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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非完备决策表的正向近似特征选择加速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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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向近似是刻画目标概念组成结构的一种有效方法．文中针对非完备决策表现有特征选择算法计算耗时
过大的缺陷，提出了一种基于正向近似的通用特征选择加速算法．该算法不仅对候选属性具有保序性，而且通过在
特征选择过程中减少样本数据的规模来降低计算耗时，加速特征选择过程．实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加速算法的有
效性和高效性．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属性的增多和数据量的增大，加速算法的性能通常会更好，可有效应用于海量
数据的特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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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特征选择是数据挖掘与模式识别中的基本问题

之一．特征选择通过去除不相关和冗余的属性，能为
特定的应用在不失去数据原有价值的基础上选择最
小的属性子集．近年来，大规模数据处理问题的不断
出现使数据挖掘的发展对大规模数据处理的研究提



出了迫切的要求，而特征选择可提高数据的质量，加
快数据挖掘的速度［１］，因此，特征选择方面的研究引
起了数据挖掘领域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征选择算法
可从搜索方向、搜索策略、评价方法和停止标准等四
个方面考察特征的选择．特征选择一般针对两类数
据进行研究，即符号型数据与数值型数据．近年来，
面向符号型数据的特征选择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
注．特别是，波兰学者Ｐａｗｌａｋ提出的粗糙集理论在
符号型数据的特征选择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７］．

应用粗糙集方法进行特征选择的过程，其实质
就是对决策表进行属性约简．然而，寻找一个决策
表的最小约简已被证明是一个ＮＰｈａｒｄ问题［８］，
在处理大规模数据集时计算时间代价过大．针对
该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效且高效的约简
算法．Ｈｕ等［９］给出了一种较好的启发式函数，提出
了基于正域的属性约简算法；Ｗａｎｇ等［１０］用信息论
观点和代数观点对知识约简进行了研究，用条件熵
为启发式信息求解决策表的约简；Ｌｉｕ等［１１］提出了
一个以区分矩阵为基础的基于属性序的完备算法；
Ｇｕａｎ等［１２］在等价关系的基础上定义了等价矩阵，
通过矩阵的计算来刻画粗糙集计算；Ｗａｎｇ等［１３］对
属性约简策略进行了分析；Ｘｕ等［１４］提出了复杂度
为ｍａｘ（犗（｜犆｜｜犝｜），犗（｜犆｜２｜犝／犆｜））的快速约简
算法．一些其他学者也做了相关的分析和讨论［１５１８］．
以上的算法都致力于降低特征选择过程中的时间消
耗，提高计算效率．

然而，上述特征选择算法都以完备意义下的决
策表为研究对象．现实生活中，信息的非完备（对象
的属性值缺损）现象是广泛存在的．比如，在医学诊
断智能决策系统中，可能存在这样一组病人，他们不
能执行所有要求的检查，因此不能够获得病人（对
象）的某些检查结果（属性值）．此时，如何从非完备
信息系统中获取有用知识就显得更为重要，经典粗
糙集理论的等价关系不再适合．于是，完备信息系统
被推广到了非完备信息系统［１９２０］．针对非完备意义
下的信息系统或决策表的特征选择，近年来一些作
者也做了初步探索［２１２２］．Ｌｉａｎｇ等［２３］给出了非完备
信息系统中粗糙熵的定义，并提出了基于粗糙熵的
知识约简算法；Ｈｕａｎｇ等［２４］通过引入信息量来刻画
属性的重要度，提出基于信息量的启发式约简算法；
Ｍｅｎｇ等［２５］提出了一种针对非完备决策表属性约简
的快速算法．综上分析，对于大规模数据集，现有的
基于非完备决策表的约简算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耗
时较大的问题．因此，非完备决策表中特征选择的加

速机制就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Ｑｉａｎ和Ｌｉａｎｇ等［２６２７］提出的正向近似是一种

刻画目标概念的有效方法．在粒度变化过程中，有逐
渐细化和逐渐粗糙两种情况．前者主要处理对研究
对象刻画和描述过于粗糙、仍需作进一步更精细的
刻画的情况；而后者则相反，是处理目前所进行的刻
画和描述过于精细、丢失了一些对象的抱团性质、需
要使之粗糙一些的情形．用一组具有偏序关系的等
价关系族来刻画目标概念称为动态粒度下的粗糙集
近似．如果采用的是逐渐细化的思想，称为正向近
似；如果采用的是逐渐粗糙的思想，称为逆向近似．
Ｑｉａｎ和Ｌｉａｎｇ等［２８］进一步研究了非完备意义下的
正向近似，讨论了非完备意义下如何通过正向近似
的方法来刻画粗糙集的粒度结构．动态粒度下的正
向近似思想，为粒度计算和粗糙集理论提供了新的
研究角度，并且在规则提取和属性约简中也得到了
应用．运用正向近似，本文设计了一种通用算法加速
器，提出了一种面向非完备决策表的通用特征选择
加速算法．该算法利用正向近似思想，通过在启发式
迭代中不断减少样本规模来降低计算量，有效地加
速了特征子集的求解过程，更适合处理大规模数据
集的特征选择．

本文在第２节中介绍非完备信息系统及决策表
的基本概念；第３节中分析非完备意义下正向近似
的相关概念及性质；第４节选取两种有代表性的启
发式信息的度量［９，２９］，证明正向近似下启发式信息
度量的保序性，提出一种面向非完备决策表的正向
近似特征选择加速算法；第５节，选取ＵＣＩ数据库
中的４组常用的非完备数据集进行实验分析，结果
进一步验证了该加速算法的高效性．值得指出的是，
随着数据量的增大，该加速算法的优势更加明显．本
文提出的加速算法有效地加快了特征子集的求解过
程，降低了大规模数据集特征选择的计算耗时，为海
量信息的数据挖掘提供了新方法．

２　基本概念
设犛＝（犝，犃）为一个信息系统，其中犝表示对

象的非空有限集合，称为论域；犃表示属性的非空有
限集合；对任意犪∈犃有犪：犝→犞犪，其中犞犪称为属
性犪的值域；如果至少有一个属性犪∈犃使得犞犪含
有空值，则称犛为一个非完备信息系统，并用表示
空值．

设犘犃，相容关系定义如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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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犛犐犕（犘）＝
　　｛（狌，狏）∈犝×犝｜犪∈犘，犳（狌，犪）＝犳（狏，犪）或

犳（狌，犪）＝或犳（狏，犪）＝｝．
显然，犛犐犕（犘）＝∩犪∈犘犛犐犕（｛犪｝），令犛犘（狌）表示

对象集｛狏∈犝｜（狌，狏）∈犛犐犕（犘）｝．犛犘（狌）是与狌可
能不可区分的对象的最大集合（相对犘而言）．

设犝／犛犐犕（犘）表示分类或信息粒度，即一簇集
合｛犛犘（狌）｜狌∈犝｝．犝／犛犐犕（犘）中的元素称为相容类
或信息颗粒．犝／犛犐犕（犘）中的相容类一般不构成犝
的划分，它们构成犝的覆盖，即对于每一个狌∈犝有
犛犘（狌）≠，且∪狓∈犝犛犘（狌）＝犝．

设犡犝且犘犃，犡的下近似犘－犡和上近似
犘－犡定义如下［５］：

犘－犡＝｛狌∈犝｜犛犘（狌）犡｝，

犘－犡＝｛狌∈犝｜犛犘（狌）∩犡≠｝
烅
烄
烆 ．

与完备信息系统一样，犘－犡是肯定属于犡的对
象的集合，而犘－犡是可能属于犡的对象的集合，其中
犡的正域为犘犗犛犘（犡）＝犘－犡．

对非完备信息系统犛＝（犝，犃），如果犃＝犆∪犇，
犆称为条件属性集合，犇表示决策属性集合，且犆∩
犇＝，则称非完备信息系统犛为非完备决策表．

令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表，犘犆，
犝／犇＝｛犇１，犇２，…，犇狉｝，则犘相对于犇的正域定义
为犘犗犛犘（犇）＝∪

狉

犽＝１
犘－犇犽．由于犘犆，所以条件属性子

集犘的分类为犝／犛犐犕（犘）＝｛犛犘（狌１），犛犘（狌２），…，
犛犘（狌｜犝｜）｝，如果记目标决策为犝／犛犐犕（犇）＝
｛犛犇（狌１），犛犇（狌２），…，犛犇（狌｜犝｜）｝，则正域的定义也可
以等价地描述如下犘犗犛犘（犇）＝｛狌｜犛犘（狌）犛犇（狌），
狌∈犝｝．

３　正向近似相关概念
正向近似是一种新的集合近似方法，通过粒度序

来刻画粗糙集的粒度结构，为粒度计算和粗糙集理
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也逐渐得到了应用［２６２７］．
由于本文关注非完备决策表的特征选择，本节对非
完备意义下正向近似的定义及其相关性质作简要
介绍［２８］．

令犛＝（犝，犃）是一个非完备信息系统，在２犃上
定义偏序关系：设犘犙（或犙犘）表示犙比犘
粗糙（或犘比犙精细），当且仅当满足对任意犻∈

｛１，２，…，｜犝｜｝，都有犛犘（狌犻）犛犙（狌犻），如果犘犙
且犘≠犙表示犙严格比犘粗（或犘严格比犙细）记
作犘犙（或犙犘）．

定义１［２８］．　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犡犝，犅＝｛犘１，犘２，…，犘狀｝是一组属性集且
犘１犘２…犘狀（犘犻∈２犃）．犡的上近似犅－犡和下近
似犅－犡分别定义如下：
犅－犡＝犛犐犕（犘狀）（犡），犅－犡＝∪

狀

犻＝１
犛犐犕（犘犻）（犡犻），

其中犡１＝犡，犡犻＝犡－∪
犻－１

犽＝１
犛犐犕（犘犽）（犡犽），犻＝２，…，狀．

我们记犡的边界域为犅犖犘＝犅－（犡）－犅－（犡），记
犡的正域为犘犗犛犘（犡）＝犅－（犡），且犖犈犌犘（犡）＝
犝－犅－（犡）．显然，犅－（犡）＝犘犗犛犘（犡）∪犅犖犘（犡）．

为了说明在非完备决策表中，正向近似的本质
是关注目标概念犡结构的变化，我们使用以上的相
容类重新定义了犡的正向近似．犡正向近似的上近
似犅－（犡）和下近似犅－（犡）的结构可表示如下：
［犅－（犡）］＝｛犛犘狀（狌）｜犛犘狀（狌）∩犡≠，狌∈犝｝，
［犅－（犡）］＝｛犛犘犻（狌）｜犛犘犻（狌）犡犻，犻狀，狌∈犝｝，

其中犡１＝犡，犡犻＝犡－∪
犻－１

犽＝１
犛犐犕（犘犽）（犡犽），犻＝２，…，

狀，且［·］表示一个粗糙近似的结构．
定义２［２８］．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

策表，犡犝，犅＝｛犘１，犘２，…，犘狀｝是一组属性集且
犘１犘２…犘狀（犘犻∈２犆），且犝／犇＝｛犇１，犇２，…，
犇狉｝是犝上的一个决策，则犇相对于犘的上近似和
下近似定义如下：

犅－犇＝｛犅－犇１，犅－犇２，…，犅－犇狉｝，
犅－犇＝｛犅－犇１，犅－犇２，…，犅－犇狉｝．

犅－犇也称为犇相对于粒度序犘的正域，即
犘犗犛犘（犇）＝∪

狉

犽＝１
犅－犇犽．

４　基于正向近似的特征选择算法
特征选择的目的在于去除多余特征，特征选择

是寻找满足一定准则的最优特征子集的过程．其主
要思想是在保持分类能力不变的前提下，导出问题
的决策或分类规则．用于特征选择的方法主要有穷
尽搜索、随机搜索和启发式搜索三种，目前最常用的
特征选择方法为启发式搜索．本节将正向近似的方
法应用到启发式的特征选择中，提出面向非完备决
策表的一种正向近似特征选择加速算法．本文中选
取非完备意义下以正域和Ｌｉａｎｇ的条件熵［２９］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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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信息的两种特征选择算法来研究．
４．１　属性重要度的度量

基于上述介绍，非完备决策表中基于正域的属
性重要度的度量定义如下．

定义３．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犘犆．任意属性犪∈犘的属性重要度定义为

犛犐犌ｉｎ１（犪，犘，犇，犝）＝γ犘（犇）－γ犘－｛犪｝（犇），
其中γ犘（犇）＝｜犘犗犛犘（犇）｜／｜犝｜．

定义４．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犘犆．任意属性犪∈犆－犘的属性重要度定义为

犛犐犌ｏｕｔ１（犪，犘，犇，犝）＝γ犘∪｛犪｝（犇）－γ犘（犇），
其中γ犘（犇）＝｜犘犗犛犘（犇）｜／｜犝｜．

在非完备信息系统中，Ｌｉａｎｇ等［２９］定义了一种
新的信息熵，并应用于消去冗余特征，其描述如下．

定义５［２９］．　设犛＝（犝，犃）是一个非完备信息系
统，犝／犛犐犕（犃）＝｛犛犃（狌１），犛犃（狌２），…，犛犃（狌｜犝｜）｝，则
犃的信息熵定义为

犈（犃）＝∑
狘犝狘

犻＝１

１
｜犝｜１－

｜犛犃（狌犻）｜
｜犝（ ）｜ ，

且有０犈（犃）１－１／｜犝｜．
基于这个定义，容易给出其在非完备决策表中

的条件信息熵．
定义６．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犘犆，则条件信息熵定义为
犈（犇｜犘）＝１

｜犝｜２∑
狘犝狘

犻＝１
（｜犛犘（狌犻）｜－｜犛犘（狌犻）∩犛犇（狌犻）｜）．

根据定义６，基于Ｌｉａｎｇ条件熵的相对属性重
要度可定义如下．

定义７．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犘犆．任意属性犪∈犘的属性重要度定义为
犛犐犌ｉｎ２（犪，犘，犇，犝）＝犈（犇｜犘－｛犪｝）－犈（犇｜犘）．
定义８．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犘犆．任意属性犪∈犆－犘的属性重要度定义为
犛犐犌ｏｕｔ２（犪，犘，犇，犝）＝犈（犇｜犘）－犈（犇｜犘∪｛犪｝）．
对于给定的非完备决策表，所有约简的交集称

为核（可能是空集），核中的每一个属性都是必要的．
为求解决策表的核属性，给出如下的定理．

定理１．　设犛＝（犝，犆∪犇）是一个非完备决策
表，犪∈犆，如果犛犐犌ｉｎ犼（犪，犆，犇）＞０（犼＝１，２），则属性
犪是非完备决策表犛的一个核属性．

基于上述介绍的两种属性重要度的度量，根据
定理１可求解得到决策表的核属性，将度量信息作
为启发式搜索的迭代准则，便可构造启发式的特征
选择算法，进而求解决策表的相对约简．

４．２　基于正向近似的特征选择算法
以上介绍了属性重要度的度量，并证明了正向

近似下候选属性的属性重要度具有保序性．在此基
础上，本小节给出非完备意义下基于正向近似的启
发式特征选择方法，算法主要思想是：对非完备决策
表犛＝（犝，犆∪犇），犆为条件属性集，犇为决策属性．
首先计算非完备决策表的核属性集犘，以核属性集
为起点，根据正向近似方法逐次从论域中去掉协
调部分的对象，记剩下的论域为犝′，同时选择使
犈犉犝′（犇｜犘∪｛犪０｝）最小的条件属性犪０（犪０∈犆－犘）
添加到犘中，直到满足终止条件犈犉犝′（犇｜犘）＝
犈犉犝（犇｜犆），则犘是决策表的约简；其中犈犉犝（犇｜犘）
表示对属性重要度的度量，如在基于正域的特征选
择算法中犈犉犝（犇｜犘）表示为γ犘（犇），而在基于Ｌｉａｎｇ
的条件熵的特征选择算法中表示为犈犝（犇｜犘）．

算法１．　面向非完备决策表的正向近似特征
选择加速算法（ＩＮＦＳＰＡ）．

输入：非完备决策表犛＝（犝，犆∪犇）
输出：特征选择结果狉犲犱
过程：
１．令狉犲犱＝；
２．ｆｏｒ（犼＝１；犼｜犆｜；犼＋＋）
｛计算犛犻犵ｉｎ（犪犼，犆，犇，犝）；
如果犛犻犵ｉｎ（犪犼，犆，犇，犝）＞０，则狉犲犱＝狉犲犱∪｛犪犼｝；
｝

３．令犻＝１，犘＝狉犲犱，犝犻＝犝；
４．ｗｈｉｌｅ（犈犉犝犻（犘，犇）≠犈犉犝（犆，犇））ｄｏ
｛犻＝犻＋１；
犝犻＝犝犻－１－犘犗犛犝犻－１犘 （犇）；
依次计算并选取
　犛犻犵ｏｕｔ（犪０，狉犲犱，犇，犝犻）＝

ｍａｘ｛犛犻犵ｏｕｔ（犪犼，狉犲犱，犇，犝犻），犪犼∈犆－狉犲犱｝；
狉犲犱＝狉犲犱∪｛犪０｝；
犘＝狉犲犱；
｝

５．输出特征选择结果狉犲犱．
由于求解正域和条件熵要多次计算非完备决策

表的相容类，所以本文使用文献［３０］中的相容类快
速算法来计算相容类．

算法ＩＮＦＳＰＡ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文献［３０］
中计算相容类的时间复杂度是ｍａｘ（犗（｜犝｜｜犆｜），

犗∑
狘犆狘

犼＝１∑
犼－１

犽＝１
｜犽｜｜狏犽｜（ ）），其中｜｜和｜狏｜分别表示第犼

个属性下取值为缺省值的对象个数和属性取值个
数．所以步２总的时间复杂度是（犗｜犝｜｜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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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狘犆狘

犼＝１∑
犼－１

犽＝１
｜犽｜｜狏犽）｜；步４往核属性集中添加属性

并求得约简结果的时间复杂度是（犗∑
狘犆狘

犻＝１
｜犝犻｜｜犆｜２＋

｜犆｜∑
狘犆狘

犼＝１∑
犼－１

犽＝１
｜犝犻犽｜｜狏犝犻犽）｜；算法中其余步骤的时间复杂

度都为常数，所以算法ＩＮＦＳＰＡ总的时间复杂度是

（犗｜犝｜｜犆｜２＋｜犆｜∑
狘犆狘

犼＝１∑
犼－１

犽＝１
｜犽｜｜狏犽｜＋∑

狘犆狘

犻＝１
｜犝犻｜｜犆｜２＋

｜犆｜∑
狘犆狘

犼＝１∑
犼－１

犽＝１
｜犝犻犽｜｜狏犝犻犽）｜．由此可分析得，在计算过程

中随着论域犝犻的减小，加速算法有效地加速了特征
子集的求解过程，减少了时间消耗．

５　实验及分析
为验证算法ＩＮＦＳＰＡ的高效性和有效性，本文

选取了ＵＣＩ数据集中的４组非完备数据集进行测
试，比较加速后的启发式特征选择算法与加速前算
法的计算耗时．为表示方便，本节中将非完备意义下
的基于正域的启发式特征选择算法记为ＩＮＰＲ，基
于Ｌｉａｎｇ熵的算法记为ＩＮＬＣＥ．实验中使用的数据
集见表１．

表１　数据集
数据集 样本数 条件属性 类别

１ ａｄｕｌｔ ４８８４２ １４ ２
２ ｓｈｕｔｔｌｅ ５８０００ ９ ７
３ ｔｉｃｄａｔａ２０００ ５８２２ ８５ ２
４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８１２４ ２２ ２

为方便比较加速前后算法的计算时间，首先分
别将表１中的每组数据平均分为１０份，记为狓犻（犻＝
１，２，…，１０），实验中使用的１０份数据记为犡犻（犻＝
１，２，…，１０），其中犡１＝狓１，犡２＝狓１＋狓２，…，犡１０＝
狓１＋狓２＋…＋狓１０，最后一份数据即是数据集本身．
为了更好地说明算法效果，我们在硬件配置为ＣＰＵ
Ｐｅｎｔｉｕｍ３．４０ＧＨｚ、内存１ＧＢ的计算机上，用Ｃ＃
语言编程实现算法，开发平台为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Ｖｉｓｕａｌ
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０５．

（１）ＩＮＰＲ和基于正向近似加速后的ＩＮＰＲ
（ＩＮＦＳＰＡＰＲ）

首先比较算法ＩＮＰＲ和ＩＮＦＳＰＡＰＲ分别在
４组数据集上的时间消耗，实验结果见图１～４，其中
犡轴表示上述１０份样本数目由少到多的数据集犡犻
（犻＝１，２，…，１０），犢轴表示算法在不同数据集上的
计算时间（单位：ｍｉｎ）．

图１　ＩＮＰＲ和ＩＮＦＳＰＡＰＲ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ａｄｕｌｔ）

图２　ＩＮＰＲ和ＩＮＦＳＰＡＰＲ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ｓｈｕｔｔｌｅ）

图３　ＩＮＰＲ和ＩＮＦＳＰＡＰＲ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ｔｉｃｄａｔａ２０００）

图４　ＩＮＰＲ和ＩＮＦＳＰＡＰＲ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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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分别表示４组数据集上算法ＩＮＰＲ和
加速后的算法ＩＮＦＳＰＡＰＲ的计算时间．如图中实
验结果所示，通常随着样本数据规模的增大，时间消
耗的增多，两种算法的计算时间的差值会增大．所以
实验结果表明加速算法不仅有效地加速了特征选择
的求解过程，而且通常对规模较大的数据集，新算法
的性能会更好，高效性也更明显．实验中图１～４的
实验结果都比较有效，很好地体现了加速算法的高
效性．其中图４中前几份数据在两种算法上的计算
时间比较接近，这主要与计算过程中约简结果和核
属性的数目有关．所以，加速算法ＩＮＦＳＰＡＰＲ与
原算法ＩＮＰＲ相比较，有效地提高了算法效率，降
低了计算量并减少了时间消耗；而且通常对大规模
数据集，新算法的高效性更明显．

（２）ＩＮＬＣＥ和基于Ｌｉａｎｇ熵加速后的ＩＮＬＣＥ
（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

算法ＩＮＬＣＥ和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在４组数据集
上的时间消耗见图５～８，其中犡轴表示上述１０份
样本数目由少到多的数据集犡犻（犻＝１，２，…，１０），
犢轴表示算法在不同数据集上的计算时间（单位：
ｍｉｎ）．

图５～８表示原算法ＩＮＬＣＥ和加速算法
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在４组数据集上的计算时间．图中的

图５　ＩＮＬＣＥ和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ａｄｕｌｔ）

图６　ＩＮＬＣＥ和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ｓｈｕｔｔｌｅ）

图７　ＩＮＬＣＥ和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ｔｉｃｄａｔａ２０００）

图８　ＩＮＬＣＥ和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不同数据集下的
计算时间（数据集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实验结果表明，通常随着样本数据规模的增大和时
间消耗的增多，两种算法时间消耗的差值会逐渐增
大．所以实验结果进一步有效地验证了加速算法的
高效性，加速算法不仅加速了特征选择的求解过程，
而且通常随着数据规模的增大，算法的高效性会更
明显．所以加速算法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大规模数据
集的特征选择．实验中的实验结果都比较有效，很好
地体现了加速算法的高效性．图８中前几份数据集
上两种算法计算时间的差值不太明显，原因主要受
计算过程中约简结果和核属性的数目的影响，但随
着数据规模的增大，加速算法便有效地降低了时间
消耗．所以加速算法ＩＮＦＳＰＡＬＣＥ相比较原算法，
有效地提高了计算效率，且针对大规模数据集性能
会更好．

综上分析，加速算法ＩＮＦＳＰＡ与原算法相比
较，作以下几点分析：

（１）由于基于正向近似的加速算法对候选属性
具有保序性，所以加速后的算法不改变原算法的特
征选择结果；

（２）新算法在得到相同特征选择结果的同时有
效地加速了特征选择过程，降低了时间消耗；

（３）随着样本数据规模和属性的增多，加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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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原算法时间消耗的差值会增大，高效性更明显，
但是，对于核属性集即是特征选择结果的数据集不
适合于本算法．

６　结　论
针对现有面向非完备决策表的特征选择算法计

算耗时过大的缺陷，本文构建了一个通用特征选择
算法加速器．通过分析非完备正向近似的机理，证明
了基于正域的和基于Ｌｉａｎｇ的条件熵的两个启发式
度量的保序性．基于这个保序性质，提出了一种基于
正向相似的通用特征选择加速算法．该算法通过不
断地缩小论域的规模，有效地降低了特征选择求解
中的计算耗时，实现了对特征选择算法的加速．进一
步，我们选取了ＵＣＩ数据库中４组常用的非完备数
据集进行实验分析，结果有效地验证了该加速算法
的有效性和高效性．特别指出的是，通常随着数据规
模的增大，加速算法ＩＮＦＳＰＡ的高效性会更明显，
可有效应用于海量数据的特征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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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ｌ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ｓｉｎｒｏｕｇｈ
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８，５５：１７５４１７６５

［２８］ＱｉａｎＹｕＨｕａ，ＬｉａｎｇＪｉＹ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ｕｌ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２（１）：５１６３

［２９］ＬｉａｎｇＪｉＹｅ，ＳｈｉＺｈｏｎｇＺｈｉ，ＬｉＤｅＹｕ，ＷｉｒｅｍａｎＭＪ．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ｒｏｐｙ，ｒｏｕｇｈｅｎｔｒｏｐｙａｎ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ｇｒａｎ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２００６，３４（１）：６４１６５４

［３０］Ｗａ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ＪｉＹｅ，ＱｉａｎＹｕＨｕａ．Ｑｕｉｃｋ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ｏｌｅｒａｎｔｃｌａｓｓ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４５（２７）：１３３
１３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锋，梁吉业，钱宇华．非完备信息系统的相容类快速计
算．计算机工程与应用，２００９，４５（２７）：１３３１３６）

犙犐犃犖犢狌犎狌犪，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７６，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犔犐犃犖犌犑犻犢犲，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６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Ｐｈ．Ｄ．ｓｕｐｅｒｖｉ
ｓｏｒ．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ｒｏｕｇｈｓｅｔｔｈｅｏｒｙ，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犠犃犖犌犉犲狀犵，ｂｏｒｎｉｎ１９８４，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Ｈｅｒ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犅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ｓｕｃｈａｒｅａｓａ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ａ
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ｐｒｏｖｅｎｔｈａｔｆｉｎｄ
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ｏｆａ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ｉｓａＮＰｈａｒｄｐｒｏｂ
ｌｅｍ，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ｍａｎｙ
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ｒｏｕｇｈｓｅｔ
ｔｈｅｏｒｙ．Ｂｕｔ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ｓ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ｓ，ｈｏｗ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ｉ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ｓｓｔｉｌｌｉｓ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ｂｏｔｈ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ｔｈｅ
ｒａｎｋ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ｄａｔａ，ｗｈｉｃ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ａｂｌｅｓ．

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ｗａ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
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ｓ．７１０３１００６，６０９０３１１０，
６０７７３１３３，７０９７１０８０），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Ｃｈｉｎａ（９７３Ｐｒｏｇｒａ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Ｎｏ．２００７ＣＢ３１１００２），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ｎａ
（Ｎｏｓ．２００８０１１０３８，２００９０２１０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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