其平均

内部距离也就相应越大.

４．３　信任系统的建立以及规则集聚合算法PRA

４．３．１　使用共识偏好建立信任系统

若要建立一个由Commonbelief构成的信任系统用于有

趣度度量,则必须先保证加入的 Commonbelief是由全体用

户给出的,并且不能违背大多数用户的Softbelief(否则,这

些Commonbelief就没有意义).

借助用户的共识偏好可以很好地满足这一需求.在选取

用户共识偏好建立信任系统的过程中,要确保这些共识偏好

是准确的,同时还能覆盖一个较广的范围.在偏好发现过程

中,首先将所有用户的偏好数据库合并,同时采用一个较高的

支持度和可信度从中获取少量的偏好规则(由于数据库规模

极为庞大,这些规则具有很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将这些偏

好规则作为信任系统的Commonbelief的候选.

信任系统、用户偏好、用户共识偏好和Softbelief的关系

如图２所示.

图２　信任系统和用户偏好的关系

Fig．２　Relationshipbetweenbeliefsystemanduserpreference

４．３．２　偏好规则集约简算法PRA
使用共识偏好建立信任系统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共

识偏好中往往包含着重复的信息.这些重复信息不但会影响

计算的效率,还会导致偏好度量的结果被类似的偏好所影响.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也为了得到更为有效的结果,借助规

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本文提出了一种规则集的聚合算法

PRA(见算法 １)来对偏好规则集中冗余的偏好规则进 行

约简.

算法１　偏好规则的聚合算法PRA
输入:偏好规则集S,偏好数据库ξ
输出:约简后的偏好规则集SA

１．GIVEN Mindis

２．　 INITIALIZESA＝{},Maxdis＝Mindis

３．　 FORALLπi∈ S

４．　 　FORALLπj∈ S

５．　IFavgdis({πi,πj},ξ)＞Maxdis

６．　 　　 SA＝{πi,πj},Maxdis＝avgdis({πi,πj},ξ)

７．　 　ENDIF

８．　 　ENDFOR

９．ENDFOR

１０．　WHILETHESEISNEW RULEINSERTINGINTOSA
(SACANNOTBENULL)

１１．　　Maxdis＝Mindis

１２．　　FORALLπi∈ SANDπi∉SA

１３．　IFavgdis(SA∪πi,ξ)＞Maxdis

１４．　RULE＝πi,Maxdis＝avgdis(SA∪πi,ξ)

１５．　　ENDIF

１６．　　ENDFOR

１７．　　SA＝SA∪RULE

１８．　END WHILE

算法１的第１步给定一个 Mindis作为阈值,当且仅当规

则集的平均内部距离大于 Mindis时才允许新的规则加入.

算法采用贪心的策略,首先挑选了两条距离最远的规则加入

规则集,使得算法在满足阈值的条件下加入尽可能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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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见第３－９行.接下来,在剩余的规则中每次挑选一

条规则RULE加入规则集SA(见第１０－１８行),并使得规则

RULE满足avgdis(SA∪RULE,ξ)＞Mindis且avgdis(SA∪

RULE,ξ)＞avgdis(SA∪πi,ξ),其中πi∈S,πi∉SA(算法１
的第１１行、１３行、１４行保证了这一条件).最后,当没有新的

规则能加入到SA 中时,算法终止(见第１０行).

５　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度量

知识发现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分辨出哪些已发现的模式是

用户感兴趣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仅仅使用支持度Ｇ可信度

框架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支持度Ｇ可信度框架容易受到负

关联的影响;另一方面,支持度Ｇ可信度框架倾向于只描述稳

定泛化的模式,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往往不在或不限于此.因

此,在已建立的信任系统下,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有趣度度量

标准和计算方法,从不同的有趣度特性的角度考虑一条规则

是否有趣.

５．１　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特性

有趣度的衡量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本文在此引入几

种被广泛认可的定义.
(１)独特性.在基于距离的度量下,一个模式相对于其他

已发现的模式是离群的,则称这个模式是独特的.独特的模

式来源于一些特殊的数据或特殊的值,这些数据或值与其余

的数据和值没有较大的关联,但这些模式通常不被用户所知,

因此是有趣的模式.

(２)新奇性.一个模式之前从未被发现并且不被囊括于

其他任一模式中,则称这个模式具有新奇性.任一现存的数

据挖掘系统都不会去发掘用户完全已知的内容,但也不能发

掘出用户完全不知道的内容,因此新奇性难以以用户已知或

忽略的内容去推断.

(３)简洁性.一个模式包含相对少的键值对或一组模式

中含有相对少的模式时,它们都被称为具有简洁性.一个或

一组具备简洁性的模式相对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

(４)可靠性.一个模式具有可靠性,那么它应该在应用场

景中高频出现.例如若一条关联规则是可靠的,则它应该是

高支持度的.一般认为,这一性质可以通过统计学、概率和信

息检索等方式来进行度量.

由于这些定义之间不是完全相容的,偏好规则几乎不可

能同时满足所有有趣性的性质,因此一条偏好规则被认为是

有趣的,那么它至少应满足一种有趣性的性质.

５．２　基于信任系统的度量方法

依据信任系统发现具有简洁性和可靠性的偏好规则是较

为容易的;如何使用信任系统去发现具有独特性或新奇性的

规则,是接下来主要考虑的问题.

在信任系统下,一条有趣的偏好规则的有趣程度应从两

方面进行描述:１)偏好规则对信任系统的信任程度;２)偏好规

则对信任系统的偏离程度.

本文中,一条规则对信任系统的信任程度由该规则对信

任系统内的规则的最大信任度决定,而对信任系统的偏离程

度则由该规则对信任系统内的规则的平均偏离度决定.也就

是说,一条有趣度的偏好规则应与信任系统中的某一条规则

极为相符(可靠性的体现),或者是与信任系统中的所有规则

都很不同(独特性或新奇性的体现),在满足这两种条件之一

的同时,最好还能具有简洁性特征.

定义７(规则对信任系统的信任度)　一条偏好规则π０

在数据库ξ下对信任系统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的信任

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belief(π０→S,ξ)＝max(belief(π０→πi,ξ)) (５)

其中,i＝{１,２,３,,n};belief(π０→πi,ξ)是规则之间信任度

的计算公式,该公式将在４．３．１节和４．３．２节具体定义.

定义８(规则对信任系统的偏离度)　一条偏好规则π０

在数据库ξ下对信任系统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的偏离

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deviation(π０→S,ξ)＝
∑
n

i＝１
belief(π０→πi,ξ)－１

n
(６)

其中,i＝{１,２,３,,n};belief(π０→πi,ξ)是规则之间信任度

的计算公式,也就是说,偏离度的定义依赖于信任度.

描述了规则对于信任系统的信任度和偏离度之后,基于

偏好规则的有趣度原则,能进一步定义偏好规则的有趣度

公式.

定义９(偏好规则的有趣度)　一条偏好规则π０ 在信任

系统S＝{π１,π２,π３,,πn－１,πn}数据库ξ中的有趣度的计算

公式如下:

η(π０,ξ)＝

belief(π０→S,ξ),

belief(π０→S,ξ)≥abs(deviation(π０→S,ξ))

deviation(π０→S,ξ),

abs(deviation(π０→S,ξ))＞belief(π０→S,ξ)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７)

本文使用余弦相似度和相关系数给出规则之间belief的

两种具体计算公式,并给出相应的两种有趣度度量算法IMＧ
Cos和IMCov.

５．２．１　基于余弦相似度的度量方法

在使用式(５)－式(７)计算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之

前,必须先定义规则之间的信任度.

上下文偏好规则中存在着丰富的上下文,但这些上下文

信息的重要程度应是不一样的,例如当上下文很长时,规则的

前件和后件的重要性明显高于上下文中的一项.因此,在不

进行加权的情况下,余弦相似度方法是不够准确的,本节将使

用加权的余弦相似度作为规则之间的信任度.

定义１０(基于余弦相似度的规则间信任度)　一条偏好

规则π１ 在数据库ξ下对另一条规则π２ 的基于余弦相似度的

信任度计算公式如下:

belief(π１→π２,ξ)＝

k１×π＋
１ ×π＋

２ ＋k２×π－
１ ×π－

２ ＋k３×πX
１ ×πX

２

π＋
１ ＋π－

１ ＋πX
１ × π＋

２ ＋π－
２ ＋πX

２

(８)

其中,π＋
i ,π－

i ,πX
i 是上下文偏好规则πi(i＝{１,２})的i＋ ,i－ ,

X 的向量表示;k１,k２,k３ 是加权系数.

根据式(５)－式(８),给出加权的余弦相似度的偏好规则

的有趣度度量算法,如算法２所示.

算法２　规则的有趣度度量算法IMCos
Input:信任系统S,偏好规则集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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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put:RS中规则的有趣度

１．GIVENk１＝１．２,k２＝１．２,k３＝０．６(WHENRSX
i ＝０ANDπX

j ＝０,

THENk１＝１．５,k２＝１．５,k３＝０)

２．FORALLRSi∈ RS

３．　FORALLπj∈ S

４．　　GETNUMBEROF１INRS＋
i π＋

j

５．　　GETNUMBEROF１INRS－
i π－

j

６．　　GETNUMBEROF１INRSX
i πX

j

７．　　GETNUMBEROF１INRS＋
i ＋RS－

i ＋RSX
i

８．　　GETNUMBEROF１INπ＋
j ＋π－

j ＋πX
j

９．　　GETbelief(RSi→πj,ξ)ANDdeviation(RSi→πj,ξ)

１０． ENDFOR

１１． GETbelief(RSi→S,ξ)ANDdeviation(RSi→S,ξ)

１２． GETηOFRSi

１３．ENDFOR

首先,应当给出权值系数k１,k２,k３ 的两种方案,分别适

用于上下文为空和上下文不为空的情况(算法中给出的值为

样例值而非最优值).算法从第２行开始,每次选取一条用户

的个性化偏好规则RSi,在第３－１０行的过程中计算这条规

则对信任系统中的每一条规则的信任度和偏离程度,并根据

这一结果在第１１行得到RSi 与信任系统的信任度和偏离程

度,最后在第１２行依据式(７)得出规则的有趣度.

５．２．２　基于相关系数的度量方法

实际上,规则之间往往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例如规则与规

则可能构成关联规则中的频繁项集,而有一些规则会与另一

些规则互斥.因此,本节使用相关系数来描述规则之间的信

任度,以此进行有趣度度量.随着偏好数据库的增大,算法的

准确性也会得到提升.

定义１１(基于相关系数的规则间信任度)　一条偏好规

则π１ 在数据库ξ下对另一条规则π２ 的基于相关系数的信任

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belief(π１→π２,ξ)＝ Cov(π１,π２)
σπ１σπ２

(９)

其中,σπ１ 和σπ２ 分别是π１ 和π２ 的标准差,Cov(π１,π２)是π１

和π２ 的协方差.

基于式(９),可得规则的有趣度度量算法IMCov,如算法

３所示.

算法３　规则的有趣度度量算法IMCov
Input:信任系统S,偏好规则集 RS

Output:RS的有趣度

１．FORALLRSi∈ RS

２．FORALLπj∈ S

３．　GETCov(π１,π２)

４．　GETσπ１,σπ２

５．　GETbelief(RSi→πj,ξ)ANDdeviation(RSi→πj,ξ)

６．ENDFOR

７．GETbelief(RSi→S,ξ)ANDdeviation(RSi→S,ξ)

８．GETηOFRSi

９．ENDFOR

算法３第１行从偏好规则集中选取一条规则RSi;第２－
７行描述了在信任系统下获得这条规则对信任系统的信任度

和偏离度的过程,第３行中求取Cov(π１,π２)时可以将频率视

作期望,第４行中计算标准差时应当使用无偏估计;规则的有

趣度在算法３的第８行中依据式(７)得出.

６　实验与分析

本节主要通过实验对本文算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６．１　数据集和评测标准

实验采用 MovieLensＧ１０M 和 MovieLensＧ２０M 数据集.

其中,MovieLensＧ１０M 数据集包含在线电影推荐服务 MovieＧ

Lens的７１５６７位用户应用于１０６８１部电影的１０００００５４个评

级和９５５８０个标签,所有选定的用户至少为２０部电影进行了

评分;MovieLensＧ２０M 数据集包含了１３８４９３位用户对２７２７８
部电影的２００００２６３个评级和４６５５６４个标签.测试集和训练

集的拆分由 MovieLens提供的脚本自动完成.

实验所使用的评价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类.
(１)召回率(Recall).在偏好数据库ξ下,偏好规则集S

的召回率计算公式的描述如下:

Recall(S,ξ)＝|{‹t,u›∈ξ|t≻u}|
|ξ|

(１０)

召回率用于描述偏好规则(集)对偏好数据库的覆盖程

度,即是否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用户的偏好.若偏好规则(集)

覆盖了较多的偏好,说明这些偏好规则是泛化的,而泛化的规

则往往具有可靠性.

(２)准确率(Precision).在偏好数据库ξ下,偏好规则集

S的准确率计算公式的描述如下:

Prec(S,ξ)＝ |{‹t,u›∈ξ|t≻u}|
|{‹t,u›∈ξ,t≻u∨u≻t}|

(１１)

准确率是偏好规则(集)准确性的体现,表现规则(集)在

预测偏好过程中的正确性.
(３)F１ＧMeasure.在偏好数据库ξ下,偏好规则集S 的

F１ＧMeasure计算公式的描述如下:

F１ＧMeasure(S,ξ)＝Prec(S,ξ)×Recall(S,ξ)
Prec(S,ξ)＋Recall(S,ξ) (１２)

F１ＧMeasure是准确率和召回率的加权平均.

(４)偏好强度(Favoritism).在偏好数据库ξ下,偏好规

则集S的所覆盖偏好数据库元组的平均偏好强度的计算公

式的描述如下:

Fav(S,ξ)＝|t．rating－u．rating|‹t,u›∈ξ,t≻u|
|{‹t,u›∈ξ,t≻u}|

(１３)

偏好强度用于描述偏好规则(集)所覆盖的偏好的平均强

度.用户对感兴趣的内容无疑会抱有强烈的偏好倾向.偏好

规则覆盖的偏好的强弱程度与偏好规则的有趣程度有很大的

关联.

６．２　PRA算法的聚合结果

该实验的目的是验证 PRA 算法的性能,一方面是展示

PRA 算法聚合前后的共识偏好规则集,另一方面是说明通过

各项指标在聚合前后的变化来表现PRA 算法的正确性.

图３给出了在固定的最小可信度阈值下,使用不同的最

小支持度阈值生成的共识偏好规则集在使用 PRA 算法聚合

前后的召回率、准确率和偏好强度的变化.其中,PRA 算法

的最小平均内部距离阈值为规则集内的规则的平均支持度的

１．５倍,平均筛去了约２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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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召回率的变化

(b)准确率的变化

(c)偏好强度的变化

图３　共识偏好规则集聚合前后的特征变化

Fig．３　Featurevariationsofcommonpreferencerulesetbeforeand

afteraggregation

从图３(a)中可以看出,共识偏好规则集的召回率是较高

的,但随着最小支持度阈值的变化却没有发生较为明显的变

化.这是由于生成这些偏好规则的偏好数据库包含了数万个

用户,这些用户的偏好是相互独立的,一些较为泛化的规则能

覆盖大部分的Commonbelief,但Softbelief是共识偏好难以

涵盖的,因此即便采用较小的最小支持度阈值也难以提高共

识偏好规则集的召回率.而PRA算法在筛去２５％的偏好规

则的同时,仅仅降低了４％~５％的召回率,表明PRA算法有

效降低了规则集的冗余程度,被筛去的规则大多是一些具有

较高支持度的Softbelief.在图３(b)中,共识偏好规则集在

最小可信度阈值为０．７的情况下生成共识偏好规则集的准确

率维持在０．９左右,说明这些偏好规则是极为准确的,而且经

过PRA算法约简后准确率曲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在图

３(c)中,偏好强度在约简后也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在以上３个实验中,知识背景规则集的准确率、召回率和

偏好强度都处于较高的水平,这说明在所有用户的共识偏好

中发现的偏好规则是准确且稳定的;而且通过PRA算法聚合

后的规则集减少了２５％,其各项指标都没有发生较大变化,

说明PRA算法很好地发挥了预期的作用,筛去了冗余的和一

些个性化的偏好规则.

当最小支持度阈值为０．０１、最小可信度为０．７时,筛选

前后的共识偏好规则集如表３、表４所列.

表３　原始的共识偏好规则集

Table３　Originalcommonpreferenceruleset

No． i＋ i－ Context 支持度 可信度

１ Drama Children’s NULL ０．０５５１ ０．９７１０
２ Documentary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０２ ０．９８９０
３ Comedy Children’s NULL ０．０２１２ ０．９４９１
４ Romance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１２ ０．９８０１
５ Crime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０１ ０．９９４４
６ Thriller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４８ ０．９６４８
７ War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１５ ０．９９０２
８ FilmＧNoir Drama NULL ０．０１０５ ０．９８９３
９ FilmＧNoir Horror NULL ０．０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０ FilmＧNoir Comedy NULL ０．０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１ Documentary Drama NULL ０．０２２１ ０．７７７８
１２ Drama Adventure NULL ０．０４９０ ０．７９５４
１３ Drama Horror NULL ０．１３６３ ０．９８０６
１４ Drama Comedy NULL ０．１１４９ ０．７５３９
１５ Drama Musical NULL ０．０１８２ ０．８４３６
１６ Crime Drama NULL ０．０１２２ ０．９０７４
１７ Drama Action NULL ０．０５５９ ０．８０２９
１８ Drama SciＧFi NULL ０．０４９６ ０．８４５１
１９ Documentary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９４３
２０ Documentary Comedy NULL ０．０２８１ ０．９０６４
２１ Documentary Action NULL ０．０１２９ ０．９１３７
２２ Adventure Horror NULL ０．０１９０ ０．９４４９
２３ Comedy Horror NULL ０．０５５０ ０．９６２２
２４ Mystery Horror NULL ０．０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５ Romance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８８７
２６ Crime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９７７
２７ Action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２ ０．９６９２
２８ Thriller Horror NULL ０．０３１２ ０．９９１０
２９ War Horror NULL ０．０２９１ ０．９９４２
３０ Mystery Comedy NULL ０．０１２４ ０．９５６２
３１ Romance Comedy NULL ０．０１３４ ０．８１６６
３２ Crime Comedy NULL ０．０２５３ ０．９４９９
３３ War Comedy NULL ０．０２５７ ０．８８４４
３４ Romance Action NULL ０．０１０２ ０．８１５９
３５ Crime Action NULL ０．０１０１ ０．９６２３
３６ Thriller Action NULL ０．０１２６ ０．７２７１

表４　PRA算法聚合后的共识偏好规则集

Table４　CommonpreferencerulesetafteraggregationusingPRA

No． i＋ i－ Context 支持度 可信度

１ Drama Horror NULL ０．１３６３ ０．９８０６
２ Drama Comedy NULL ０．１１４９ ０．７５３９
３ Drama Action NULL ０．０５５９ ０．８０２９
４ Comedy Horror NULL ０．０５５０ ０．９６２２
５ Drama Children’s NULL ０．０５５１ ０．９７１０
６ Drama SciＧFi NULL ０．０４９６ ０．８４５１
７ Drama Adventure NULL ０．０４９０ ０．７９５４
８ Documentary Comedy NULL ０．０２８１ ０．９０６４
９ Thriller Horror NULL ０．０３１２ ０．９９１０
１０ Documentary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９４３
１１ War Horror NULL ０．０２９１ ０．９９４２
１２ Crime Comedy NULL ０．０２５３ ０．９４９９
１３ War Comedy NULL ０．０２５７ ０．８８４４
１４ Documentary Drama NULL ０．０２２１ ０．７７７８
１５ Crime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９７７
１６ Romance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９ ０．９８８７
１７ Action Horror NULL ０．０２４２ ０．９６９２
１８ Comedy Children’s NULL ０．０２１２ ０．９４９１
１９ Adventure Horror NULL ０．０１９０ ０．９４４９
２０ Drama Musical NULL ０．０１８２ ０．８４３６
２１ FilmＧNoir Horror NULL ０．０１６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２ Thriller Children’s NULL ０．０１４８ ０．９６４８
２３ FilmＧNoir Comedy NULL ０．０１４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４ Mystery Horror NULL ０．０１４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５ Documentary Action NULL ０．０１２９ ０．９１３７

表３、表４中,所有规则的上下文都为空.这是因为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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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用户偏好元组组成的偏好数据库中,具有较长上下文

的规则往往由于过于具体而很难有一个较高的支持度,这也

符合一般常识.但较少的上下文信息不利于IMCos算法的

有效度量,因此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本文减少了用户的数量

(从１３８４９３位用户减少至７１５６７位用户),并采用了一个较低

的最小支持度阈值.

６．３　IMCos算法和IMCov算法的有趣度度量结果

该实验使用固定的最小支持度阈值０．００５和最小可信度

阈值０．７生成规则集,并将经由IMCos算法和IMCov算法度

量后的规则集和不做处理的规则集的 TopＧK(K ＝５,１０,,

５０)条规则的平均准确率、召回率和偏好强度进行比较,其中

召回率和准确率的计算在测试集中完成,偏好强度的计算在

训练集中完成.该实验的目的是证明IMCos算法和IMCov
算法对有趣度度量的有效性,并表现信任度、偏离度和有趣度

之间的关联和特性.

图４给出了１０００位用户的原始偏好规则集和经IMCos
算法度量排序后的 TopＧK 条偏好规则的平均召回率、准确率

和偏好强度.从召回率可以看出,信任度排序的 TopＧK 的规

则拥有较高的召回率,这是因为共识偏好规则往往是符合可

靠性标准的,而一条规则对于信任系统的信任度高,说明该规

则与信任系统相似,同样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即被较多的偏好

所支持.在K 值较小时,偏离度高的规则的准确率极高,远

超K 值较大时的平均准确率,这是由于偏离度高的规则来自

一系列或一类特殊的行为,这些行为恰恰是用户的个性化行

为,因此偏离度高的规则的准确率极高.在偏好强度的实验

结果中,有趣度高的偏好规则的偏好强度是最高的,说明高有

趣度的规则覆盖的用户偏好都是强烈的.尽管４条曲线的差

值不大,但偏好强度是被覆盖偏好的评分的平均值(１０００位

用户的 TopＧ５的规则至少覆盖了４０万条偏好),因此即便是

极小的差值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图４　IMCos算法的度量结果

Fig．４　MeasureresultsofIMCosalgorithm

　　图５给出了１０００位用户的原始偏好规则集和经IMCov
算法度量排序后的 TopＧK 条的平均召回率、准确率和偏好强

度.准确率最高的规则依旧是偏离度最高的规则,也正是由

于这些规则来自一些用户个性化的行为,因此这些规则的召

回率依旧较低(但仍然优于原始规则集).有趣的是,召回率

最高的规则不是信任度最高的规则,而是有趣度最高规则;并

且在K 值较小时,召回率几乎达到了原始规则集的两倍,而

且随着K 值的增大很快开始呈现收敛的趋势,这表明覆盖了

较多偏好条目的规则基本已经被包括了;同时,有趣度 TopＧ

５的规则的平均准确率也接近０．９,偏好强度也维持在一

个相对较高的水平,这很好地体现了使用有趣度进行度量

的有效性.

图５　IMCov算法的度量结果

Fig．５　MeasureresultsofIMCovalgorithm

　　结合图４和图５可以得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首先,

依照有趣度进行排序虽然并不是在所有指标上都是最优的,

但在大部分情况下的结果都十分优秀,这很好地说明了有趣

度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此外,偏离度和信任度单独的

作用也值得肯定.另一方面,在原始偏好规则集中,准确率较

高或召回率较高的规则是散乱分布的,通过IMCos算法和

IMCov算法均可以很好地找出这些规则,但IMCov算法的度

量结果略优于IMCos算法.与此同时,IMCov算法的开销高

于IMCos算法(计算标准差和协方差需要较多的计算和数据

库扫描)的开销,并且IMCov算法对偏好数据库的规模有着

较为严重的依赖.因此,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选择不同的信

任度计算公式是极为重要的.

综合６．２节和６．３节可以发现,具有偏离度高的规则的

准确率往往都很高,但这些规则的召回率往往不高;信任度高

的规则的召回率很高,但准确率相对较低.传统的观念认为,

召回率和准确率是难以同时兼顾的,但使用有趣度排序时却

得到了一个良好的结果.实验结果表明,基于信任系统的有

趣度量方式能为推荐系统提供多种解决方案.例如,除了使

用有趣度高的规则进行推荐外,还可以使用偏离度高的规则

精准地推荐用户的小众偏好,或使用信任度高的规则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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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识偏好规则为新用户提供推荐.这很大程度地提升了

推荐系统的性能,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冷启动问题.

６．４　相关度量算法的比较

为了进一步体现度量框架的优越性,本节将从召回率、准

确率和F１ＧMeasure的角度,来展示IMCos算法和IMCov算

法与最新的CONTENUM[２]算法和TKO[２９]算法所发现TopＧ

K 规则的对比结果,其中 K＝{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RAW 表示

未经排序的结果.

图６(a)给出了召回率的对比结果.可以发现,IMCov算

法所发现的 TopＧK 规则在所有K 值的情况下所具有的召回

率均明显优于其他结果.这说明在偏好数据库较大而上下文

信息较为匮乏的情况下,相比基于上下文匹配的方式,基于概

率的模型更为有效,并且基于信任度和偏离度的选择机制在

保证准确性的同时也保障了规则具有良好的泛化性.CONＧ

TENUM 算法基于信任度和可信度对规则进行排序,表现仅

次于IMCov算法,这表明经典的支持度可信度在有趣度范畴

内仍具有良好的参考价值.尽管共识偏好中严重缺乏上下

文,但基于信任度Ｇ偏离度框架的IMCos算法的表现依然较

为良好,略优于 TKO算法.尽管在 K 值较小时由于数据库

中的上下文信息不够丰富,IMCos算法的表现稍逊于 CONTＧ

ENUM 算法,但随着K 值的增大,这一差距逐渐缩小.

图６(b)给出了各算法的准确率.可以看出,４种算法所

发现 TopＧK 规则的准确率均随K 值的增大而降低,并最终

收敛于平均准确率.其中,IMCov 算法仍是表现最好的算

法,在K＝１０时,其准确率相比未经筛选的结果高出了１７％,

比其他算法高出了５％~１０％.在 K 值较小时,IMCos算法

仅优于 TKO算法,而随着K 值的增大,IMCos算法的表现趋

于优秀,在K＝５０时其表现仅次于IMCov.

图６(c)给出了４种算法的F１ＧMeasure结果.可以很明

显地得出,在这一指标下,IMCov算法最为优异,这也符合之

前的实验结果.有趣的是,随着 K 值的增大,所有算法的

F１ＧMeasure值都有所上升,这是因为 K 值的增大使得召回

率逐渐上升,尽管准确率有所下降,但是所有规则的准确率都

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因此产生了这一结果.RAW 数据的F１Ｇ
Measure值呈线性增长,这也从侧面体现了 F１ＧMeasure值随

K 值而增大.

(a)召回率的比较 (b)准确率的比较 (c)F１ＧMearsure的比较

图６　相关算法的比较

Fig．６　Comparsionamongrelativealgorithms

　　综合来看,IMCov算法的表现最为优秀,在几乎所有情

况下,都优于其他算法;而IMCos算法的表现随着数据库中

上下文信息的丰富程度的提升而提升,在知识背景规则集的

上下文信息为空的情况下,其表现仍优于 TKO算法,且在 K
值较大时F１ＧMeasure值更为稳定.

结束语　本文主要对信任系统下对上下文偏好规则进行

有趣度度量的问题展开了研究,定义了上下文偏好,分析了上

下文偏好有趣度度量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定性、定量地给出

了上下文偏好规则的有趣度计算方法.首先,提出了一种

Commonbelief的概念,并设计了一种改进的信任系统,同时

给出了共识偏好聚合算法,用于进一步优化和精简信任系统,

以提升其效率和准确性;在此之上,提出了一种基于信任系统

的有趣度度量框架,基于信任系统计算规则对信任系统的信

任度和偏离度,以此来确定一条规则是否有趣;为了对框架进

行有效性验证,分别使用余弦相似度和相关系数作为范例,给

出了具体的信任度、偏离度和有趣度的计算公式,给出了相应

的有趣度度量算法,并相应地将整个框架向量化,以提升效

率;最后,将算法IMCos和IMCov与相关的度量算法进行比

较.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所提算法的偏好度量结果是准确的,

并且很好地考虑了用户的个性化和潜在需求,而不是一味地

追求结果的可靠性.

总的来说,本文提出的规则集聚合算法高效且准确,在不

需要监督信息的情况下能很好地滤去冗余规则,且仅产生极

小的信息损失.偏好度量框架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能使用

任意的计算公式,极大地拓展了其在实际中的应用领域,并且

在准确率、召回率和F１ＧMeasure等指标上相比最新的算法也

有较大的提升.

在未来工作中,为了进一步提升算法的可扩展性和准确

性,将致力于以下方面的研究:

(１)当偏好数据库中用户数较少时,共识偏好较不稳定,

可尝试找到一种能从较少的用户偏好中发现泛化的共识偏好

的算法.

(２)引入更多种信任度函数,并通过机器学习的方式使用

不同种特征的数据集进行训练,以此来给出不同情况下的最

优解决方案.

(３)在考虑正偏好的同时考虑负偏好的影响,以进一步提

升度量框架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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