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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环境下的Web数据挖掘系统架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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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Web数据挖掘技术及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发现传统的电子商务

Web数据挖掘系统具有挖掘引擎封闭、难以对算法动态管理、挖掘结果难以重复利用的不足，本

文提出了基于Web服务技术和移动Agent技术的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的Web挖掘系统的架

构，此架构具有更好的跨平台性和更高的挖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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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of framework of Web data mining system under E——commerce

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和迅速发展以及其所带

来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电子商务的行

列之中。网络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

潜在价值的信息空问。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从这

些复杂的大量的数据中找到对企业有价值的信

息，解决信息获取问题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至关重

要。传统的获取信息的方法一搜索引擎技术由于

其搜索范围较小、搜索结果命中率低、不能提供多

媒体搜索服务以及不能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该

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电子商务对与信息和知识的需

求。国内以局部挖掘算法的设计、分析、改进为研

究的重点，而很少研究数据挖掘系统自身的构建、

开发模式的种类等问题。本文从应用出发提出了

一个综合Web服务和移动Agent技术的挖掘架

构，为电子商务中数据处理提供一个实时有效、跨

平台综合利用、智能性和良好伸缩性的数据挖掘

解决方案。

1 Web挖掘系统现状分析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是当下国内外在此方面

研究的两个集中点，与国外相比，我国对此方面的

研究起步略晚。我国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算法

方面，例如算法的选择、设计、分析和完善，在对

Web挖掘系统的架构的设计和模式开发方面的研

究还较弱。

现有基于电子商务的web数据挖掘系统的不

足之处如下：

分布性和实时陛问题。目前大部分已经存在

的Web数据挖掘系统无法加载网络功能，对处于

分布环境中的数据无能为力。在算法和模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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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集中，要将分布在不同环境下的数据进行整

合分析，要求有高速的网络，并且耗时长，系统的

实时性较差。

异构数据库环境问题。网络上的任何一个站

点都可以成为一个数据源，并且不同的数据源都

是异构的，数据的组织不一样，由此这些数据源构

成了一个海量的异构数据库环境。要想对这些数

据进行数据挖掘，就要将这些不同的数据源上异

构的数据集成起来，才能进行统一的挖掘。

可移植性问题。目前许多的电子商务环境下

的Web数据挖掘系统都是为解决企业自己的商业

需求，系统的体系架构比较封闭单一，没有更多的

考虑到Web数据挖掘系统的可移植应用需要。

半结构化数据问题。电子商务系统中的数据

非常的庞大，且每个数据源都有自己独特的设计，

数据本身具有动态可变性，与来自数据库中的数

据相比，数据源中的数据是一种半结构化的数据。

处理半结构化的数据大大增加了挖掘的难度。

针对目前电子商务环境下的Web数据挖掘系

统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电子商务环境下基于

Web服务和移动Agent的技术的Web挖掘系统架

构。Web服务的工作是封装各种数据挖掘算法，

移动Agent的工作是携带相关信息迁移执行任务

组合Web服务应用。

2 Web服务和移动Agent技术相结合

本架构利用Web服务是分布式计算体系的优

点，每个挖掘模块都以独立的形式在UDDI进行注

册、发布。移动Agent的一个优势是能够携带数据

信息实现从一个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的迁移，其

自主性和克隆的特点都对实现分布式的Web服务

非常有利，将两者结合能实现优势互补。

在Web服务架构中，服务提供者利用标准格

式来创建所拥有服务的描述，并将该服务描述在

UDDI中心进行注册，同时也接收服务请求者有关

服务调用的消息。服务请求者向注册中心提出请

求，查找服务描述，通过绑定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接

口请求调用服务。服务注册中心担当的角色是服

务请求者和服务提供者的中介，将二者联系在一

起。将Web服务和移动Agent技术结合，可以将

一个服务组合系统的工作过程看成为一个工作

流，主要工作由移动Agent承担，相关信息由其携

带在网络中游走，并和另外的Agent进行交互合

作，来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

3 Web挖掘引擎架构设计

现有的数据挖掘引擎的架构主要分为嵌入式

架构和C／S式的挖掘架构。但是这两种架构目前

存在很多不足：嵌入式架构对电子商务系统的依

赖性很强，要求的运行环境和电子商务相同，挖掘

引擎没有良好的可移植性；C／S式的挖掘架构虽

然对应用环境有较好的适应性，但是采用这种形

式的引擎只能以某种算法为核心，不能有效对算

法进行动态管理。为满足数据挖掘的需求，本文

Web挖掘引擎将算法和引擎相分离以便于对算法

进行管理，并应用Web服务和移动Agent技术，得

到较好的挖掘效果。本引擎架构中的模块主要包

括两个：管理模块和算法调用模块，见图1。

图1 Web挖掘引擎架构设计

Fig．1 Design of Web mining engine

3．1算法管理模块

算法发布Agent能够传递特定的命令，这种命

令由算法信息转化而来能够被Agent识别并被下

一个Agent接受。下一个Agent被传递命令的A—

gent激活，它会移向UDDI注册中心，发送以一些

与算法有关的请求，这些请求的内容可以是更新

算法或者除去某些算法等等。注册中心会与迁移

到此的Agent进行信息交流，接受与算法有关的请

求对其进行封装存储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

算法的Web服务描述语言文档、地址等相关信息。

执行至此，移动Agent使命终结，不再存在。

算法发现模块与算法发布模块的前期执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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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致相同，不同点是发送命令的内容不同，向其

后一个Agent发送的是与查询算法有关的信息，然

后激活它去执行任务。移动Agent也要与注册中

心的服务器进行信息交流，目的是为了搜索算法。

如果搜索到目标算法，依据目标算法在注册中心

存储的信息和执行任务的信息迁移至服务提供

者，进行信息交流，信息交流的过程可能是反复

的，最终得到挖掘结果并返回。执行至此，移动A—

gent使命终结，不再存在。

3．2算法调用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实际上已经由移动Agent实现，

移动Agent代表服务请求者与服务提供者进行交

互，调用算法，并将挖掘结果返回。

4数据挖掘系统的架构

依照以上的分析，本文在此将电子商务下

Web挖掘系统的架构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用户

层、数据层、数据挖掘层。具体细节如图2所示。

图2 Web挖掘系统总体架构

Fig．2 Framework of Web mining system

用户层：用户通过用户层提供的接口与系统

进行交互，在提出挖掘请求前进行数据挖掘的参

数设置，并显示挖掘之后的结果。在结果显示之

后，用户可以对挖掘的结果进行评估并且可多次

利用知识库中存储的知识。

数据层：数据层收集数据，并对收集到的数据

进行清洗集成形成数据仓库。然后对数据仓库的

中的数据利用XML技术进行数据处理，将数据转

换成方便进行挖掘的存储形式，形成特定数据集

等待被挖掘。

挖掘层：利用Web服务和移动Agent技术进

行数据挖掘，得到模式的集合，并对模式集合进行

合理评价和解释，将结果存入知识库。评估之后

将挖掘结果提供给用户使用。

5数据挖掘系统的实现

本系统利用Java技术来实现移动Agent，采用

JDBC数据库技术和Web技术来实现平台的无关陛；
利用JSP技术来实现动态页面，完成与系统使用者的

信息交互；系统的运行环境采用MyEclipse；数据库采

用SQL Server；币1]用Tomcat来模拟Web服务器。

当网站的用户在查询商品信息时，推荐模块

会根据收集到相关信息调用挖掘算法进行数据挖

掘，识别是否存在一些可推荐的商品，为客户实现

更个性、更全方位的服务。

6结论

1)Web挖掘算法以Web服务封装的形式且

与挖掘引擎相分离单独进行注册和发布，使系统

和算法实现松散耦合的目标得以实现，便于对算

法库的动态管理，易于根据需求添加、删除或者修

改算法。

2)利用移动Agent技术来迁移数据，承担一

定的通信功能，降低了网络通信的代价，加强了挖

掘系统的实时响应能力。

3)本架构不受异构平台的影响，得益于移动

Agent技术不依赖于限定形式的主机和传输层协

议的特性。应用于Web服务中的各种协议都是简

单的、通用的，平台之问的差异不会对其造成影

响，每种程序设计语言都可以实现用Web服务封

装的算法，不受程序设计语言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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