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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数据时代应用机器学习方法解决数据挖掘问题的实用指南。
洞察隐匿于大数据中的结构模式，有效指导数据挖掘实践和商业应用。
weka系统的主要开发者将丰富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学实践的经验和技术融会贯通。
广泛覆盖在数据挖掘实践中采用的算法和机器学习技术，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
避免过分要求理论基础和数学知识，重点在于告诉读者“如何去做”，同时包括许多算法、代码以及
具体实例的实现。
将所有的概念都建立在具体实例的基础之上，促使读者首先考虑使用简单的技术。如果简单的技术不
足以解决问题，再考虑提升到更为复杂的高级技术。
新版增加了大量近年来最新涌现的数据挖掘算法和诸如Web数据挖掘等新领域的介绍，所介绍的weka
系统增加了50%的算法及大量新内容。
本书是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领域的经典畅销教材，被众多国外名校选为教材。书中详细介绍用于数据
挖掘领域的机器学习技术和工具以及实践方法，并且提供了一个公开的数据挖掘工作平台Weka。本书
主要内容包括：数据输入/输出、知识表示、数据挖掘技术（决策树、关联规则、基于实例的学习、线
性模型、聚类、多实例学习等）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本版对上一版内容进行了全面更新，以反映自
第2版出版以来数据挖掘领域的技术变革和新方法，包括数据转换、集成学习、大规模数据集、多实
例学习等，以及新版的Weka机器学习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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