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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包装信息的特点,阐述了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建立方法,把各种包装信息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进行

有效集成,并同时阐述了在包装信息数据仓库下进行包装信息数据挖掘的方法,实现了将包装信息中的数据挖

掘技术集成到复杂的包装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中,为各层次的研究决策、分析人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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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ckaginginformationdatawarehousebuildingmethodwasintroduced,whicheffectivelyinte灢

gratedallkindsofinternaldataandexternaldataofpackaginginformationaccordingtothecharacteristicsof

packaginginformation.Thedataminingmethodofpackaginginformationundertheconditionofpackagingin灢
formationdatawarehousewasintroduced,whichintegrateddataminingtechnologyintotheapplicationenviron灢
mentofcomplexpackaginginformationtechnology.Thepurposewastoprovidereferenceforalllevelsofdeci灢
sion灢makerand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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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由于目前包装信息所涉及的面较广、信息量大,
缺乏对包装信息及数据的存储及归纳。 在进行各种

包装设计时,还必须提供大量的与包装信息相关的各

种资料,包括包装设计标准、包装设计的参考资料,要
获取这些信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使
得各种包装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信息的共享,
而是依赖于包装设计人员自身技术储备、以往的经验

以及对包装产品所进行的一些试验所得到的数据结

果[1] 。 另外,在一般包装信息管理中,由于需要存储

包装物从生产过程到产品的分类管理,再到再生利用

各环节的包装信息数据时,就会发现这种数据没有进

行分析处理,其表示的结构性较差,用一般的关系型

数据库进行存储、包装信息的查询、包装信息的分析

处理中,其包装信息的可用性、准确性在实际使用中,
将会产生一些问题。 由于包装材料的类型及分类较

为复杂,所以,在包装信息的使用中,它们的分类、实

际有用信息的获取,在一般信息处理中,就会产生一

定的问题,有必要引入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进行

包装信息处理方法的应用研究[2] 。

1暋包装信息处理技术

1.1暋包装信息存储技术

在普通包装信息数据库的存储中,由于存储的单

一性,不能较为完整地进行包装信息的筛选及分析,
特别是在并行数据的广泛应用、数值化信息的快速增

长、信息的极度膨胀下,引入数据仓库(DW)在包装信

息的处理中已显得尤为重要。 包装信息数据仓库应

是一个面向包装信息主题的、相对稳定的、集成的、反
映包装信息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它是在各种包装数

据库存在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挖掘包装信息有用的

数据资源、为了包装信息决策需要而产生的。 根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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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需要的决策目标,将存储在各个数据库中的包装信

息数据通过一定的选择,转换为一种新的信息存储格

式,其目的是解决那些具有大量的包装信息数据,而

在应用中又无法获取有用信息的问题[3-4] 。 所以,包

装信息数据仓库需要进行的工作有:

1)数据源。 指包装信息数据仓库中的数据,可来

源于多个、多种形式下的包装信息数据源,其中可包

括各种数据文件、各种外部文档资料等。

2)仓库管理。 在包装信息数据仓库信息组成确

定后,需要建立相关的包装信息数据模型,然后确定

在源数据仓库中的包装信息数据的抽取转换等实施

处理方法,最后确定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物理存储结

构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功能。

3)分析工具。 在包装信息数据仓库下,建立用于

解决在实际分析、决策中,其系统所需的各种查询、信
息检索等分析工具。

1.2暋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技术

随着包装信息数据量急剧增大,如何从大量的包

装信息数据背后所隐藏的许多重要的信息中,抽取出

有用信息,是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技术所要解决的问

题。 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是从大量的、有噪声的、不完

全的、模糊的、随机的包装信息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包

装信息数据中的、事先不知道但又是潜在有用的包装

信息和包装相关知识的一种处理技术[5-7] 。 目前,在

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技术处理中,主要算法及方法有:

1) 遗传算法。 在包装信息数据挖掘中,由于遗

传算法是基于生物自然选择与遗传机理的一种随机

搜索算法,具有的隐含并行性、易于和其他模型结合。

2) 神经网络方法。 由于该方法具有自组织自适

应性、有良好的鲁棒性、并行处理、高度容错和分布存

储等特性,所以,在包装信息数据挖掘中,非常适合解

决包装信息数据挖掘的问题。

3) 决策树方法。 是一种预测模型的处理算法,

它通过将大量数据有目的地进行分类,从中找到信息

集中有价值的、潜在的信息。 所以,在包装信息信息

处理中,由于描述简单、分类速度快,可在包装信息数

据仓库中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处理。

4) 统计分析方法。 主要利用统计学知识对包装

信息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分析,解决大量包装信息数

据中的最大值、最小值、总和、平均值等统计信息的计

算[5-7] 。

2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技术在包装信息处理

方法中的应用

2.1暋数据挖掘与数据仓库在包装信息处理方法中的

关系

在包装信息数据挖掘中,与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紧

密联系在一起时,将在包装信息数据仓库中获取所需

要的包装信息及包装知识内容。 所以,在包装设计、
包装信息的应用中,首先要建立包装信息数据仓库,
该数据仓库的联机分析功能可为包装信息数据挖掘

提供相应的操作平台。 在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构造

过程中可以围绕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组建,进行包装信

息数据存取、数据集成、数据合并、异种数据库的转

换、ODBC/OLEDB的连接、Web访问等各种数据处

理和数据分析等基础工作。 这样,在进行包装信息数

据挖掘与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有效联结时,将增加包

装信息数据挖掘的连机挖掘功能,充分利用包装信息

数据仓库的 OLAP与各种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方法及

工具的联结,为包装信息数据挖掘选择合适的数据挖

掘方法及工具。

2.2暋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处理方法

包装信息数据挖掘首先要建立在基于包装信息

数据仓库的一种有效的处理算法,从包装信息数据中

抽取出处理模式。 对于包装信息数据挖掘的应用不

仅需要建立良好的、有效算法处理模型,而且更重要

的是要解决如何将包装信息中的数据挖掘技术集成

到复杂的包装信息技术应用环境中。 由于包装信息

种类繁多,在获取大量包装信息数据之后,需要寻找

包装材料的种类、包装外观设计的方法、包装应用的

使用范围,并进行预测、预报。 在进行包装信息数据

库仓库处理方法中,主要进行的工作有:构建包装信

息数据仓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实施对包装信息数据

仓库的有效管理及维护;确定如何快速收集和有效存

取包装数据的有效方法及处理技术;建立和完善包装

信息元数据字典,为数据挖掘提供底层的基础数据信

息;在数据信息的分析处理中,建立如何从包装信息

数据仓库中的综合数据中恢复原始数据的功能。

2.3暋数据挖掘技术处理方法

在对包装信息中的选材、设计、应用环境等数据

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实质就是知识和规则的发现过

程。 在知识发现系统中,就是从大量的包装信息数据

中筛取信息,发现有价值的知识和规则。 从包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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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仓库中选择的数据在知识发现引擎里进行处理,
在引擎中提供各种挖掘算法,从中生成有潜力的、有
效的应用价值知识。 在基于包装信息数据仓库的知

识发现系统结构中建立相关包装信息知识发现系统,
就是要在包装信息处理中,进行包装信息数据挖掘研

究与开发包装信息数据挖掘的理论与技术,设计高效

的、有针对性的包装信息算法挖掘规则以及高效算法

规则的更新、维护和管理功能。 所以,在包装信息数

据挖掘技术处理中,需要进行的处理方法有:

1) 关联分析。 就是在包装信息数据库中解决重

要的、2个或2个以上变量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

性、可被发现的知识,在处理中可进行简单关联、时序

关联和因果关联。 其目的是找出包装信息数据库中

隐藏的关联网,解决包装信息中各种包装信息数据之

间的关联度。

2) 聚类分析。 首先把包装信息数据按照相似性

归纳成若干类别,同一类中的包装信息数据彼此相

似,不同类中的包装信息数据相异,然后,通过聚类分

析与处理,建立包装信息类别的宏观概念,发现包装

信息数据的分布模式,以及可能的包装信息数据属性

之间的相互关系。

3) 分类。 就是在包装信息中,找出一个包装信

息类别的概念描述,以代表该类包装信息数据的整体

信息,即该类的内涵描述,并用这种描述来构造包装

信息数据模型。

4) 预测。 首先利用包装信息的历史数据,从中

找出包装信息数据的变化规律,并建立相关包装信息

处理模型,然后由此模型对未来包装信息数据的种类

及特征进行预测,用预测方差来度量它的准确性。

3暋结语

包装信息数据仓库是包装信息处理中包装信息

数据库发展和应用的延伸,是在海量的包装信息数据

库中提取潜在的、有价值的包装信息的一个实体,而
包装信息数据挖掘是包装信息知识发现的一个重要

的处理技术,把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包装

信息处理研究中,可以提高包装信息处理、有用信息

的使用,发现更多而有实际应用价值的信息,使宝贵

的包装信息数据资源在包装设计、包装信息处理中得

到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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