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3 年 第 22 卷 第 2 期 

 112 软件技术·算法 Software Technique·Algorithm 

基于兴趣度变化的社区网站用户性格相似度计算① 
张晓滨, 庞海燕 
(西安工程大学 计算机科学学院, 西安 710048) 

摘 要: 针对社区网站中通过衡量用户静态信息的一致性和共同好友数量, 忽视其动态信息以及动态信息变化

过程实现好友推荐这一问题, 提出基于兴趣集、兴趣度持续时间、兴趣集序列构造性格模型, 比较用户性格相似

度实现性格相似的判断. 实验结果显示, 该模型实现好友推荐的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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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Similarity Calculation of Community Site Based on User's Interest Change  
ZHANG Xiao-Bin, PANG Hai-Yan 

(School of Computer Sicense,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SNS, the way to achieve friends recommended by measures the consistency of user’s static 
information or the number of common friends. But it ignores dynamic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it. For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based on interest sets, the duration of interest and the interest sequence to structure a character 
model. Compares the similarity to achieve character similarity judg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a good model to get 
friends. 
Key words: character similarity; interest; interest series; the duration of interest 
 
 

传统的社区网站通过用户静态信息的一致性和共

同好友的数目来实现好友推荐, 但这种推荐方法[1-3]仅

仅把用户的静态信息作为相似性的唯一标准, 忽视了

用户的动态信息. 该方法虽然能够为用户寻找静态信

息一致和有共同好友的好友, 但是静态信息一致和共

同好友达到一定值不是好友的充分条件; 而且该方法

局限性于静态信息和共同好友, 不能找到真正志同道

合的人. 基于此, 本文将兴趣爱好作为性格的特征项[4], 
通过计算兴趣爱好及其变化过程的相似度来实现好友

推荐.  
用户发表和分享的日志作为数据来源, 通过中文

分词和同义词近义词处理过程[5-8], 得到兴趣度[9-10]及

其对应的频数二元组. 基于该二元组, 通过兴趣集、兴

趣度持续时间、兴趣集序列构造性格模型. 文献[11]
描述了时间序列的相似度检测模型, 用兴趣度曲线的

倾斜数组表示兴趣度序列. 但是忽略了曲线长度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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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形状的影响. 本文在此基础上, 引入曲线在时间轴上

的投影, 即时间间隔比较函数,最终以斜率比较函数和

时间间隔函数的乘积作为序列相似度[12]的判断依据.  
 
1 算法描述 

性格相似度用来衡量用户的性格相似程度, 在社

区网站的实际运用中, 设定一定的性格相似度判断阈

值. 比较其计算结果与阈值大小, 判断用户是否可以

作为好友推荐给用户. 社区网站用户集合为W , 用户

P 和 Q 是 W 的元素 , 且 P 不是 Q , 即 ,WPÎ  
,WQÎ 且 QP ¹ . 其算法描述如下:  

步骤一 通过兴趣度及其对应的频数二元组等日

志预处理结果, 得到兴趣集 E、兴趣度持续时间 F、兴

趣集序列 G.  
步骤二 计算用户P和Q的兴趣集相似 ),( QPSimE 、

兴趣度持续时间的相似度 ),( QPSimF 、兴趣集序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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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 ),( QPSimG .  
步骤三 根据各特征项相似度 ),( QPSim

iI
与该相似

度在性格相似度中所占比例 )( iIP 求出性格相似度

),( QPSim .   
步骤四 比较性格相似度判断阈值s 与性格相似

度 ),( QPSim 的大小. 若 s³),( QPSim ,则满足好友推

荐的条件, 成为一个好友对. 否则, 不满足好友推荐

条件.  
  步骤五 当对社区网站中的用户W 进行遍历, 执
行上述过程. 即当用户 NM , 满足 ,WM Î ,WN Î
且 QPNM UU ¹ 时 , 重复步骤一到步骤四 . 否则 , 
计算结束, 输出好友对.  
 
2 性格相似度的计算框架 
2.1 兴趣集相似度 ),( QPSimE  

兴趣元素集合记为 },,,{ ,321 nhhhhH L= , 频数集

合记为 },,,,{ 321 nffffF L= . 某一时刻, 对应的兴趣 

元素与对应的频数组成的二元构成为这一时刻的兴趣

集E . 则 
}),(,),(,),({ 222111 >===<= nnn fhefhefheE L  

用 户 P 和 Q 兴 趣 度 的 交 集 记 为 comH , 
},,,{)()( 21 comncomcomcom hhhQHPHH LI == ,其对应的兴

趣集二元组为:  
})(,,)(),({ ,2,221,11 >===<= comncomncomncomcomcomcomcomcomcom fhefhefheE L  

用户兴趣集的相似度表征二者兴趣度交集频数的

相似程度. 当 comH 不为空时, 二者有共同的兴趣度, 但
是对于不同用户, 其共同兴趣度的频数存在差异. 此
时, 通过各元素的频数相似度与该元素在兴趣集交集

中所占比例求和得出. 当 comH 为空时, 即二者无共同

的兴趣度, 兴趣集的相似度为 0. 公式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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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min( QfPf comicomi 表 示 )( PE com 和
)( QE com 中 第 i 个 兴 趣 度 的 频 数 最 小 值 , 

))(),(max( QfPf comicomi
表示 )( PE com 和 )(QE com 中第 i 个兴趣

度的频数最大值, comiP 表示 comE 中第 i 个元素在该兴趣
集中所占的比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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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comi , )(QPcomi 分别表示用户 P 和Q 第 i 个共同

兴趣度在 )( PE com 和 )(QE com 中所占的比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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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兴趣度持续时间相似度 

1T 到 NT 时刻用户兴趣度集合为:  
}{)()()()~( ,,3,2,1211 sumnsumsumsumNNsum hhhhTHTHTHTTH LILII ==

兴趣度持续时间的相似度用来表征一段时间内兴趣度

在不同时刻存在性的相似程度. 兴趣及持续时间用兴

趣集集合中各元素持续时间和的平均值来表示, 但是

考虑到时间粒度对时间结果的影响, 因此引入时间粒

度 tD , 某一元素的持续时间就表示为 tD 与该时间粒度

下持续时间的乘积. 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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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umiht 表示兴趣度 i 持续的时间, tD 表示

NT 与 1+NT 的时间间隔. )( sumij ht 表示兴趣度 sumih 是否存在

与连续时刻, 若 sumih 存在于连续的时刻中, 则该兴趣度

的持续, 记为 1, 否则, 说明该兴趣度不持续, 记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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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3)和(4), 可得出, 兴趣度持续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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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兴 趣 度 持 续 时 间 的 相 似 度 定 义 , 当

0)~(),~(max({ 11 ¹NQNP TTTTTT 时, 二者的持续时间有

交集, 但是对于不同用户, 其持续时间有差异. 此时, 
通过用持续时间的最小值与最大值的比值来表征其相

似度. 当 0)~()~( 11 == NQNP TTTTTT 时, 即二者的兴

趣度都不持续, 此时兴趣度持续时间为 0. 公式表达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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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兴趣集序列相似度 ),( QPSimG   
兴趣集序列的相似度表征一段时间内用户兴趣集

变化趋势的相似程度, 考虑到兴趣集序列是兴趣度序

列的集合, 先计算兴趣度序列相似度, 然后计算兴趣

集的相似度.  

2.3.1 兴趣度序列相似度 ),( QPSim
ig  

兴 趣 度 ig 的 时 间 序 列 记 为
>===<= }),(,,),(,),({ 222111 Nnn TfxTfxTfxS L , 其中, if 是 iT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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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该兴趣度的频数. 将不同时刻所对应的频数用平滑

的曲线连接起来, 则该曲线的意义是用户在此时间段

内对此兴趣度感兴趣程序的变化趋势.  
考虑到曲线可能存在拉伸, 压缩, 噪音干扰, 本

文通过比较序列的形状来实现兴趣度序列相似度的比

较. 首先选取曲线上的特征点, 描述如下:  

在 >===<= }),(,,),(,),({ 222111 Nnn TfxTfxTfxS L 中 , 
当

m
x 满足: 存在常量 R , i 和 j 且 njmi £<<£1 ,使得: 

1) mf 是 jff ,,1 L 中 的 最 大 值 ; 2) Rff im ³ 且

Rff jm ³ 成立. 则称 mx )1( nm << 是一个极大特征点. 

同理 , 当 mx 满足 : 1) mf 是 jff ,,1 L 中的最小值 ; 2) 

Rff mi ³ 且 Rff mj ³ 成立. 则称 mx )1( nm << 是一个

极小特征点.  

用线段连接相邻特征点, 通过斜率比较函数与

时间轴长度比较函数的乘积来简化曲线相似度的

计算.  
线段斜率 )()( 11 iiiii TTff --= ++r , 时间轴上的长度用 il

表示, 序列表示为 ),,( ,1,1 ><>< mm ll rr L . 假设两用户

的序列 1S 和 2S 分段后的线段的斜率存放于数组

),,1(1 nU L 和 ),,1(2 nU L 中, )(is 表示斜率比较函数,  
若 0)(1 =i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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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轴 上 的 长 度 存 放 于 数 组 ),,1(1 nV L 和

),,1(2 nV L 中, )(iw 表示时间轴长度比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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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过程得出, 序列 1S 和 2S 的相似度函数的

时间复杂度为 O(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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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一定的容忍限度 e , 其中 , 10 £< e . 当

e>),( 21 SSSim
iF , 表示序列 1S 和 2S 相似. 用 1 来表示相

似, 0 表示不相似, 其该兴趣度的相似性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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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兴趣集序列相似度 ),( QPSimG  
兴趣集序列的相似度表征一段时间内用户兴趣集

变化趋势的相似程度, 前面已经得到了兴趣度序列的

相似度计算方法, 那么兴趣集序列的相似度由兴趣度

序列的相似度的平均值得出. 公式表达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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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QPSim
ig 表示兴趣集中第 i 个元素, 即兴趣度

ig , 在该时间段内的序列相似度, n 表示兴趣集所包

含的兴趣度元素个数.  
2.4 性格相似度 ),( QPSim

iI  
性格特征项为上述的兴趣度、兴趣度持续时间、

兴趣集序列, 即 },,{ GFEI = . 性格相似度 ),( QPSim
iI 用

来衡量用户 P 和Q的性格相似程度, 通过对各特征项

相似度与该相似度在性格相似度中所占比例乘积求和

得出,公式表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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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QPSim
iI 表示用户 P 和Q 特征项 iI 的相似

度, )( iIP 表示该特征项相似度在性格相似度中所占

的比例.  
 
3 实验及结果分析  

选取社区网站中的 200 个用户在 3 个月内的发表

和分享的日志, 经过中文分词和同义词近义词处理后

得到兴趣元素及其频数二元组. 选择兴趣度频数 5³f

的 兴 趣 元 素 , 组 成 该 实 验 的 实 验 数 据 . 假 设

)( EIP , )( FIP , )( GIP 分别为30%, 30%, 40%. 应用以

上性格相似度计算模型和对应的参数, 得出用户的相

似度d , 当 sd ³ 时, 满足好友推荐的条件, 成为一个

好友对.  
上图中, 横坐标表示参数,,, 的取值, 纵坐标表示

好友对的数目 . 图中的点所对应的参数分别为 : 
(1)1,0.25,10,0.7; (2) 2,0.25,10,0.7; (3)1,0.3,10,0.7; 
(4)1,0.25,15,0.7; (5)1,0.25,10,0.8. 图 1 展示了不同参数

下, 所对应的好友数量. 图 2 展示了对应参数下, 实
验结果与实际结果中, 好友名单的一致性. 通过查询

社区网站数据库, 好友的数目为 65. 实验显示, 当参

数为 2/3,2/3, 10, 0.75 时, 对应的好友数目为 64, 该结

果最接近于真实数据, 此时好友名单的一致性为 90%. 
而此时分析用户注册时所提供的静态信息, 其一致性

为 40%, 共同好友数量的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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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好友数量           图 2 好友一致性 
 

那么采用用户的静态信息一致性和共同好友数目

的方法, 实验结果如何呢？依据静态信息和共同好友

数目构造相似度计算模型 
, 该模型所涉及的静态信息为血型, 星座, 颜色喜好, 
学历, 所在地, 所在院校, 根据这些参数以及共同好

友数目的取值范围, 绘制不同参数情况下所对应的好

友数目与好友一致性的图, 如图 3、图 4.  
 
 
 
 
 

图 3 好友数量           图 4 好友一致性 
 
当实验结果接近于 65 时, 比较实验结果与上述的

实际好友对, 其好友一致性为 53%.  
由以上的实验结果和分析可知,  基于兴趣度变

化的性格相似度模型能够更好的实现好友推荐, 为社

区网站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 同时, 该模型的参数选

择对于实验结果极其重要. 当设置合适的参数时, 该
模型能准确的为社区网站用户推荐好友.  
 
4 结语 

本文基于兴趣度变化建立性格模型, 然后通过用

户性格的相似度实现用户的个性化服务, 其优点是基

于动态信息, 即兴趣度变化建立性格模型, 改进了传

统模型仅基于静态信息的不足. 今后还需要关注更多

性格参数的选取, 以更精确的描述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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