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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客观兴趣度的关联规则评价方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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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衡量和生成关联规则的主要准则是考虑支持度和置信度阈值,而在实际应用中仅按此准则来挖掘是

不够的, 这主要是因为关联规则的评价标准不合理产生的. 针对关联规则评价指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分析了

“支持度-置信度”架构的局限性, 提出了基于相关性的兴趣度的评价指标 PS 公式, 根据其数学特性指出了它的优

点与不足, 为关联规则评价体系的改进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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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 main guidelines is to measure and generate Association rules take into account support and 
confidence threshold, and only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guideline to mining is insufficient,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associated rule evaluation criterion is not reasonable. This article for the associated rule evaluation 
conducted an in-depth study, analyzed the "support-confidence" schema limitations, presenting an interest based on 
correlation degree of evaluation indicators PS formula, based on its mathematical properties that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lai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mprovement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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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规则是数据挖掘领域成果颇丰而且比较活跃的

研究分支, 最早是由R.Agrawal等人在 1993年提出来的, 
是对一个事物和其它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的一种

描述. 在包含海量数据的商业数据集上进行关联分析时, 
往往会产生成千上万的关联规则, 什么是有意义的关联

规则? 因此对关联规则的评价显得尤为重要, 它直接影

响关联规则挖掘算法输出规则的数量和质量.  
 
1 关联规则概述 

设 I=[i1,i2,,i3,… in]项的集合, 数据集 D 是事务

的集合, 其中每个事务 T 是项的集合, 使得 T⊆I. 每一

个事务有一个表示符, 称作TID. 事务T包含一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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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A 当且仅当 A⊆T, 一个关联规则就是形如 A→B 的

逻辑蕴涵式[1], 其中 A⊂I, B⊂I, 并且 A∩B=∅. 它表示

如果项集 A 在某一事务中出现, 则必然会导致项集 B
也会在同一事务中出现. A 称为规则的先决条件(或前

件), B 为规则的结果(或后件).  
判断一条关联规则是否有趣可以采用客观兴趣度

和主观兴趣度两类评价标准[2]: 客观兴趣度指那些由

数据本身的属性决定的因素, 这些因素一般都是可以

通过数学的方法定量计算的; 主观兴趣度度量在评价

规则的有趣性时将用户的需求和系统更加紧密的结合

起来, 需要来自领域专家的大量先验信息. 本文主要

针对客观兴趣度进行探讨.  
 
 
 
 



计 算 机 系 统 应 用                        http://www.c-s-a.org.cn                     2013 年 第 22 卷 第 9 期 

 228 研究开发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 关联规则基本评价指标 
2.1 支持度和置信度 

支持度 Support(A→B) 即项集 A 和项集 B 的并集

A∪B 在所有事务 D 中出现的概率, 取值范围为[0, 1]. 
如果A和B在交易数据库中都没有出现, 则Support(A
→B)=0; 如果 A 和 B 在交易数据库中的每个交易事务

中都出现, 则 Support(A→B)=1. 支持度的度量反映了

关联规则是否具有普遍性, 支持度高说明这条规则可

能适用于数据集中的大部分事务. 最小支持度即用户

规定的关联规则必须满足的最小支持度, 它表示了一

组物品集在统计意义上的需满足的最低程度.  
置信度 Confidence(A→B)即在出现了项集 A 的事

务D中, 项集B也同时出现的概率, 取值范围为［0, 1］. 
如果 A 和 B 无关, 则 Confidence(A→B)=0; 如果 A 出

现 B 一定出现, 反过来 A 不出现 B 也有可能出现, 则
Confidence(A→B)=1. 置信度的度量反映了关联规则

的可靠性, 置信度高说明如果满足了关联规则的前件, 
同时满足后件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最小置信度即用户

规定的关联规则必须满足的最小置信度, 它反应了关

联规则的最低可靠度.  
2.2 “支持度-置信度”架构的局限性 

强关联规则即同时满足最小支持度阈值和最小置

信度阈值的规则. 关联分析的任务就是找出数据集中

隐藏的强规则. 尽管在生成关联规则的过程中,利用支

持度和置信度进行剪枝大大减少了生成的关联规则的

数量,但是不能完全依赖提高支持度和置信度的阈值

来筛选出有价值的关联规则. “支持度-置信度”架构存

在着一定的缺陷: 如果支持度阈值设置过低, 算法所

需的计算量和内存需求将增加, 同时会生成过多的关

联规则, 其中有些关联规则可能是虚假的规则; 如果

支持度阈值设置过高, 就会有丢失一些重要规则的风

险, 从而有可能丢失用户观点来看是有意义的规则问

题. 比如商场奢侈品的购买记录, 虽然只占很小的比

例, 也就是支持度比较低, 但由于奢侈品的利润高, 
它的购买模式对于商场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支持度阈

值和置信度阈值都很高,则产生的关联规则往往是显

而易见, 早已经被掌握的知识. 而置信度的缺陷在于

该度量只考虑了 A 与 AB 的关系, 忽略了规则后件中

项集的支持度, 有时也不能正确反映前件和后件之间

的关联.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假设对 5000 名商场购物

的顾客一次购买烟酒的情况进行统计, 如表 1 所示. 
设支持度阈值为 40%, 置信度阈值为 60%.  

表 1 某超市烟酒销售数据 
 购买酒 不购买酒 合计 

购买烟 2000 1750 3750 

不购买烟 1000 250 1250 

 3000 2000 5000 

采用支持度、置信度对数据进行关联分析, 关联规

则购买酒→购买烟的支持度 Support=2000/5000=40%, 
置信度 Confidence=2000/3000=67%, 显然购买酒→购

买烟这条规则是强关联规则, 表明购买酒的顾客通常

也会购买烟. 但是在所有的顾客中购买烟的顾客比例

为 3750/5000=75%,要大于 67%. 这说明一个顾客如果

购买酒, 那么他购买烟的可能性就从 75%降低到 67%, 
而且不购买酒→购买烟的可能性为 1750/2000=87.5%, 
因此, 如果将这条关联规则提供给决策者, 就会产生误

导, 因为购买酒反而会抑制购买烟, 烟和酒之间并不是

一个令决策者感兴趣的关联规则.  
 
3 基于相关性的兴趣度 

在分析相关性兴趣度之前, 先给出如下定义:  
定义 1: P(A)表示事务中 A 发生的概率, P(AB)表

示事务中 A 和 B 同时发生的概率,若 P(AB)= P(A)P(B), 
则 A 和 B 相互独立; 若 P(AB)≠P(A)P(B), 则 A 和 B
不相互独立 . 此定义可推广到多个项目 . 如若

P(ABC)=P(A)P(B)P(C),则 ABC 相互独立; 如若 P(ABC)
≠P(A)P(B)P(C),则 A、B、C 不相互独立.  

定义 2: 在 n次事务中,count(A)表示A在 n 次事务 

中出现的次数,则 P(A)= ( )
n

Acount  

3.1 兴趣度的定义 
由上面的例子分析可以看出, 强关联规则不一定

是有趣的, 不仅可能没有实用价值, 甚至有可能是有

误导性的和错误的. 为了避免生成“错觉”的关联规则, 
在支持度-置信度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基于相关性的

兴趣度来评价一个规则的优劣.  

RI(A→B) = ( )
( ) ( )BpAp

ABp [3]           (1) 

RI表示规则AB的兴趣度, 用于评估A的出现“提
升”B 的程度,既考虑了 p(A), 也考虑了 p(B). 取值范围

是［0, +∞), 描述正相关的区域和描述负相关的区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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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称的. 如果 RI>1,则 A 的出现和 B 的出现是正相

关的, 取值范围是(1, +∞),意味着A的出现可以带动 B
的出现, RI的值越大, 则A对B的带动越大, 这是商场

销售分析中需要的; 如果 RI<1,则 A 的出现和 B 的出

现是负相关的,取值范围是(0, 1), 即 A 的出现降低了 B
出现的可能, 这是商场销售分析中不需要的; 如果

RI=1, 说明 A 的出现和 B 的出现是相互独立的, 没有

相关性.  
以表 1 中的数据为例采用式(1)计算购买酒→购买

烟的兴趣度: P(购买烟和酒)=2000/5000=0.4, P(购买

酒 )=3000/5000=0.6, P( 购 买 烟 )=3750/5000=0.75, 
RI=P( 购 买 烟 和 酒 )/(P( 购 买 酒 )P( 购 买

烟))=0.4/(0.6*0.75)=0.89, 由于购买酒→购买烟的 RI
小于 1, 所以前后件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即购买酒不

但不会提升购买烟的人数, 反而会减少.  

RI(A→B)= ( ) ( ) ( )BPAPABP − [4]       (2) 

RI 表示规则 AB 的兴趣度, 取值范围是(-0.25, 
+0.25), 如果 RI<0, 则 A 的出现和 B 的出现是负相关

的; 如果RI=0, 则A的出现和B的出现是相互独立的, 
没有相关性; 如果 RI>0,则 A 的出现和 B 的出现是正

相关的. 计算 RI=0.4-0.6*0.75=-0.05<0, 同样可以得知

购买酒→购买烟是负相关关系.  
3.2 兴趣度的特性 

通过式(2)我们可以分析得出如下数学特性[5]: 当
AB、A、B 的支持度为 0.5 时, A、B 的正相关度最大

为 0.25; 当 AB 的支持度为 0, A、B 的支持度为 0.5 时, 
A、B 的负相关度最大为-0.25; A、B 的支持度很大或

很小时两者的相关度都很小; A、B 正相关的充要条件

是 B、A 负相关; A、B 的相关度与 B、A 的相关度是

一对相反数. 所以式(2)用来度量规则的兴趣度比式(1)
更合理. 采用式(2)计算规则的兴趣度, 在获取有趣规

则时, 不用同时采用支持度、置信度和兴趣度 3 种阈

值加以限制, 只要采用兴趣度就可以了. 给定一个兴

趣度阈值后, 既不会得到负相关的规则, 也不会得到

矛盾的规则.  
3.3 趣度的局限性 

式(1)可以评估 A 的出现是否能够促进 B 的出现, 
但也有不足之处, 问题是其对阵性, RI(A→B)和 RI (B 

→A)值都是 ( )
( ) ( )BpAp

ABp 因此判断不出A→B 和B→A哪 

个规则更有趣. 很显然这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 因为

购买 A 的人可能倾向于购买 B, 并不意味着购买 B 的

人就一定倾向于购买 A. 就像人们买肉的时候可能也

会买蔬菜, 但是买蔬菜的时候不一定会买肉一样. 而
式(2)默认支持度是 0.5, 忽略了不同领域用户的主观

感觉,不同的用户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规则感兴趣.  
 
4 总结 

关联规则挖掘产生了成千上万的规则, 怎样的衡

量标准才是有价值的, 能否产生所有有价值的模式, 
能否只产生有价值的模式等关联规则评价 3 个层次的

问题. 针对兴趣度的关联规则评价方法研究已经成为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本文首先分析了“支持度-置信

度”的度量方法, 通过实例指出此架构的局限性, 提出

了基于相关性的兴趣度的评价指标 ps 公式, 针对 PS
公式的数学特性指出了它的优点与不足, 为关联规则

评价体系的改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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