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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数据挖掘》

前言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是一个住处爆炸的社会。信息是事物状态和特征的反映，它和材料及能量
一起构成社会的三个要素。但是，住处具有一些不同于能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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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医学数据挖掘》将数据挖掘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着重介绍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及其在生物医
学领域内的各种实际应用，旨在使读者能熟悉并理性地应用这种方法，解决医学基础科研及临床研究
中的实际问题。《生物医学数据挖掘》的第一章介绍了数据挖掘的基本概念；第二章介绍了进行数据
挖掘所必需的数据采集和数据清洗的方法；从第三章～第八章，结合国内外的应用实例，分别介绍了
回归分析、关联规则、时间序列分析、序列分析、分类和聚类分析等数据挖掘的常用方法，并在参考
文献中列出了这些应用实例的引文出处：第九章简单介绍了数据挖掘软件。
数据挖掘是在统计分析、模式识别、机器学习及数据库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该新
兴学科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其应用价值体现在：与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其他学科相结合，为
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方法。
《生物医学数据挖掘》适合于医学院校本科生及研究生、医学基础科研及临床科研工作者、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学生及技术人员作为教材及参考资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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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1.1 什么是数据挖掘　　1.1.1 数据、信息和知识　　数据(data)是对客观事物特
征状态的记录。例如，商店内某种商品的销售量或销售额、医院内某类药物的使用数量、某临床科室
的床位周转率、患者的心率和血压等生理参数⋯．．这些都是数据。客观事物某些特征状态的记录还
受制于技术。例如，在X线及其医学应用被认识以前，人体内各种组织对x线的不同衰减特征就无法记
录。因此，随着人类生产能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社会活动的发展，数据的种类、形式和数量
日益增多。同时，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数据的采集、存储、管理和重用更为
简便和规范(例如，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以一定的格式或结构来存储和组织数据)，使数据的流通和共
享性增大(例如，通过因特网共享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被淹没在日益增长的数据之中”正
成为当前社会的特征之一。　　另一方面，数据是信息(information)及知识(knowledge)的载体。信息和
知识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然而，相对于数据的急速增长，人类从数据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并将这些信
息归纳上升为知识的能力却极大地滞后(见图l．1)。

Page 5



《生物医学数据挖掘》

精彩短评

1、价格实惠，服务也不错！
2、书籍比想象的薄的多，内容也不太详尽，太浪费钱了！奉劝大伙别买，我这钱花的老心疼了
3、在书店看到这本书，立马就想买上，在当当网上购买很便宜，而且很快就送到了！感谢了！！对
于学生来说，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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