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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卫星遥测数据流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方法
周忠玉　　皮德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６）

摘　要　模式挖掘是应用于卫星智能监控服务中的一项重要技术．当前频繁模式挖掘的使用率要远远高于稀有模
式挖掘，然而对于卫星遥测数据流来说，频繁模式挖掘在安全监测和故障预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不如稀有模式
挖掘．因为频繁模式挖掘无法从卫星的遥测数据中揭示卫星可能存在的潜在故障．卫星遥测是持续不断进行的，所
以其数据流存在数据量大、传输速度快和数据重复性高的特点．如果采用一般的稀有模式挖掘方法来挖掘卫星数
据流，尽管其速度比频繁模式挖掘快，但总体上仍然较慢，不能满足卫星实时监测的需要．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
一种可快速找出卫星遥测数据流中隐藏信息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方法，它具有如下优点：（１）无需卫星领域知识；
（２）引用滑动窗口技术并将主观参数（窗口尺寸）客观化，使得算法能够实时地处理数据流；（３）通过仅挖掘最小稀
有模式方式来提高算法的挖掘效率；（４）该算法使用双向遍历技术提高算法的运行速度．从某在轨卫星的遥测数据
流中选取１０个关键特征参数进行算法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算法能有效地从卫星遥测数据流中挖掘出全
部的最小稀有模式，并且其挖掘速度比现有的方法快．

关键词　最小稀有模式；卫星；遥测数据流；自顶向下；自底向上；双向遍历；模式挖掘；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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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是一款服务于全

球的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定位
精确度为１０ｍ，测速精确度为０．２ｍ／ｓ，授时精度为
１０ｎｓ的高精度服务．它主要由３５颗卫星组成，目前
广泛应用于电信、交通、救灾、测绘等诸多领域［１］．它
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传输大量的实时监测数据，但
由于太空环境复杂多变，卫星的健康安全时刻面临
着威胁挑战［２３］．因此，为了确保北斗卫星的正常运
行，必须提供一种智能服务来自动监控卫星的运行
状态，并实时地处理卫星遥测数据．

卫星遥测数据是以数据流的形式呈现的．所谓
数据流是指只能以预先规定的顺序被读取一次的数
据序列［４］．起初，卫星产生的海量数据流大多用二三
级存储设备进行存储，但随着内存技术和处理器技
术的进步，使得二三级存储设备的数据处理速度越
来越跟不上数据传输的速度［５］．如果数据处理的速
度比数据传输的速度慢，就会导致大量的信息流失，
这对于卫星的健康检测来说是不允许的．因此，有必
要对卫星遥测数据流进行实时处理．但是遥测数据
流的处理是十分困难的，原因如下：

（１）卫星遥测数据流的传输速度非常快，需要

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的数据［６］．因此除了对硬件的
性能要求外，处理算法必须是高效的、健壮的．

（２）遥测数据流在卫星生命周期内是无限传输
的，无法进行一次性处理，也无法得到最终的处理结
果［６］．所以必须对数据流进行实时分段处理，从而得
出部分处理结果．

（３）卫星遥测数据流的数据维度较大［６］，导致
其数据容量远超二三级存储设备的容量．所以为了
保存完整的未经处理的数据信息，避免数据丢失，需
要进行实时的数据处理，以便及时地得到部分的处
理结果．在必要时，可以放弃已经处理过的无用数
据，以便接纳新的遥测数据．

现如今，在轨卫星主要采用自主运行为主，地面
遥控为辅的方式运行，卫星发送的遥测数据是地面
人员监测卫星设备状态的唯一依据［７］．卫星由多个
分系统组成，各个分系统根据需要在一些关键部件
上设置遥测点，智能监控系统按一定周期对各个遥
测点上的数值进行采集，包括角度、电流值、电压值、
压力值、温度值、状态字、标识符、同步字等．由于采
集到的卫星遥测数据是一种含有噪声和缺失值的高
维大数据流，所以传统的人工服务和一般的数据分
析工具无法满足卫星遥测数据的分析要求．因此，卫
星监测系统需要一种智能服务来代替人工服务．它
不仅能够实时地监控在轨卫星的参数状态，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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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供一种高效的遥测数据分析方法，用于实时地
挖掘卫星大数据流，而模式挖掘方法恰能满足这种
要求［８］．遥测数据的模式挖掘对于卫星的自动异常
检测和故障诊断都非常重要，是一种具有广阔应用
前景的智能监控手段［７］．

目前智能服务的研究热点主要是关于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和传感器等背景下的研究［９１２］．在卫星传
感器和数据挖掘的背景下，针对卫星智能监控方面
的研究绝大多数都致力于研究频繁模式挖掘，而稀
有模式挖掘研究甚少［７，１３１５］．然而在卫星态势安全
预防等领域，稀有模式挖掘更有研究意义与实用价
值，因为它可以从少部分信息中揭示出频繁模式挖
掘无法发现的隐藏信息［１６］，而这些信息通常应用于
卫星安全监测．一种做法是将挖掘出的最小稀有模
式作为异常发现方法的输入数据，之后通过计算异
常因子来识别卫星存在的潜在异常．例如：２０１５年，
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等人［１７］在乳腺癌异常检测的背景下，提
出了一种通过挖掘稀有模式的方式来检测异常值的
方法，并且通过实验证明其效率和准确率都高于基
于频繁模式的异常检测方法．通过挖掘稀有模式应
用于卫星异常检测的基本思想是，那些构成最小稀
有模式生成源的观察结果可能是异常值，因为它与
所考虑的其它观察结果相比具有“区别特征值”［１７］．
因此，稀有模式挖掘作为一种重要的模式挖掘方法，
可以智能地发现卫星遥测数据中的稀有模式，进而
服务于在轨卫星智能监控．尽管稀有模式挖掘方法
还不如频繁模式成熟，但仍然存在一些稀有模式挖
掘算法，它们的应用意义及效率要远高于现有的频
繁模式挖掘算法，例如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ＲＰＭ［１８］算法．

稀有模式一般是指支持度小于指定最小支持度
阈值的模式，但随着算法要求的变化，也有不同的定
义．例如，Ｂｈａｔｔ和Ｐａｔｅｌ［１９］提出的以最大约束为限
制条件的稀有模式，当且仅当该模式的支持度小于
指定的最小频繁支持度阈值并且大于或者等于指定
的最小稀有支持度阈值时，才可以称为稀有模式．与
大多数以静态数据为研究对象的模式挖掘相比，以
动态数据流为对象的模式挖掘要困难许多，这是因
为数据流包含一系列连续到达的、无限的和无序的
数字序列［６］，并且这些数字序列通常只能读取一
次［４］．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Ｃｈａｎｇ和Ｌｅｅ［２０］提出了采
用滑动窗口机制挖掘数据流的方法，得到了不错的
实验结果．其后的许多研究者都采用滑动窗口技术
来处理数据流，例如Ｌｅｉ［１６］和Ｚｈａｎｇ等人［２１］．通过
滑动窗口可以对数据流进行实时地处理，从而克服

处理数据流对象的困难．卫星遥测数据流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总结如下：

（１）在缺乏专业领域知识的前提下，如何从遥
测数据流中挖掘出最小稀有模式．已有的数据流处
理方法通常会涉及很多专业领域知识［２２２３］，从而增
加了卫星遥测数据流挖掘的难度，也阻碍了研究成
果的应用．

（２）如何发现少部分数据中的隐藏信息．稀有
模式挖掘不如频繁模式挖掘成熟，我们可以借鉴的
算法很少．目前，大多数算法都是从大部分数据中挖
掘出频繁模式，找出相应的规律，并将少部分数据直
接舍弃．然而，卫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运行
的，那些少部分数据中可能隐藏着卫星潜在的不正
常运行的重要信息．

（３）如何实时处理数据流．由于数据流的诸多
特性，导致以动态数据流为对象的算法比以静态数
据为对象的算法要困难许多．

（４）如何设定滑动窗口的尺寸．滑动窗口尺寸
通常是一个主观变量，对用户敏感，不具客观性．

（５）如何提高挖掘算法的效率．传统的稀有模
式挖掘算法在处理卫星遥测数据流时速度较慢，因
为它们首先需要生成全部的候选集，然后再从候选
集中选出符合要求的模式．

针对上述困难和挑战，本文做出的主要贡献
如下：

（１）针对卫星遥测数据流，本文提出了一种无
需专业领域知识的挖掘算法，该算法只需要输入一
定格式的遥测数据就可以挖掘出最小稀有模式．考
虑到用户缺乏卫星专业领域知识，因此在设计算法
时，仅以遥测数据为研究对象，不借助偏差、帆板旋
转角等任何卫星领域知识．这样可以使得卫星的智
能监控服务系统在挖掘模块和知识库上的耦合度较
低．否则，一旦专业知识库出错或缺乏，就会导致挖
掘模块无法运行．

（２）本文提出了一种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
ＭＲＰＴＢ（ＭｉｎｉｍａｌＲａｒ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ｏｐｄｏｗｎ
ａｎｄＢｏｔｔｏｍｕｐ）．该算法通过挖掘最小稀有模式来
揭示隐藏在少部分数据中的规律［１６］．与频繁模式挖
掘不同，该算法以少部分卫星遥测数据流为研究对
象，目的是找出在少部分数据中隐藏的有用信息．

（３）本文首先使用连续小波去除卫星遥测数据
的噪声，然后通过小波方差模拟出遥测数据流的第
一主周期．为了使滑动窗口尺寸只与数据流本身相
关，而不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我们以数据流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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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周期为参照，设定滑动窗口的尺寸．然后再将滑
动窗口技术应用于卫星遥测数据流．该技术主要对
卫星遥测数据流进行分段，使得ＭＲＰＴＢ算法能够
实时地处理海量的卫星遥测数据流．

（４）ＭＲＰＴＢ算法无需生成全部候选集，也无
需挖掘出全部稀有模式．最小稀有模式能够表征所
有稀有模式，但其生成数量却远小于稀有模式．该算
法通过挖掘最小稀有模式来提高算法效率．此外，为
了进一步提高算法的运行速度，算法同时使用自顶
向下和自底向上的双向遍历技术来生成树的候选
集，寻找最小稀有模式，提高算法效率．

通过真实的卫星遥测数据对所提算法进行验
证，大量实验表明本文所提的算法是有效的，并且其
运行速度要高于传统算法．

本文第２节介绍稀有模式挖掘领域的相关工
作；第３节引入模式挖掘的预备知识，给出最小稀
有模式挖掘算法和示例，分析算法的理论复杂度；
第４节进行实验并分析实验对比结果；第５节总结
全文．

２　相关工作
目前，模式挖掘以频繁模式挖掘居多，而稀有模

式挖掘相对较少［１６］．从现有的关于稀有模式挖掘的
研究来看，大多数关于稀有模式挖掘的研究都是基
于静态数据的．但是，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飞
速发展，基于动态数据的稀有模式挖掘方法也许更
为实用．本文将现有的稀有模式挖掘方法分为２类
（如表１所示），即基于静态数据的稀有模式挖掘和
基于动态数据流的稀有模式挖掘．

表１　稀有模式挖掘分类
类型１：基于静态数据
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ＲＰＭ 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 ＡｆＲＩＭ ＲＰＴｒｅｅ
类型２：基于动态数据流

ＳＲＰＴｒｅｅ ＭＩＰＤＳ ＭＲＳＰＳＷＳＲＡＭ

２１　基于静态数据的稀有模式挖掘
当从一般的密集型数据中挖掘稀有模式时，模

式增长法有较大的优势．但在处理稀疏数据集和短
格式数据集时，该方法存在性能上的缺陷．为此，
Ｂｏｒａｈ和Ｎａｔｈ［１８］提出了Ｈｙｐ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ＲＰＭ算法．
该算法采用基于队列的超链接数据结构，使得算法
在挖掘稀有模式的同时能够自动调整链接，从而减
少树结构的内存开销．由于该算法主要处理稀疏数

据集和短格式数据，所以在挖掘密集型数据的稀有
模式时，其性能不如模式增长类的算法．

Ｙｕｎ和Ｒｏｕｎｔｒｅｅ［２４］根据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提出了
一种稀有模式挖掘算法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该算法可
以发现“完美的零星规则”，所谓“完美的零星规则”
是指在发现的规则中，模式本身以及模式中包含的
所有单个项都是稀有的．在算法结构上，该算法采用
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相似的自下而上的搜索方式．在阈
值设定上，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算法设定了２个阈值，即
最小支持度阈值和最大支持度阈值．只有支持度在
最小支持度阈值和最大支持度阈值之间的模式才认
为是稀有的．然而，该算法只能挖掘“完美的零星规
则”，对于那些“不完美的零星规则”（即在规则中，模
式本身是稀有的，而单个项是频繁的）则无法挖掘．

与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算法不同，Ａｄｄａ等人［２５］提
出的ＡｆＲＩＭ算法没有采用自底向上的搜索方式，
而是采用了自顶向下的搜索方法．该算法通过将
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实例化来解决稀有模式挖掘的问题．由
于ＡｆＲＩＭ算法没有考虑舍弃那些支持度为０（支持
度为０的项通常不具有实际意义）的项，所以其运行
效率不高．

由于上述算法大多数是基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所
以通常会生成大量的候选集，并且需要繁琐的剪枝
策略．为此，这类算法需要大量的时间来执行这个过
程，从而导致算法的运行效率不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许多研究者们开始采用基于ＦＰＧｒｏｗｔｈ算法的
树形结构来代替类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剪枝策略，从而
避免在候选集生成和剪枝步骤上浪费大量的时间．
例如，Ｔｓａｎｇ等人［２６］提出的基于ＦＰＴｒｅｅ结构的
ＲＰＴｒｅｅ算法．该算法只需要对数据库进行一次扫
描就可以挖掘出符合条件的稀有模式，其运行时间
比使用Ａｐｒｉｏｒｉ策略的算法少很多．但是该算法仍
有一些缺点，它只会生成特定类型的稀有模式，存在
像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算法那样无法挖掘出“不完美的
零星规则”的问题．
２２　基于动态数据流的稀有模式挖掘

２０１２年，Ｈｕａｎｇ等人［２７］提出了一种使用树形
数据结构来搜索数据流的稀有模式方法，称之为流
式稀有模式树ＳＲＰＴｒｅｅ．为了与数据流的传输速度
同步，ＳＲＰＴｒｅｅ算法采用了滑动窗口技术，并且该
算法可以仅对数据流进行一次扫描就可以找出所需
结果．此外，该算法既可以挖掘动态数据流，也可以
挖掘静态数据．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数据分布，该算
法设置了不同的滑动窗口大小来进行稀有模式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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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但是人为的预定义滑动窗口大小，始终无法赶
上流数据分布的变化．该算法可以改为动态调整滑
动窗口和阈值的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流数据
环境．
２０１５年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等人［１７］提出了一种最小稀

有模式挖掘算法ＭＩＰＤＳ．该算法首先将数据流转
换为二进制矩阵的形式，以此矩阵为处理对象，采用
滑动窗口以跟上数据流分布的变化．此外，他们还提
出了一种扩展算法ＭＩＦＰＯＤ，该算法针对ＭＩＰＤＳ
算法挖掘出的最小稀有模式，计算出基于异常值的
最小稀有模式因子ＭＩＦＰＯＦ，然后根据ＭＩＦＰＯＦ判
断数据流中的异常值．但该算法存在２个缺点：（１）将
数据流转换为二进制矩阵的形式，可能会丢失部分
信息；（２）该算法采用了固定的最小支持度阈值，没
有考虑概念漂移，不能适应数据流的变化．

传统的模式挖掘有２种局限性：（１）在静态的数
据集中进行挖掘；（２）结果仅是频繁模式．为了突破
这种局限性，Ｏｕｙａｎｇ［８］在２０１７年提出了ＭＲＳＰＳＷ
算法．该算法能够在动态的数据流中挖掘稀有模式．
该算法与ＭＩＰＤＳ算法类似，采用滑动窗口技术来
与数据流的变化同步．从其实验结果可知，算法是高
效的．但是算法用的是合成数据，不能证明该算法在
真实数据上是正确的、有效的．

为了确保网络服务质量，Ｌｉｕ等人［２８］于２０１７年
提出了一种针对网络性能的挖掘方法，称之为基于
Ｓｐａｒｋ的稀有关联规则挖掘算法ＳＲＡＭ．该算法采
用ＦＰＧｒｏｗｔｈ数据结构，并结合Ｓｐａｒｋ等大数据技
术，可以快速地从动态数据流中挖掘出符合条件的
稀有关联规则．由于该算法的目的是确保网络服务
质量，所以将重心放在ＮＰＣ和ＫＱＩ的异常值检测
上．据实验分析可知，该算法的准确度为８５％，仍然
有较大的晋升空间．

３　高效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
本节给出基于双向遍历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

法．在３．１节介绍一些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的预备知
识；在３．２节给出对应的算法和解释算法的简单示
例；３．３节给出算法的效率分析；３．４节分析算法的
复杂度．
３１　预备知识

定义项集犐＝｛犻１，犻２，…，犻犿｝，其中犻犽（１犽犿）
为一个项，每一个项表示事务的一条信息．假设事务
数据流犇犛＝｛狋１，狋２，…，狋狀｝表示一个狀事务的集合，

其中狋犻（１犻狀）是一组项的集合，当狀→∞时表示
该数据流有无穷多个事务．如果一个项的集合犐′＝
｛犻狌，犻狏，…，犻狑｝犐（狌，狏，狑∈［１，犿］）是非空的，那么
称这个集合犐′为项集或者模式．如果项集犐′包含
犽个项，则项集犐′的长度｜犐′｜＝犽，并且称该项集为
犽项集．一个数据流事务狋犻通常用一个形如〈犜犻犱，犐犻犱〉
的二元组来表示，其中犜犻犱表示事务标识符，犐犻犱表示
事务犜犻犱对应的模式．

定义１．　滑动窗口是一种流量控制技术，在同一
时段内仅允许处理窗口内部的数据，用犛犠（Ｓｌｉｄｉｎｇ
Ｗｉｎｄｏｗ）表示．滑动窗口犛犠使得算法仅允许处理
数据流犇犛中最近接收的事务．滑动窗口的大小用
符号犛犠表示，意思是指数据流犇犛中最近接收
的事务的数量．

定义２．　项集或者模式犐′的支持度定义为滑
动窗口犛犠中包含模式犐′的事务数量占滑动窗口
犛犠中事务总数量的比例，用式（１）表示．其中自定
义函数犆狅狌狀狋犛犠（犐′）表示在滑动窗口犛犠中包含模
式犐′的事务数量．

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犐′）＝犆狅狌狀狋犛犠
（犻）

犛犠 ，犻∈犐′（１）
定义３．　一个模式犐′被称为是稀有模式［２９］，当

且仅当它在滑动窗口犛犠中的支持度小于用户指定
的最小支持度阈值δ，用式（２）表示．实际中通常使
用其变形公式（３），这便于判断模式的类型．

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犐′）＜δ，犻∈犐′ （２）
犆狅狌狀狋犛犠（犻）＜δ×犛犠，犻∈犐′ （３）

定义４．　一个模式犐′被称为是频繁模式［２９］，当
且仅当它在滑动窗口犛犠中的支持度大于或者等于
用户指定的最小支持度阈值δ，用式（４）表示．实际
中会使用其变形公式（５），便于判断模式的类型．

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犐′）δ，犻∈犐′ （４）
犆狅狌狀狋犛犠（犻）δ×犛犠，犻∈犐′ （５）

定义５．　如果一个稀有模式犐′的所有子集都
是频繁的，则称这个模式犐′为最小稀有模式，记为
犕犘，用式（６）表示．
犕犘＝｛犻｜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犐′）＜δ∧犛狌狆狆狅狉狋犼犛犠（犐′）δ｝，

犼犻 （６）
３２　简单的算法示例和犕犚犘犜犅算法

本节分为两个部分，第１部分介绍算法思想，第２
部分举例说明算法步骤，然后给出相应算法的描述．
３．２．１　ＭＲＰＴＢ算法思想

ＭＲＰＴＢ算法是一种快速的最小稀有模式挖
掘算法．该算法基于数据本身，而无需卫星领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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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采用周期作为滑动窗口尺寸，使得算法可以实时
地处理数据流并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通过双向遍
历法（ＢＴ）生成中间项集，寻找最小稀有模式．期间
使用向下闭合性（反向单调性）来减少中间项集的生
成数量，以进一步提高算法效率．算法保证遍历方向
始终向最小稀有模式进行，即始终保持顶部为稀有
模式，底部为频繁模式．

假设滑动窗口中包含一个５事务的数据流犇犛＝
｛狋１，狋２，狋３，狋４，狋５｝，犇犛中的事务特征域为（ａ，ｂ，ｃ，ｄ，ｅ）．
每条事务的详细特征值见表２，其中｛Ｔ１，Ｔ２，Ｔ３，
Ｔ４，Ｔ５｝是事务标识符，（ａ，ｂ，ｃ，ｄ，ｅ）表示特征列表．

表２　事务数据流
犜犻犱 犐犻犱
Ｔ１ ｛ａ，ｂ，ｃ，ｄ｝
Ｔ２ ｛ａ，ｂ，ｃ｝
Ｔ３ ｛ａ，ｂ，ｃ，ｅ｝
Ｔ４ ｛ｂ，ｃ，ｄ｝
Ｔ５ ｛ａ，ｂ，ｄ｝

设最小支持度阈值δ＝６０％，根据式（３）可知，
稀有模式最多只能出现２次；根据式（５）可知，频繁
模式至少出现３次．以双向遍历找出最小稀有模式：
首先，考虑１项集，根据表２可知只有ｅ的支持度小
于δ，所以ｅ是长度为１的最小稀有模式，因为１项
集不存在非空子集．其次，考虑项集长度大于１的情
况，由于稀有模式的超集一定是稀有模式，所以包含
ｅ的模式都是稀有模式．从逆向考虑，由于这些包含
ｅ的超集的子集中含有稀有模式ｅ，所以在之后的步
骤中不需要再考虑ｅ的超集，因为它们不可能是最
小稀有模式．而对于频繁模式来说，其超集有可能是
稀有模式，也有可能是频繁模式，所以在之后的步骤
中仍需考虑ａ、ｂ、ｃ、ｄ这些１频繁项集．将频繁模式
按其支持度升序排序，支持度越小越有可能是稀有
模式．此外，根据表２可知５项集ａｂｃｄｅ的支持度为
０，所以ａｂｃｄｅ是稀有模式，尽管它没有实际意义．由
于稀有模式的子集可能是稀有模式，也有可能是频
繁模式，所以保留ａｂｃｄｅ．以频繁模式（ａ，ｂ，ｃ，ｄ）作
为底部（犐犫狅狋狋狅犿），以稀有模式ａｂｃｄｅ为顶部（犐狋狅狆），生
成中间模式犐犿犻犱．该中间模式犐犿犻犱必须满足式（７）和
式（８），其中犫狅狋狋狅犿是底部的长度，狋狅狆是顶部的长
度，犿犻犱是生成的中间项集的长度．

犿犻犱＝犫狅狋狋狅犿＋狋狅狆２ （７）

犐犫狅狋狋狅犿犐犿犻犱犐狋狅狆 （８）
根据式（１）计算犐犿犻犱的支持度；根据定义３和定

义４判断犐犿犻犱中的项集是频繁的还是稀有的．若是
稀有的，则以犐犿犻犱作为新的顶部，以犐犫狅狋狋狅犿作为底部
继续寻找犐犿犻犱；若是频繁的，则以犐犿犻犱作为新的底部，
以犐狋狅狆作为顶部继续寻找犐犿犻犱．如此循环直至无法生
成新的中间项集，即顶部和底部的长度相差１．这样
确保顶部始终为稀有模式，底部始终为频繁模式，遍
历方向始终向最小稀有模式进行．最后，生成顶部的
所有子集并计算其支持度，若所有子集都是频繁的，
则该顶部为最小稀有模式；反之，则不是．
３．２．２　ＭＲＰＴＢ算法过程及举例

真实数据流的维度较高并且具有无限性，因而
无法用真实的数据流进行举例．为此，需要将数据流
有限化．此外，由于无法提前预知数据流中的数据
集，所以必须对数据流进行实时处理．我们设一个
长度为５的滑动窗口犛犠，并确保处理的都是最近
传来的数据，即犛犠＝５．为简化说明，我们仍以
３．２．１节中表２的事务为例，阈值仍设为６０％．

以ａｂｃｄｅ为顶部，ａ为底部，并通过表２对应的
格空间示意图（如图１所示）来对最小稀有模式的挖
掘过程进行简单说明．图中粗体实线椭圆表示支持
度为非０的稀有模式，虚线椭圆表示最小稀有模式
（ｅ，ａｄ，ｃｄ），右上角数字表示对应模式的支持数．根
据式（７）可知，由ａｂｃｄｅ和ａ生成的中间项集长度为
３，符合式（８）并且不是ｅ的超集（根据上文可知无需
考虑ｅ的超集）的模式只有ａｂｃ、ａｂｄ和ａｃｄ．计算支
持度，可知ａｂｃ为频繁模式，ａｂｄ和ａｃｄ为稀有模式．
这里仅以ａｂｄ为例，将ａｂｄ作为新的顶部，而ａ作为
底部，生成的中间项集为２项集ａｄ和ａｂ．计算后可
知ａｄ是稀有的，所以将其作为新的顶部，ａ仍为底
部，此时无法生成中间项集．由于顶部ａｄ的子集ａ
和ｄ均为频繁项集，所以找到一个最小稀有模式
ａｄ．另一个项集ａｂ是频繁的，所以将其作为新的底
部，ａｂｄ仍为顶部，此时无法生成中间项集．又由于
顶部ａｂｄ的子集ａｄ是稀有的，所以ａｂｄ不是最小稀
有模式．过程如图１红色标注所示，圆圈数字表示步
骤，外围有向箭头表示执行方向，无向连线表示与之
相连的项集的状态，犐犫狅狋狋狅犿表示状态为底部，犐狋狅狆表示
状态为顶部，犐犿犻犱表示中间状态，ＭＲＰ表示最小稀
有模式，ＦＰ表示频繁模式，“→”表示状态转换符．不
断重复上述步骤，最终从表２的窗口数据中挖掘出
３个最小稀有模式：ｅ、ａｄ和ｃｄ．此外，由于支持度为
０的模式不具有实际意义，所以如果最终的挖掘结
果中含有支持度为０的模式，则将其舍弃．

将上述过程用算法表示，可以得出一个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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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最小稀有模式挖掘过程演示

挖掘算法，即支持双向遍历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
法，用算法１和函数１表示．

算法１．　ＭＲＰＴＢ．
输入：犇犛：事务数据流

犛犠：滑动窗口尺寸
δ：最小支持度阈值

输出：ＭＲＰ：最小稀有模式
１．犆１←｛１－犻狋犲犿狊犲狋｝

２．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犆１）＝犆狅狌狀狋犛犠
（犻）

犛犠 ，犻∈犆１
３．犕犚犘１←｛犻∈犆１｜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δ｝
４．犉犘１←｛犻∈犆１｜犛狌狆狆狅狉狋犻犛犠δ｝
５．犉犘１←ｓｏｒｔ｛犛狌狆狆狅狉狋犼犛犠（犉犘１）｝，犼∈犉犘１
６．犆犾犲狀←｛犾犲狀－犻狋犲犿狊犲狋｝

７．犛狌狆狆狅狉狋犽犛犠（犆犾犲狀）＝犆狅狌狀狋犛犠
（犽）

犛犠 ，犽∈犆犾犲狀
８．犚犘犾犲狀←｛犽∈犆犾犲狀｜犛狌狆狆狅狉狋犽犛犠＜δ｝
９．犉犘犾犲狀←｛犽∈犆犾犲狀｜犛狌狆狆狅狉狋犽犛犠δ｝
１０．犚犘犾犲狀←ｓｏｒｔ｛犛狌狆狆狅狉狋狉犛犠（犚犘犾犲狀）｝，狉∈犚犘犾犲狀
１１．ＦＯＲａｌｌ犛犻ｉｎ犚犘犾犲狀｛
１２．　ＦＯＲａｌｌ犛犼ｉｎ犉犘１｛
１３．　　ＭＲＰｎｅｘｔ←ＢＴ（犛犼，犛犻）
１４．　｝
１５．｝
１６．ＭＲＰ←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犕犚犘１∪ＭＲＰｎｅｘｔ）
函数１．　ＢＴ．
输入：犛狋狅狆：顶部项集，属于集合犚犘犾犲狀

犛犫狅狋狋狅犿：底部项集，属于集合犉犘１
δ：最小支持度阈值

输出：ＭＲＰｎｅｘｔ：长度＞１的最小稀有模式
１．ＢＴ（犛犫狅狋狋狅犿，犛狋狅狆）｛

２．犿犻犱＝犫狅狋狋狅犿＋狋狅狆２
３．ＩＦ（狋狅狆－犫狅狋狋狅犿１）｛
４．ＩＦ（犛犫狅狋狋狅犿ｉｓｒａｒｅ）｛犛狋狅狆ｄｏｅｓｎｏｔ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ＭＲＰｎｅｘｔ｝
５．ＥＬＳＥＩＦ（ａｌｌｔｈｅｓｕｂｉｔｅｍｓｏｆ犛狋狅狆ａｒ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６．　　　｛ＭＲＰｎｅｘｔ←犛狋狅狆｝
７．｝
８．ＥＬＳＥ｛
９．犛犿犻犱←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ｍｉｄｄｌｅｉｔｅ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犛犫狅狋狋狅犿ａｎｄ犛狋狅狆
１０．ＦＯＲａｌｌ犛犻ｉｎ犛犿犻犱｛
１１．　　ＩＦ（犛犻ｉ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１２．　　　　ＢＴ（犛犻，犛狋狅狆）
１３．　　ＥＬＳＥ
１４．　　　　ＢＴ（犛犫狅狋狋狅犿，犛犻）
１５．　　｝
１６．｝
１７．ＲＥＴＵＲＮＭＲＰｎｅｘｔ
１８．｝
ＭＲＰＴＢ算法采用３种参数作为输入：事务数

据流犇犛，滑动窗口尺寸犛犠和最小支持度阈值δ．
算法结果是最小稀有模式ＭＲＰ．首先，考虑所有长
度为１的模式，将其放入集合犆１．根据式（１）计算出
犆１中所有模式的支持度，根据式（２）找出所有稀有
模式．由于１项集不存在非空子集，所以这些稀有
的１项集就是最小稀有模式，并将它们放入集合
犕犚犘１；然后将剩余的频繁１项集放入犉犘１，并按其
支持度升序排序．其次，找出所有长度为犾犲狀（犾犲狀是
所有不同项的个数）的模式，并将其放入集合犆犾犲狀，然
后根据式（１）计算它们的支持度，根据式（２）和式（４）
区分稀有模式和频繁模式，并将稀有的犾犲狀项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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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集合犚犘犾犲狀，将频繁的犾犲狀项集放入集合犉犘犾犲狀．最
后，以集合犚犘犾犲狀为顶部，集合犉犘１为底部，调用双向
遍历函数ＢＴ（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找出所有长
度大于１的最小稀有模式，结合集合犕犚犘１输出最
终结果ＭＲＰ．ＢＴ函数采用算法１的处理结果集
犚犘犾犲狀和犉犘１作为输入，输出结果是长度大于１的最
小稀有模式ＭＲＰｎｅｘｔ．虽然该函数与折半查找形似，
但却存在许多改进之处．例如，折半查找每次（非最
后一次）迭代都存在唯一确定的中间项，而ＢＴ函数
每次迭代生成的中间项集的值和数量都无法确定，
需要根据限制条件进行确定．因为折半查找法在
ＢＴ函数中只能确定每次迭代生成的中间项集的长
度，而无法确定生成中间项集的具体值和数量．此
外，ＢＴ函数在算法出口处并没有直接退出，而是新
增了一个关键性的限制条件，用来判别某一模式是
否为最小稀有模式，如ＢＴ函数的第４～６行所示．
３３　犕犚犘犜犅算法效率分析

从３．２．２节图１示例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出，双向
遍历算法ＭＲＰＴＢ只需３步就可以找到最小稀有
模式ａｄ，在图１中用ＭＲＰ表示．如果不采用双向遍
历算法，而使用单向遍历算法，那么算法ＭＲＰＴＢ
的效率会很低．仍以图１寻找最小稀有模式ａｄ为例，
下面对采用单向遍历算法的过程进行分析：

（１）以自顶向下遍历为例．第１步，单向算法首
先计算ａｂｃｄｅ的支持度，并判断其是否是稀有的；第
２步，以ａｂｃｄｅ为种子，生成候选集．通过计算支持
度得到２个稀有模式，即ａｂｃｄ和ａｂｃｅ；第３步，以
ａｂｃｄ和ａｂｃｅ为种子生成新的候选集．在算法中，由
于上述生成过程是并行执行的，所以在效率分析中
以单个稀有模式为种子即可（下同）．计算由ａｂｃｄ生
成的候选集的支持度，可以得到３个稀有模式，即
ａｂｄ、ａｃｄ和ｂｃｄ；第４步，以ａｂｄ为种子，生成候选集
ａｂ和ａｄ．计算其支持度，可以得到稀有模式ａｄ；第５
步，以ａｄ为种子，生成候选集ａ和ｄ．计算它们的支
持度后可以确定ａ和ｄ均为频繁的；第６步，从所有
稀有模式中识别出最小稀有模式ａｄ．

（２）以自底向上遍历为例．第１步，从所有的１项
集中找出所有的稀有模式．从图１中可以知道，仅ｅ
为稀有的，其它４个１项集均为频繁的；第２步，以
频繁项ａ为种子，生成候选集ａｂ、ａｃ、ａｄ和ａｅ．其中
ａｄ和ａｅ为稀有的，ａｂ和ａｃ为频繁的；第３步，以ａｂ
为种子生成新的候选集ａｂｃ、ａｂｄ和ａｂｅ．其中ａｂｄ和
ａｂｅ是稀有的，ａｂｃ是频繁的；第４步，以ａｂｃ为种子
生成候选集ａｂｃｄ和ａｂｃｅ．计算它们的支持度可以确

定它们均为稀有模式；第５步，从所有稀有模式中识
别出最小稀有模式ａｄ．

从上述分析过程并结合图１可知，双向遍历算
法仅需３步即可发现最小稀有模式ａｄ，而单向的
自顶向下方法需要６步，单向的自底向上方法需要
５步，显然双向遍历ＭＲＰＴＢ算法的效率明显优于
单向遍历．
３４　犕犚犘犜犅算法复杂度分析

首先，分析ＭＲＰＴＢ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１）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４行用于区分稀有

１项集和频繁１项集，需要计算每个项的支持度．
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４行的时间复杂度为
犗（狑犖）．其中狑为事务的平均宽度，犖为事务数．

（２）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５行为频繁１项集的
堆排序过程．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５行的时间
复杂度为犗（犿ｌｏｇ２犿）．其中犿为频繁１项集的数量．

（３）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６～９行用于区分稀有
犾犲狀项集和频繁犾犲狀项集（犾犲狀是所有不同项的个
数，图１中犾犲狀＝５，即有ａ、ｂ、ｃ、ｄ、ｅ这５个不同的
项）．其中，最好的情况是犆犾犲狀中只有一个支持度不
为０的稀有项集，因此只需要计算１次；最坏的情况
是长度为犾犲狀的项的支持度为０或为频繁项，则需
要用长度犾犲狀－１并且支持度不为０的稀有项的项
来代替，时间开销为犗（狑犖）．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
的第６～９行的最坏时间复杂度为犗（狑犖）．

（４）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０行为稀有犾犲狀项
集的堆排序过程．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０行的
时间复杂度为犗（狀ｌｏｇ２狀）．其中狀为稀有犾犲狀项集的
数量．

（５）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１～１５行为生成最小
稀有模式的过程．其中，第１３行为双向遍历过程，其
时间复杂度为犗（ｌｏｇ２犖），进而推出算法１１～１５的
时间复杂度为犗（犿狀ｌｏｇ２犖）．算法第１６行为过滤函
数，其时间复杂度为犗（１）．

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所需的总时间开销为
犗（２狑犖＋犿ｌｏｇ２犿＋狀ｌｏｇ２狀＋犿狀ｌｏｇ２犖＋１）．

之后，分析ＭＲＰＴＢ算法的空间复杂度．
（１）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１行和第６行为构造初

始集合的过程，第３～４行和第８～９行是构造稀有
项集和频繁项集的过程．因此空间复杂度与事务数
量呈线性关系，即为犗（犖）．

（２）算法ＭＲＰＴＢ的第５行和第１０行是堆排
序过程，所需辅助空间的复杂度为犗（１）．

（３）从函数ＢＴ第１０～１５行可见，双向遍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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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递归过程，并且每次递归都会创建变量犿犻犱．
由于ＢＴ函数的递归深度为犗（ｌｏｇ２犖），因此函数ＢＴ
的空间复杂度为犗（ｌｏｇ２犖）．进而推到算法ＭＲＰＴＢ
的第１１～１５行的空间复杂度为犗（犿狀ｌｏｇ２犖）．

因此，算法ＭＲＰＴＢ所需的总辅助空间为
犗（犖＋１＋犿狀ｌｏｇ２犖）．

４　实验结果和分析
为了评估本文提出的基于双向遍历的最小稀有

模式挖掘算法ＭＲＰＴＢ的有效性，使用２０１５年某
卫星的真实遥测数据流进行验证．整个实验分为
３部分，即第１部分是数据预处理；第２部分选取卫
星数据流的关键特征验证所提算法的有效性，即证
明算法可以找出最小稀有模式ＭＲＰ；第３部分，通
过对比实验验证所提算法的效率．
４１　数据预处理

实验数据是某卫星２０１５年的遥测数据，总共有
８０个特征参数．我们截取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２０１５年
５月３０日这一个时间段的遥测数据作为本次实验
的初始数据，约１６００万条记录．由于卫星遥测数据
中存在许多冗余数据，所以我们将这些数据记录以
１ｍｉｎ为单位进行压缩，然后利用一维小波去除噪
声，从而可以将原始记录压缩成约１３万条数据记
录［３０］．但这种压缩方式具有特殊性．因为卫星遥测数
据中存在这样的特殊数据，它们在某一段时间内的
数值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因此，经过离散化处理后，
这些数据大都属于同一区间，会映射到同一整数上．
假设在某一长度为犛犠的窗口中，有犿个数据值
映射到整数１上，狀个数据值映射到整数２上，并且
犿＋狀的个数无限接近犛犠，那么犛狌狆狆狅狉狋（１）＝
犿／犛犠．假设压缩率为狆％，那么对项目１和２进行
压缩后，项目１的支持度犛狌狆狆狅狉狋（１）＝（犿×狆％）／
［（犿＋狀）×狆％＋（犛犠－犿－狀）］．由于犿＋狀无限
接近犛犠，即犛犠－犿－狀趋于０，所以（犛犠－犿
－狀）×狆％仍然趋于０．因此，犛狌狆狆狅狉狋（１）＝（犿×
狆％）／［（犿＋狀）×狆％＋（犛犠－犿－狀）×狆％］＝
犿／犛犠．所以在这种特殊的数据上使用这种压
缩方式不会改变项目的支持度，也不会影响稀有模
式的判定．再结合专家经验和文献［３０］，最终选择以
１ｍｉｎ为单位对数据进行特殊的压缩处理．此外，由
于实验数据的维度较高，包含８０个特征参数，因此
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其原因如下：一方
面，算法的性能受到特征参数数量的影响．对于同一

个算法来说，增加目标数据的特征参数容易造成算
法的计算量增大，从而导致算法的性能下降，更为重
要的是，不必要的特征参数会干扰算法的挖掘效果．
因此需要通过降维来减少算法的计算．另一方面，卫
星遥测数据存在许多冗余参数．所谓冗余参数是指
那些变化趋势相近、存在明显函数关系的参数，由于
这些参数关联性较大，符合相似的变化规律，因此
不需要进行重复计算．所以我们通过灰关联分析从
８０个特征参数中选取１０个相对独立的关键特征，
实现参数降维，以减少数据集中的冗余参数．本次实
验选取的特征如表３所示．

表３　关键参数特征描述
Ｉ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
１ １０２６
２ １０３０
３ １０３１
４ １０４９
５ １０５３
６ １０５４
７ １０５８
８ １０７６
９ １３３９５
１０ １３３９６

ＩＤ表示序号，ＦｅａｔｕｒｅＩＤ表示特征参数的遥测
代号．针对数值型的遥测参数，需要在挖掘之前对其
进行离散化处理．由于卫星遥测数据中每个参数的
取值较为集中，因此等宽度划分与等深度划分都无
法满足离散化要求，而基于聚类的划分方法可以直
观地反应原始数据的分布情况，符合离散化要
求［３１］．因此，在考虑数据分布的情况下，本文对每个
参数单独执行聚类，然后根据各自的聚类结果将它
们的域划分为多个长度不等的不相交区间，从而得
到１０个参数的离散化结果．
４２　最小稀有模式挖掘分析

由于实验设备受限，无法使用真实的卫星进行
实验．我们将卫星遥测数据模拟成数据流作为算法
的输入．整个算法代码是在集成开发环境Ｅｃｌｉｐｓｅ上
完成的，编程语言是ＪＡＶＡ，编译器采用ＪＤＫ１．８．
算法在一台服务器上运行，环境配置如下：Ｉｎｔｅｌ（Ｒ）
Ｘｅｏｎ（Ｒ）ＣＰＵＥ５２６２０、２．４０ＧＨｚＣＰＵ、６４ＧＢＲＡＭ、
ＷｉｎｄｏｗｓＳｅｒｖｅｒ２００８ＨＰＣ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４ｂｉｔＯＳ．

表４给出了本文所提算法ＭＲＰＴＢ在真实的
卫星数据（简称ＲｅａｌＤａｔａ）和ＵＣＩ公开数据集的运
行情况．其中，公开数据集包括：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简称ＢＣＷ）、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Ｃｈｏｉｃｅ
（简称ＣＭＣ）和Ｍｕｓｈｒｏｏｍ．通过对比数据集ＢＣ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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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ＣＭＣ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维度相同时，所提算
法在ＢＣＷ上的时间开销小于在ＣＭＣ上的时间开
销．这是因为ＢＣＷ的数据记录数小于ＣＭＣ的数据
记录数．而对比数据Ｍｕｓｈｒｏｏｍ和真实数据（Ｒｅａｌ
Ｄａｔａ）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尽管Ｍｕｓｈｒｏｏｍ的记
录条数远小于真实数据的记录数，但所提算法在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上的时间开销却大于在真实数据上的时
间开销．这是因为Ｍｕｓｈｒｏｏｍ有较高的维度．因此，
从表４可知，所提算法的时间开销与数据集记录条
数和数据维度有关，并且记录条数越多、维度越高，
算法消耗的时间越多．

表４　犕犚犘犜犅算法在多个数据集上的运行结果
数据集 记录条数维数最小稀有

模式数量
时间
开销／ｍｓ

内存
开销／ＭＢ

ＢＣＷ ６９９ ９ １２ １０ ６．４０６
ＣＭＣ １４７３ ９ ４３ １５ ７．４０６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８１２４ ２２ ５４ ７３ ９．９３８
Ｒｅａｌｄａｔａ １３２４８０ １０ ７ ５８ １０．１２９

本节将所提算法与现有的３类稀有模式挖掘算
法对比：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算法，该算法用于挖掘完全

稀有模式；ＣＯＲＩ算法，该算法用于挖掘稀有关联项
集；ＭＩＰＤＳ算法，用于挖掘最小稀有模式．图２展
示了５个连续窗口中挖掘出的稀有模式的数量分
布．图３（ａ）～（ｅ）分别描述了５个连续窗口中稀有
模式的长度分布情况．其中，Ｌ犻表示长度为犻的模
式．从图２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算法挖掘的稀有模式
数量要少于ＡｐｒｉｏｒｉＩｎｖｅｒｓｅ算法和ＣＯＲＩ算法．因
此，可以确定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的效率要高于
非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此外，结合图２和图３可
以知道，在稀有模式的数量和长度分布上，所提算法
的挖掘结果与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ＭＩＰＤＳ相
符．因此，可以确定本文所提ＭＲＰＴＢ算法具有较
高的准确性．

图２　稀有模式数量分布

图３　稀有模式长度分布

表５给出了ＭＲＰＴＢ算法在５种不同情况下
的部分挖掘结果．犛犠表示滑动窗口的尺寸，狊狋犲狆
表示滑动窗口的步长，犿犻狀犻犿狌犿狊狌狆狆狅狉狋表示在滑
动窗口犛犠中的最小支持数，它是最小支持度阈值
δ的另一种表示形式，是根据式（３）或式（５）的右半
部分变换而来，即δ×犛犠．Ｎｏ．狓ｗｉｎｄｏｗ（狓∈
犖＋）表示第狓个滑动窗口（滑动窗口编号从１开始）．
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表示在滑动窗口中发现的最小稀有模式

的数量．犕犕犝（ＭａｘｉｍｕｍＭｅｍｏｒｙＵｓａｇｅ）表示在
滑动窗口中算法的最大内存开销的平均值，单位为
ＭＢ．犜表示在滑动窗口中算法的平均执行时间，单
位为ｍｓ．ＭＲＰ表示在滑动窗口中发现的最小稀有
模式．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ｎｔ表示在滑动窗口中包含模式
ＭＲＰ的记录数，其值可以根据式（１）的自定义函数
犆狅狌狀狋计算．表５挖掘结果中的数字１～１０与卫星
属性名称相对应，它是卫星特征参数代号的简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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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犕犚犘犜犅算法在５种不同情况下的部分挖掘结果
｜犛犠｜＝１４４０犿犻狀犻犿狌犿狊狌狆狆狅狉狋＝１４４狊狋犲狆＝１０
Ｎｏ．７６４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１３．６０ＭＢ犜＝２２ｍｓ

Ｎｏ．７９５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１５．５９ＭＢ　犜＝２４ｍｓ

Ｎｏ．８１７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１５．１４ＭＢ　犜＝２４ｍｓ

Ｎｏ．１６８０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２３．３２ＭＢ　犜＝２２ｍｓ

Ｎｏ．１８８２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１２．８１ＭＢ　犜＝２６ｍｓ

Ｎｏ．２０２６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７
犕犕犝＝１９．３６ＭＢ　犜＝２７ｍｓ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ＭＲ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ｕｎｔ
｛３｝ ７１ ｛６｝ 　２ ｛６｝ 　９ ｛６｝ ４ ｛１，４｝ 　１ ｛２，４｝ ７１
｛６｝ ９ ｛１，４｝ ２ ｛８｝ ７３ ｛１，５｝ ５５ ｛２，４｝ ６０ ｛３，４｝ ６４
｛１，４｝ １２９ ｛１，８｝ ２ ｛１，４｝ １２９ ｛２，５｝ ５５ ｛３，４｝ ５３ ｛４，７｝ １２６
｛１，８｝ ７３ ｛８，９｝ １３９ ｛４，５｝ ９８ ｛３，５｝ ５５ ｛４，７｝ １０９ ｛４，９｝ ９８
｛２，９｝ ９８ ｛８，１０｝ ９０ ｛４，９｝ ９１ ｛５，７｝ ５５ ｛４，９｝ ７８ ｛４，１０｝ ９０
｛２，１０｝ ９３ ｛３，９，１０｝ １１０ ｛４，１０｝ ８０ ｛５，９｝ ２４ ｛４，１０｝ ７９ ｛５，６｝ ７
｛８，９，１０｝ １２５ ｛４，９，１０｝ ８０ ｛３，５，９，１０｝１２９ ｛５，１０｝ ２５ ｛５，９，１０｝ １３４ ｛５，９，１０｝ ９５
｜犛犠｜＝２８８０犿犻狀犻犿狌犿狊狌狆狆狅狉狋＝２８８狊狋犲狆＝８０
Ｎｏ．７６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８
犕犕犝＝３３．２１ＭＢ　犜＝２５ｍｓ

Ｎｏ．１０３１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８
犕犕犝＝１８．１４ＭＢ　犜＝２５ｍｓ

Ｎｏ．１０８５ｗｉｎｄｏｗ狉犪狉犲犮狅狌狀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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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形式．以表５中的第７６４窗口存在的最小稀有模
式｛２，１０｝为例，由于滑动窗口尺寸是卫星周期，因此
该模式对应到卫星数据中的实际意义如下：在卫星
运行周期内，发现遥测代号１０３０表示的卫星部件和
遥测代号１３３９６表示的卫星部件构成了最小稀有模
式｛１０３０，１３３９６｝，因此该记录内的这两个卫星遥测
部件很有可能会发生异常，需要提前防备．

本次实验引入滑动窗口和滑动步长的概念来实
时处理卫星遥测数据流．滑动窗口的尺寸是处理遥
测数据流的一个重要参数，它直接影响挖掘对象的
基数．因此，当滑动步长相同时，滑动窗口尺寸越大，
算法所需的时间开销就越大，效率也越低．以卫星数
据流的第一主周期为参照，设置滑动窗口尺寸．通过
小波分析可以得出，遥测参数大多数特征的第一主
周期都集中在１４４０左右，所以本次实验滑动窗口的
尺寸以１４４０为参照进行设置．而滑动步长则决定了
窗口对数据的划分粒度．在窗口尺寸相同时，如果步
长较小，数据划分的粒度较细，那么挖掘算法执行的
次数较多，消耗的时间较大，此时的算法效率较低，
但挖掘结果的准确性较高．相反，如果滑动步长较
大，划分粒度较粗，那么算法的效率较高，但挖掘结
果的准确性会降低．根据上述分析，滑动窗口尺寸和
滑动步长对算法的效率和准确率有一定的影响，我
们设置如下５种不同情况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

（１）滑动窗口尺寸为１倍周期，最小支持度阈
值为０．１，滑动步长为１０；

（２）滑动窗口尺寸为２倍周期，最小支持度阈
值不变，滑动步长增加为８０；

（３）滑动窗口尺寸为１倍周期，最小支持度阈
值为原来的２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３００；

（４）滑动窗口尺寸和最小支持度阈值均为原来
的２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９６０；

（５）滑动窗口尺寸和最小支持度阈值均为原来
的３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１４４０．

为了保证实验结果具有一般性，分别对上述
５种情况下的算法都执行１００１次，然后对算法的内
存开销和执行时间计算平均值．由于每次都是基于
同一组数据流对象，所以挖掘的最小稀有模式都相
同，记录一组结果即可．分别从每种情况中随机选取
６组结果不重复的窗口进行分析，结果见表５．

对表５进行横向分析，当滑动窗口尺寸为１倍周
期，最小支持度阈值为０．１，滑动步长为１０时，从随机
选择的６个窗口中可以看出，每一个窗口均可以挖掘

出最小稀有模式ＭＲＰ，每个模式对应的支持数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Ｃｏｕｎｔ．此外，对比Ｎｏ．８１７窗口、Ｎｏ．１８８２
窗口和Ｎｏ．２０２６窗口，可以发现同一模式在不同的
窗口中的支持数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互不关联．例如，
最小稀有模式｛４，１０｝在上述窗口中的支持数分别为
８０，７９和９０．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窗口的平均运行时
间在２４ｍｓ左右，平均最大内存开销在１７ＭＢ左右．

当滑动窗口尺寸为２倍周期，最小支持度阈值
不变，滑动步长增加到８０时，从对应窗口的挖掘结
果中可以看出，ＭＲＰＴＢ算法仍可以挖掘出最小稀
有模式．尽管在Ｎｏ．７６窗口，Ｎｏ．１０３１窗口和Ｎｏ．１２２０
窗口中出现了相同的模式｛１，４｝，但它们的支持度是
互不相同的．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是重复
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窗口的平均运行时间在
２４ｍｓ左右，平均最大内存开销在１７ＭＢ左右．

当滑动窗口尺寸为１倍周期，最小支持度阈值
为原来的２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３００时，ＭＲＰＴＢ
算法可以从不同窗口中挖掘出对应的最小稀有模
式．尽管Ｎｏ．１５５窗口和Ｎｏ．２８９窗口存在相同的最
小稀有模式｛１，９，１０｝，但该模式在１５５窗口的支持
数为２８６，在２８９窗口的支持数为１７６．因此，｛１，９，１０｝
不是重复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窗口的平均运行
时间在２３ｍｓ左右，而平均最大内存开销并不集中，
存在较大差异．

当滑动窗口尺寸和最小支持度阈值均为原来的
２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９６０时，ＭＲＰＴＢ算法可以从
每个窗口中挖掘出对应的最小稀有模式ＭＲＰ．
Ｎｏ．７５窗口和Ｎｏ．１０７窗口存在相同的模式｛１，９｝和
｛１，１０｝，但由于它们的支持数不同，所以不是重复结
果．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窗口的平均运行时间在２６ｍｓ
左右，但平均最大内存开销存在较大差异．

当滑动窗口尺寸和最小支持度阈值均为原来的
３倍，滑动步长增加到１４４０时，ＭＲＰＴＢ算法仍然
可以挖掘出最小稀有模式．Ｎｏ．２３窗口和Ｎｏ．４２窗
口仍然存在不重复的相同模式｛４｝．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窗口的平均运行时间在２７ｍｓ左右，但平均最
大内存开销存在较大差异．

对表５进行纵向分析，在上述５种情况下，算法
的平均运行时间都在２５ｍｓ左右，相差不大，这说明
在挖掘遥测数据流时，ＭＲＰＴＢ算法的运行时间主
要受事务数量的影响，而受其它参数（窗口尺寸、阈
值、步长）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本实验是在不同的
参数设置下，采用同一个数据源进行的．从挖掘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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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３０个不同的窗口中都可以发现相同的最小稀
有模式，这说明ＭＲＰＴＢ算法对卫星遥测数据流挖
掘是有效的、可信的．

图４（ａ）～（ｅ）描述了所提算法在上述５种情况
下的全部内存消耗情况．从图４（ａ）和（ｂ）可以看出，
由于算法刚开始执行时，需要申请、调度和释放内
存，因此造成算法程序在前期窗口中的内存消耗陡
然升高和降低，如图４（ａ）的４８７号窗口之前，图４
（ｂ）的３６７号窗口之前．除此之外，所提算法在绝大
多数窗口中的最大内存开销均较为稳定，分别集中

在［１００ＭＢ，１５０ＭＢ］和［５０ＭＢ，１００ＭＢ］之间．从
图４（ｃ）～（ｅ）可以看出，所提算法在这３种情况下
的内存消耗非常不稳定，并且包含许多消耗１５０ＭＢ
以上内存的窗口．因此，在算法的平均最大内存开
销方面，前２种情况的内存开销相对较少，并且随着
算法的持续执行不会有明显的变化；而其它３种情
况下的内存开销较大，并且稳定性较差，这说明
ＭＲＰＴＢ算法的空间开销与窗口尺寸、阈值大小和
步长这３个参数密切相关．因为在不同的参数组合
下，所提算法的空间开销情况有较大的差异．

图４　５种情况下的全部内存消耗情况

４３　算法运行时间对比
将本文提出的ＭＲＰＴＢ算法与ＭＲＳＰＳＷ算

法（Ｏｕｙａｎｇ［８］，２０１７），ＭＩＰＤＳ算法（Ｈｅｍａｌａｔｈａ，
Ｖａｉｄｅｈｉ，Ｌａｋｓｈｍｉ［１７］，２０１５）和ＭＣＲＰＴｒｅｅ算法
（Ｂｈａｔｔ，Ｐａｔｅｌ［１９］，２０１５）进行对比．实验采用可重叠
性滑动窗口，设置滑动步长狊狋犲狆＝１．图５（ａ）～（ｃ）分
别描述了所提算法与对比算法在不同最小支持度阈
值、不同滑动窗口尺寸和不同数量事务流下的运行
时间．

从图５（ａ）可以看出，随着支持度阈值的增加，
ＭＣＲＰＴｒｅｅ算法和ＭＲＳＰＳＷ算法的运行时间呈
上升趋势，ＭＩＰＤＳ和ＭＲＰＴＢ算法呈下降趋势，
并且ＭＩＰＤＳ算法的运行时间在２００～３００ｓ之间，
而ＭＲＰＴＢ算法的运行时间在２００ｓ以下．从图５
（ｂ）可以看出，随着窗口尺寸的增加，４种算法的挖
掘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ＭＣＲＰＴｒｅｅ算法和
ＭＲＳＰＳＷ算法的上升较为明显，而ＭＩＰＤＳ算法
和ＭＲＰＴＢ算法的上升较为缓慢，并且ＭＲＰＴＢ

算法的运行时间始终低于对比算法．从图５（ｃ）可
知，当事务流的数量为３×１０４左右时，ＭＲＰＴＢ算
法和ＭＩＰＤＳ算法的运行时间相差不大，ＭＣＲＰ
Ｔｒｅｅ算法和ＭＲＳＰＳＷ算法的运行时间几乎相同．
但是随着事务数量的增加，４种算法均呈现明显的
上升趋势．其中ＭＲＰＴＢ算法的上升趋势最低，并
且其运行时间始终低于其它３种算法．目前，关于卫
星数据挖掘的研究现状表明，当事务数量达到
３×１０４左右时，单个挖掘算法的时间开销接近３００ｓ，
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３２］．因此，根据研究现状和专
家经验可知，本文所提算法的挖掘速度满足实际需
求，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对比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可知，本文所提算法与
ＭＩＰＤＳ算法相比，其主要优势在使用双向遍历法
寻找最小稀有模式，时间复杂度仅为犗（ｌｏｇ２犖），而
ＭＩＰＤＳ算法需要时间开销为犗（犖）才可以找到最
小稀有模式．但是在算法开始处，本文所提算法和
ＭＩＰＤＳ算法都需要为每个项目计算支持度，时间开

３６３１６期 周忠玉等：面向卫星遥测数据流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方法

《
 计

 算
 机

 学
 报

 》



图５　４种算法的运行时间对比

销为犗（犖）．因此，综合来看，本文所提算法的时间复
杂度均仍为犗（犖）．从图５可以看到，和其它两种算法
相比，本文所提算法和ＭＩＰＤＳ算法的时间开销较
为接近，并且要小于ＭＩＰＤＳ算法的时间开销．原因
是本文所提算法采用了双向遍历法来寻找最小稀有
模式，其性能优于ＭＩＰＤＳ算法．此外，ＭＲＳＰＳＷ
算法的时间开销主要来自于循环嵌套，其时间复杂
度为犗（犖２）．算法ＭＣＲＰＴｒｅｅ主要采用ＦＰ树的
结构来挖掘稀有模式，其中构造ＦＰ树的时间复杂
度为犗（ｌｏｇ２犖）．在此基础上，该算法又为每个项目构
造一个状态树，其时间复杂度为犗（犖ｌｏｇ２犖）．因此，
ＭＣＲＰＴｒｅｅ算法的时间开销为犗（犖（ｌｏｇ２犖）２）．此
外，从图５也可以看出，本文所提算法的时间消耗要
远小于ＭＲＳＰＳＷ算法和ＭＣＲＰＴｒｅｅ算法．

综上可知，双向遍历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
ＭＲＰＴＢ的运行时间最少，速度最快，内存开销低，
综合性能均优于目前的对比算法．

５　总　结
模式挖掘是卫星智能服务中的一项常用技术，

然而大多数模式挖掘算法都是关于频繁模式的算
法，很少涉及稀有模式挖掘．现存的几种稀有模式挖
掘方法无法对卫星遥测数据流进行实时处理，它们
或者采用自顶向下的遍历方法，或者使用自底向上
的遍历方法，挖掘速度较慢，效率低．此外，现有的稀
有模式挖掘算法通常在生成全部候选集后再进行剪
枝，直至找出所有的稀有模式．这种策略不仅浪费了
大量的时间，而且有可能面临组合爆炸．针对上述问
题，本文提出一种无需专业领域知识的最小稀有模
式挖掘算法．首先，将主观参数滑动窗口尺寸客观
化，在此基础上对卫星遥测数据流进行分段；然后计
算模式的支持度，找出“顶部”和“底部”；最后把自顶
向下和自底向上的遍历技术相结合设计了双向遍历
方法，提出了一种高效的最小稀有模式挖掘算法．通
过卫星遥测数据流进行的大量实验表明，该算法可
以从遥测数据流中挖掘出卫星运行的最小稀有模
式．大量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提算法在效率上
均优于对比算法．

在实验过程中，我们发现如果挖掘对象是有限
的静态数据，而不是无限的数据流，那么同比之下，
不设置滑动窗口需要几十毫秒的运行时间，设置不
重叠的滑动窗口需要几百毫秒的运行时间；而设置
步长为１的可重叠滑动窗口，则需要几百秒的时间
才可以得出结果．所以滑动窗口的尺寸和步长设置
非常重要，一定要结合实际研究对象．在下一阶段的
任务中，我们将研究参数优化方法，结合卫星遥测数
据流实际情况，研究参数自主优化方法，寻找步长和
尺寸的最优解，从而改进算法以获得更高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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