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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出了一种高性能的两类中文文本分类 方 法9该 方 法 采 用 两 步 分 类 策 略!第#步 以 词 性 为 动 词’名 词’形

容词或副词的词语作为特征(以改进的互信息公式来选择特征(以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分类9利用文本特征估算

文本属于两种类型的测度!和"(构造二维文本空间(将文本映射为二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将分类器看作是在二维

空间中寻求一条分割直线9根据文本点到分割直线的 距 离 将 二 维 空 间 分 为 可 靠 和 不 可 靠 两 部 分(以 此 评 估 第#步

分类结果(若第#步分类可靠(做出分类决策"否则 进 行 第!步9第!步 将 文 本 看 作 由 词 性 为 动 词 或 名 词 的 词 语 构

成的序列(以该序列中相邻两个词语构成的二元词语串作为特征(以改进互信息公式来选择特征(以朴素贝叶斯分

类器进行分类9在由#!%$$篇文本构成的数据集上运行的实验表明(两步文本分类方法达到了较高的分类性能(精

确率’召回率和##值分别为"AM#"N("<M"@N和">M>@N9

关键词!文本分类"文本过滤"高性能"中文信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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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IPK;PI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上的信息极

大丰富(已使它成为全球最大的分布式信息库9目前

绝大多数信息均表现为文本方式(如何在浩如烟海

而又纷繁芜杂的文本中掌握最有效的信息始终是信

息处理的一大目标9由于分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网上信息杂乱的现象!方便用户准确地定位所需

的信息和分流 信 息!因 此!文 本 自 动 分 类 已 成 为 一

项具有较大实用价值的关键技术!是组织和管理数

据的有力手段9文本分类的方法很多"##!典型的有朴

素贝叶斯分类器"!#$基于向量空间模型的分类器"<#$
基于实例的 分 类 器"@#和 用 支 撑 向 量 机 建 立 的 分 类

器">!%#等9
有关国家安全敏感信息的文本过滤"A#是文本分

类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9该问题可看作一个两类文

本分类问题!可形式化地定义为%假设预定义的文本

类型集为CZ&5#!5!’!其中5#表示和国家安全敏感

信息相关的文本 类 型!5!表 示 和 国 家 安 全 敏 感 信 息

不相关的 文 本 类 型!要 进 行 分 类 的 文 本 集 为DZ
&7#!7!!(!70’!则 该 任 务 就 是 给 文 本 集D 中 的 文

档72)2Z#!!!(!0*分配一个类型标记5#或者5!!然
后将标记为5#的文本过滤掉!将标记为5!的文本发

送给用户E
本文的研究对象限定为一类和国家安全敏感信

息相关的真实的中文文本集E该类语料有如下显著

特点%)#*文本集中属于类型5!的文本数目远远大于

属于类型5#的文本数目+)!*属于类型5#的文本为一

些宣扬对国家安全有害内容的文本!而在属于类型

5!的文本中存在许多揭露这些对国家安全有害内容

的文本!假定这些文本的类型为5!的一个子类5#!E它
们虽属不同的类型!但使用的词语中有相当部分是

相同的+)<*在 属 于 类 型5!的 文 本 中 还 存 在 许 多 文

本!虽然它们的内容与那些对国家安全有害的内容

完全不同!但它们使用的词语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相

同的!假定这些文本的类型为5!的一个子类5!!E由于

问题的特殊性!对这类语料的分类性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达到较高的召回率!尽可能多地过滤

掉属于类型5#的文本!以保证对国家安全有害内容

的文本不被传播+)!*要达到较高的精确率!保证在

过滤有害信息的同时!那些属于类型5#!和5!!的文本

不被错误地过滤掉!以免因噎废食!妨碍用户获取信

息和进行信息交流E
通 用 文 本 分 类 方 法 通 常 采 用 的 是 单 步 分 类 策

略!即首先从待分类文本中抽取具有分辨能力的特

征!然后根据某一种分类算法对文本进行分类E对本

文研究的这类语料!因其具有如上所述的特点!通用

文本方法效果往往不理想!达不到对这类语料分类

的性能要求E本文针对这类语料的分类问题提出了

一种采用两步分类策略的高性能的分类方法E其基

本思路是%第#步!从待分类文本中抽取特征!然后

根据某一分类算法进行分类!并对分类结果进行评

估!如果分类结果可靠!则做出分类判断!如果不可

靠!则进行第!步分类处理+第!步!从待分类文本

中抽取与第#步所使用特征完全不同的特征进行分

类!根据两步的分类结果做出最终判断E

=!基于朴素贝叶斯的两步

中文文本分类方法

=E<!两类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改写

给定 二 值 文 本 向 量"Z)F#!F!!(!FD*!

F2Z$或者#!如果第2个特征出现在文本中!F2Z
#!否则F2Z$E令@G2Z?)FGZ#"52*!?),*表示求

事件),*发生的概率E两类朴素贝叶斯分类器的判别

函数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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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时!文本7属于类 型5#+否 则 属 于 类 型

5!E令

C,0Z87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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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只与所采用的 训 练 样 本 集 有 关!不 随 文 本

7的变化而变化!D为常数+!表示根据特征估算出

来的文本7属于类型5#的测度+" 表示根据特征估

算出来的文本7 属 于 类 型5!的 测 度!则 式)#*可 改

写为

.)7*I!J"KC,0 )>*
式)>*表示两类朴素贝叶斯 分 类 器 可 看 作 是 在 由!
和"构成的二维空间中寻求一条分割直线.)7*Z$E
这样!利用式)<*和)@*!可将文本表示为二维空间中

的一个点)L!)*!该点到分割直线.)7*Z$的距离

D28%为

D28%I #
%!
)LJ)KC,0* )%*

如图#所 示E当D28%$$时!表 示 文 本7属 于 类 型

5#+当728%&$时!表示文本7属于类型5!E
我们将公式)#*改写为公式)>*!再演变为公式

)%*的目的是%)#*利用公式)%*可以在由! 和" 构

成的二维空间中方便地考察$分析文本分类错误!探
讨在给 定 分 类 方 法 和 文 本 特 征 集 的 条 件 下!距 离

D28%与分类错误的关系+)!*利用公式)%*可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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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本点到分割直线的距离计算

距离D28%的大小方便地评估分类的可靠程度!确定

第#步分类结果中的不可靠部分!为后文的两步分

类策略的实现做准备E

=E=!错误分类的文本观察

以第<节实验中所使用的语料为样本!以! 为

横坐标"" 为纵坐标!我们统计出了文本点在二维空

间中的分布情况!如 图!所 示E图!#:$对 应 类 型5#
的文本分布!图!#W$对应类型5!的 文 本 分 布E从 图

中可以看出!在二维空间中两类文本以条带形状分

布在分割 直 线 的 两 边%被 错 误 分 类 的 文 本#即 图!
#:$中位于分割直线上 面 的 文 本 点!或 者 图!#W$中

位于分割直线下面的文本点$到分割直线的距离很

近E根据观察可作如下假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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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在由!和" 构成的二维空间中!文本点的分布情况

假设&文本分类器的性能与由公式#%$计算得到

的文本到分割直线的距离D28%有关!大多数的错误

发生在一个距离分割直线很近的狭窄区域内E也就

是说!如果将待分类文本集中到分割直线距离很近

的文本去掉!那么分类器在由剩余文本构成的新文

本集上的测试性能将会提高E
根据假设!可将由!和" 构成的二维平面分成

可靠和不可靠两个区域E根据式#A$进行分类判别E
D28%!’D28%’D28%#!对文本7的任何分类决策

都是不可靠的

D28%(D28%#!文本7属于类型5#且分类结果可靠

D28%&D28%!!文本7属于类型5!

)

*

+ 且分类结果可靠

#A$
式#A$中!D28%#和D28%!是由实验确定的两个分界常

数!D28%#为正实数!D28%!为负实数E
将文本错误分类的一个原因是!相对这些文本

而言!所使用的特征不显著E根据假设!可将分类结

果分成分类可靠和不可靠两部分!这就给我们提供

了一种改进分类器性能的机会!即我们可以对分类

不可靠的文本选用更加显著的特征进行二次分类E
=E>!基于朴素贝叶斯的两步文本分类方法

本方法的基本过程为&
#E以词性为 动 词"名 词"形 容 词 或 副 词 的 词 语 作 为 特

征!以改进互信息公式#?$选择特征!以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

行分类E然后根据式#A$评 估 分 类 结 果!若 分 类 可 靠!做 出 分

类决策%否则进行第!步E
!E将文本 看 作 由 词 性 为 动 词 或 名 词 的 词 语 构 成 的 序

列!以该序列中相邻两个词性为动词或名词构成的二元词语

串作为特征!以改进互信息公式#?$选择特征!以朴素贝叶斯

分类器进行分类E
两步分类方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下&
##$特征的确定

第#步选用的特征应该保证&具有较强的覆盖

能力!能涵盖所有文本%具有较强的分辨能力!能对

大多数文本进行可靠的分类!使系统具有较高效率E
第!步选用的特征应该保证&对第#步分类结果中

不可靠的那些文本具有较强的分辨能力!使系统具

有较高性能E在中文文本分类中!一般可以选择字"
词或者词组作为特征E根据实验结果!通常认为选取

词作为特征要优于字和词组E因此!我们选用词性为

动词"名词"形容词或副词的词语为第#步分类的特

征E通过对错误文本的观察!将文本看成由词性为名

词或动词构成的词语序列!选择两个相邻的二元词

语串作为第!步分类的特征E从中文文本中抽取上

述两类特征!需要进行分词E文中选用了由清华大学

开发的汉语分词系统&+PE5:E<M$进行分词E
#!$特征的选择

由于表 示 文 本 的 特 征 向 量 空 间 维 数 相 当 大E
例如在我 们 后 面 运 行 的 实 验 中!未 经 特 征 选 择 的

%!# 计!!算!!机!!学!!报 !$$%年



词语数目为%"@@$!二元词语串数目为#!!!@?!E为

了提高效率!避免分类器的过度适合问题!需要进行

特征选择E特征选择的方法很多!如采用信息增益"?#

$C;D7KB:IC7;E:C;%和互信息""#$BHIH:8C;D7KB:IC7;%
等信息理论函数进行特征选择E文中采用了改进的

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并在实验中比较

了它与采用常规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的性

能差异E

M/#$%G!5%I#
0

2I#
?$%G!52%87E ?$%G!52%

?$%G%?$52%
$?%

M/!$%G!5%I#
0

2I#
87E ?$%G!52%
?$%G%?$52%

$"%

上面两式中!%G表示第G个特征!文中为一个词语或

者一个二元词语串&52表示文本预定义类型中的第2
个类型!文中2取值为#或者!!类型意义定义同引

言中的定义&M/$%G!52%表示特征%G和类型52之间的

互信息&?$%G%表示特征%G发生的概率&?$52%表示类

型52发生的概率&?$%G!52%表示特征%G和类型52共现

的概率E
有关特征选择的另一个问题是特征集规模的确

定!文中通过分类器的性能随特征数目的变化曲线

来确定E
$<%第#步分类结果的评估

对分类结果进行评估的关键是选择两个合适的

分界常数D28%#和D28%!!将 二 维 空 间 平 面 分 为 可 靠

和不可靠两个区域E若不可靠区域太大!则需要进行

二次分类的 文 本 多!系 统 效 率 低&若 不 可 靠 区 域 太

小!对分类性能的改善将会有限E文中通过实验进行

参数确定E
=E?!两步分类方法的特点

两步分类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能够组合两种

不同类型的特征进行分类E在文本分类中!人们通常

使用词语作为特征表示文本!而那些具有更好语义

品质的词语组合!因其具有较差的统计品质而导致

分类性能相对较差被弃用"###E两步分类方法有效地

将两种特征组合起来!以词语进行第#步分类!对用

词语不能可靠分类的那些文本!采用具有更好语义

品质的词语组合进行分类E这样就利用了词语特征

的统计品质和词语组合特征的语义品质E
此外!两步分类方法和分类器委员会方法在思

路上是不同的!前者是采用同一种分类方法和不同

的特征进行决策!两次分类之间是一种串联关系&后
者是通过不同分类器进行综合决策!各个分类器之

间是一种并联关系E

>!实!验

>E<!实验数据集

本文用于实验的数据集收 集 文 本 共#!%$$篇!
其中宣扬对国家安全有害内容的文本为#?$$篇!它
们构成属于类型5#的文本集&揭露这种对国家安全

有害内容的文本为<A#%篇!它们构成属于类型5#!的

文本集&内容与那些对国家安全有害的内容完全不

同!但它们使用的词语中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文本

为?!?篇!它们构成属于类型5!!的文本集&其它文本

为%!>%篇!它们构成属于类型5<!的文本集&文本集

5#!!5!!和5<!共同构成属于类型5!的文本集!共#$?$$
篇E为了模拟现实环境中两类文本出现的实际情况!
属于类型5#和属于类型5!的文本数目比例为#]%E
将属于类型5#和属于类型5!的文本集随机地平均分

为四份!以其中的一份构成测试集!另外的三份构成

训练集!按四栏进行交叉验证!以四栏实验的平均值

作为最终的性能指标E
>E=!分类性能评估指标

对文 本 分 类 器 的 性 能 采 用 如 下@种 指 标 进 行

评估E
精确率$4KPLCJC7;%’

?Z
正确分为某类的文本数

测试集中分为该类型的文本总数 #̂$$N&

召回率$/PL:88%’

BZ
正确分为某类的文本数

测试集中属于该类型的文本总数 #̂$$N&

##测试值’

##Z!̂ ?^B
?[B E

注意到式$<%和式$@%中!当FG为$时!该特征

对!和" 的值没有贡献!即文本分类正确与否与待

分类文本 中 存 在 的 有 效 特 征$也 就 是FGZ#的 特

征%数有关E这样就可能出现一种情况’某些待分类

文本中根本没有出现任何有效特征E此时!分类器作

出的任何分类决策实际上没有考虑到文本内容!是

不可靠的E文中!我们将这些文本作为一个单独的类

型进行标记!在进行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计算时!按训

练集中两类文本的分布比例分配到两类文本集中!
即%(A的文本算作5!类型!#(A的文本算作5#类型E
这类情况的出现反映了所选择特征集对文本的覆盖

程度!为此引入评价指标拒分率E如果某待分类文本

中存在的有效特征数小于>!则认为分类器不能 对

此文本进行分类!即拒绝分类此文本E
拒分率$/PDHJP&:IPE7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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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Z
属于某类而分类器拒分的文本数

测试集中属于该类型的文本总数
#̂$$NE

>E>!实验结果

由于测试集中!属于类型5#和属于类型5!的文

档比例为#]%!如果将 所 有 文 本 都 标 记 为5!!类 型

5!的分类精度也能达到?>MAN!因此类型5!的分类

性能对所选择的分类方法不敏感E为了节约篇幅!在
下面的实验中只给出类型5#的分类性能E由分类性

能随特征数变化曲线确定特征集规模的标准为"在

保证分类性能的同时所使用的特征数应尽可能少!
以保证较高的系统性能E因此!通常选择曲线上第#
个拐点附近的特征数为特征集规模E

!!实验<E!特征选择公式的选择和特征集规 模

的确定E
以词语为特征!以改进的互信息公式#?$和常规

的互信息公式#"$分别进行特征选择!采用朴素贝叶

斯分类器进行分类!画出了分类性能随特征数目变

化的曲线!如图<所 示!其 中 图<#:$对 应 公 式#?$!
图<#W$对应公式#"$E

由图<确定!使用公式#?$时特征集规模为>$$
比较合适%使用公式#"$时特征集规模为@$$$比较

合适E此时它们的拒分率都为$!所选特征集能够覆

盖所有待分类文本E以选定的特征集规模对两个公

式进行定量比较!结果如表#所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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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采用不同特征选择公式!分类器性能随特征数目的变化曲线

表<!两个特征选择公式的性能比较

使用公式
性能指标

精确率?#N$ 召回率B#N$ ###N$
公式#?$ "<M<> ??MA? "#M$$
公式#"$ A?M$@ ??MA! ?!M%A

由图<和表#可以看出!改进的互信息公式#?$
比常规互信息公式#"$好!使用它所需特征少!系统

效率高%而且精 确 率 有 大 幅 提 高!导 致 总 的##值 提

高达?M<<NE
实验=E!假设的验证和两个分界常数D28%#和

D28%!的确定E
为了验证假设!我们引入错误率和区域百分比

两个评估指标!定义如下E
错误率#*KK7K/:IP$"

NBZ
在某区域内错误分类的文本总数

实验中错误分类的文本总数 #̂$$N%

区域百分比#/PEC7;4PK$"

B?Z
在某区域内的文本总数

测试集中的文本总数 #̂$$NE

当实数D28%,($时!将二维文本空间中所有到

分割直线 距 离D28%,(D28%($的 样 本 空 间 定 义 为

区域O!在此区域内所有的分类错误是将属于类型

5#的文本错误的分为类型5!!这就降低了类型5#的

召回率和类型5!的精确率%当实数D28%,&$时!将

二维文 本 空 间 中 所 有 到 分 割 直 线 距 离$(D28%(
D28%, 的样本空间定义为区域=!在此区域内所有的

分类 错 误 是 将 属 于 类 型5!的 文 本 错 误 的 分 为 类 型

5#!这就降低类型5!的精确率和类型5#的召回率E
以词语为特征!以改进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

选择!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分类!画出了NB
和B? 随距离D28%变化的曲线!如图@所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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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NB和B? 随距离D28%的变化曲线

采用和确定特征集规模一样的原则!由图@确

定分界常数D28%#为#@!D28%!为\!?比较合适E表!
定量 地 给 出 了 当 D28%为D28%# 和 D28%! 时 的 性 能

比较E

?!# 计!!算!!机!!学!!报 !$$%年



表=!给定区域的错误率和区域百分比

区域 错误率!N" 百分比!N"

#@$D28%$$ !?E>% !M$?
$$D28%$\!? %%M?> <@MA"
#@$D28%$\!? ">M!# <%M?A

由图@和 表!可 以 看 出#假 设 是 完 全 成 立 的E
">M!#N的错误出现的区域内的所有文本仅占文本

总数的<%M?AN9其 中#%%M?>N的 错 误 为 将 属 于 类

型5!的文本错误地分为类型5##!?M>%N的错误为将

属于类型5#的文本错误地分为类型5!E
实验>E!两 步 文 本 分 类 方 法 的 性 能 及 其 参 数

确定E
第#步以词语为特征#第!步以二元词语串为

特征#以改进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第#步

使用的特征集规模为>$$#画出了分类器性能随第!
步特征数目变化的曲线#如图>所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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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固定第一步特征规模时#分类器性能随

第二步特征数目变化曲线

由图>确定#第!步特征集规模为<$$$比较合

适#此 时 分 类 器 的 精 确 率$召 回 率 和##值 分 别 为

"AM#"N#"<M"@N和">M>@N9
实验?E!特征二元词语串的特性分析E
以二元词语串为特征#以改进的互信息公式!?"

进行特征选择#采用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行分类#画
出了分类性能随特征数目变化的曲线#如图%所示E
其中图%!:"对应性能指标精确率$召回率和##值%
图%!W"对应类型5#的拒分率BC# 和类型5!的拒分

率BC!E
由图%可以看出#二元词语串是具有较强类型

分辨能力的特征#但它也是数据分布 很 稀 疏 的 一 种

特征E图%!:"中#由 于 它 具 有 较 强 类 型 分 辨 能 力#
在特征 数 为#>$$$时#精 确 率 为"<M#>N#召 回 率

为"@M#AN###为"<M%>N#达到了较高的性能E从图

%!W"中可 以 看 出#由 于 它 的 数 据 稀 疏 性#许 多 文 本

中没有有效特征#导致拒分率BC# 和BC! 较高E在

特征数为#>$$$时#BC# 为$M@@N#BC! 为%MA$NE
这说明二元词语串不适合单独作为特征用于分类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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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仅以二元词语串为特征的分类性

能随特征数目变化曲线

实验@E!>种分类方法的性能比较E
方法#E以 词 语 为 特 征#以 常 规 的 互 信 息 公 式

!""进行特征选择的单步分类%
方法!E以 词 语 为 特 征#以 改 进 的 互 信 息 公 式

!?"进行特征选择的单步分类%
方法<E以二元词语串为特征#以改进的互信息

公式!?"进行特征选择的单步分类%
方法@E以词语和二元词语串作为特征#以改进

的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的单步分类%
方法>E以词语 和 二 元 词 语 串 分 别 作 为 第#步

和第!步的特征#以改进的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

选择的两步分类%
实验结果如表<所示E其中#方法#和方法!的

实验结果来源于本节的实验#%方法<的实验结 果

来源于本节的实验@%方法>的实验结果来源于 本

节的实验<E采用方法@#画出了分类性能随特征数

目变化的曲线#如图A所示E由图A确定#混合特征

集的 规 模 为?$$比 较 合 适E此 时 分 类 性 能 如 表<
所示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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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以词语和二元词语串作为特征时#
分类器性能随特征数目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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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种方法的性能比较

使用方法
性能指标

精确率?!N" 召回率B!N" ##!N" 使用的特征数

方法# A?E$@ ??EA! ?!E%A @$$$
方法! "<E<> ??EA? "#E$$ !>$$
方法< "<E#> "@E#A "<E%> #>$$$
方法@ ">E?% "#E## "<E@! !?$$
方法> "AE#" "<E"@ ">E>@ >$$[<$$$

由表<数据#比较方法#与方法!$方法<$方法

@和方法>可以看出#特征选择公式!?"优于特征选

择公式!""#按照##值#采用其前者分类器的性能明

显大幅度高于后者E
比较方法!与方法<$方 法@和 方 法>可 以 看

出#二元词语串具有较强的类型分辨能力#以其为特

征#按照##值#分 类 器 的 性 能 高 于 仅 以 词 语 为 特 征

的情况E
比较方法<与方法@和方法>可以看出#以词

语和二元词 语 串 为 特 征 优 于 仅 以 二 元 词 语 串 为 特

征#尽管方法@和方法<按照##值分类器的性能差

不多#但前者使用的特征数比后者少#系统效率高E
与其它@种方法相比#按照##值#方法>!即两

步分类方法"的性能最好E方法>中仅仅在第!步分

类中使用了二元词语串#一方面利用了二元词语串

具有较强类型分辨能力的特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

因数据稀疏 带 来 的 文 本 拒 分 问 题 且 提 高 了 系 统 效

率#因为第!步只对第#步分类结果评判中不可靠

的一小部分文本进行二次分类#从本节的实验!可

知这一小部分文本只占总文本数的<%M?ANE

?!结!论

有关国家安全敏感信息的文本过滤是文本分类

的重要应用之一E本文针对当前一项急需解决的现

实任务#提出了一种高性能的两类中文文本分类方

法E该方法采 用 两 步 分 类 策 略%第#步 以 词 性 为 动

词$名词$形容词或副词的词语为特征#采用改进的

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以朴素贝叶斯分类器进

行分类E利用文本特征估算文本属于两种类型的测

度!和"#以 此 构 造 二 维 文 本 空 间#将 文 本 映 射 为

二维空间中的一个点#将分类器看作是在二维空间

中寻求一条分割直线E根据文本点到分割直线的距

离将二维空间分为可靠和不可靠两部分#以此对第

#步分类结果进行评估E若第#步分类结果可靠#作

出分类决策&否则进行第!步E第!步将文本看作由

词性为动词或名词的词语构成的序列#以该序列中

相邻两个词语构成的二元词语串为特征#采用改进

的互信息公式进行特征选择#以朴素贝叶斯分类器

进行分类E在由#!%$$篇文本构成的数据集上运行

的实验表明#两步文本分类方法能达到较高的分类

性 能#精 确 率$召 回 率 和 ## 值 分 别 为 "AM#"N#

"<M"@N和">M>@NE由本文的实验还能得到其它如

下结论%!#"文本分类器的性能与构造的二维文本空

间中文本点到分割直线的距离有关#大多数的分类

错误发生在一个距离分割直线很小的狭窄区域内&
!!"二元词语串是一种具有较强类型分辨能力的特

征#它也是数据分布很稀疏的一种特征#不适合单独

作为特征用于分类&!<"改进的互信息公式比常规的

互信息公式更能选择到那些具有较强类型分辨能力

的特征#有效地改善分类器的性能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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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数据库应用技术年会
!$$%年#$月!!山东济南

!!主办单位"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协办单位"山东地纬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

由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业委 员 会 主 办 的 第 一 届 中 国 数 据 库 应 用 技 术 年 会&&_05!$$%’&GIIQ"!!VVV9JUH9PUH9L;!
LU:I!$$%’将于!$$%年#$月在济南举行9作为对)_Y&的强力补充!本次会议将展示全 国 数 据 库 应 用 的 最 新 技 术 和 成 果!为

数据库研究者(开发者和用户提供一个数据库应用技术论坛!探讨数据库应用技术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和发展方向9
&_05!$$%的议题涉及数据库应用及应用平台的多个方面!届时国内外著名专家将到会作专题报告!同时邀请世界著名

的数据库厂商就最新的应用工具和平台技术进行交流!满足国内在该领域日益增长的技术和应用需求9
&_05!$$%诚邀各行业数据库工作者踊跃投稿！

征文范围

会议的主要方向包括&不限于此’"
大规模数据库应用 数据库存储技术及实现 数据库备份技术 数据库平台和深度挖掘

数据库容灾技术 O31数据库实现技术 查询处理技术 事务&日志’管理

分析型数据库系统实现技术 数据挖掘的实用技术 数据仓库的实用技术 中间件和应用服务器技术及应用

多媒体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生物信息系统应用

!!投稿要求

作者投往本届大会的稿件必须是未发表的技术成果(工作经验!论文应包括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和参考文献9作者信

息包括论文题目(作者全名(所属单位(电子邮件(通信地址(电话和传真9稿件以QUD格式提交!所有稿件进行统一审理9
经评审录用稿件将在)计算机科学*专刊&本次大会论 文 集’和)山 东 大 学 学 报*正 刊 发 表!优 秀 稿 件 将 推 荐 到 国 内 一 级 学

报正刊发表9
本次会议网址"GIIQ"++VVV9JUH9PUH9L;+LU:I!$$%!!! 联系信箱"LU:I!$$%!JUH9PUH9L;
联系人"宋婷婷!!!电话"$><#=??#%""??转%###!!!传真"$><#=??##<>$?
通信地址"济南市山大南路!A号山东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邮编"!>$#$$’!洪晓光&信函请注明LU:I!$$%字样’
重要日期

征稿截止时间"!$$%年@月!>日!!!!!!!论文录用通知时间"!$$%年%月!>日

#<##期 樊兴华等"一种高性能的两类中文文本分类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