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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项目名称：一、实验项目名称：

聚类分析方法

二、实验目的与要求：二、实验目的与要求：

在软件方面：会用Clementine软件进行聚类分析。
在理论方面：聚类分析及其常用的聚类分析方法，数据挖掘中的聚类分析。

三、实验原理：三、实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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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聚类分析方法
聚类分析是数据分析中的一种重要技术，它的应用极为广泛。许多领域中都会涉及聚类分析方法的应用与研究工作。例如：在科

学数据探测、信息检索、文本挖掘、空间数据库分析、Web数据分析、客户关系管理、医学诊断、生物学等方面的数据挖掘应
用软件中，聚类分析技术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商业领域，聚类可以帮助市场分析人员从消费者数据库中分出不同的消费群体来，

并且概括出每一类消费者的消费模式或者说习惯，发现不同类型的客户群，可以用来分类具有相似功能的基因，了解种群的内在

结构。聚类还可以用来从地理数据库中识别出具有相似土地用途的区域；可以从保险公司的数据库中发现汽车保险中具有较高索

赔概率的群体；还可以从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信息数据库中，根据户型、房价及地理位置将房地产分成不同的类；还可以用来对

Web上不同类型的文档进行分类等。
我们主要讲的方法是谱系聚类、快速聚类、两步聚类。

2、聚类分析方法应用
聚类分析在《红楼梦》作者问题上的应用

众所周知,《红楼梦》一书共120回,自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以来,一般都认为前80回为曹雪芹所写,后40回为高鹗所续。然而长
期以来这种看法一直都饱受争议。能否从统计上做出论证从1985年开始,复旦大学的李贤平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作了这项很有意义
的工作,他们创造性的想法是将120回看成是120个样本,然后确定与情节无关的虚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变量,巧妙运用数理统计分析
方法,看看哪些回目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一般认为,每个人使用某些词的习惯是特有的。于是李教授用每个回目中47个虚词(之,其,
或,亦…,呀,吗,咧,罢……可,便,就……等)出现的次数(频率),作为《红楼梦》各个回目的数字标志。之所以要抛开情节,是因为在一
般情况下,同一情节大家描述的都差不多,但由于个人写作特点和习惯的不同,所用的虚词是不会一样的。利用多元分析中的聚类分
析法进行聚类,果然将120回分成两类,即前80回为一类,后40回为一类,很形象地证实了不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之后又进一步分析
前80回是否为曹雪芹所写这时又找了一本曹雪芹的其它著作,做了类似计算,结果证实了用词手法完全相同,断定前80回为曹雪芹一
人手笔,是他根据《石头记》写成,中间插入《风月宝鉴》,还有一些别的增加成分。而后40回是否为高鹗写的呢 论证结果推翻了
后40回是高鹗一个人所写,而是曹雪芹亲友将其草稿整理而成,宝黛故事为一人所写,贾府衰败情景当为另一人所写等等。这个论证
在红学界轰动很大,李教授他们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支持了红学界的观点,红学界大为赞叹[11]。
所谓聚类分析，顾名思义，就是按照某种标准将样本物以类聚。即使续作者刻意模仿作者的写法，但是文风是不能模仿的，而对

虚词的使用是难以做到一致的，这就是标准（也就是统计量）所在。李教授的工作便是证明了 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在虚词的使
用上截然不同。而石头记与风月宝鉴的对比使用的则是因子分析的方法。每一回四十七个虚词出现不同次数，而一共有120回，
这样就构成一个47*120的矩阵，李教授在统计软件SPSS上分析这个大型矩阵得到以上结果，可信度甚高，因为它是完全客观不
带有主观色彩的方法，仅从文本入手。就凭这一点，比某些胡说八道的红学家强之百倍。

四、实验方案设计：四、实验方案设计：

数据源背景分析；选择聚类方法；分析聚类结果。

五、测试数据与实验结果五、测试数据与实验结果



测试数据1：谱系聚类
中国男足可算是杯具到家了，几乎到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地步。对于目前中国男足在亚洲的地位，各方也是各执一词，有人说

中国男足亚洲二流，有人说三流，还有人说根本不入流，更有人说其实不比日韩差多少，是亚洲一流。既然争论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就让数据告诉我们结果吧。下图是采集的亚洲15只球队在2005年-2010年间大型杯赛的战绩（由于澳大利亚是后来加入亚足
联的，所以这里没有收录）。

其中包括两次世界杯和一次亚洲杯。提前对数据做了如下预处理：对于世界杯，进入决赛圈则取其最终排名，没有进入决赛圈

的，打入预选赛十强赛赋予40，预选赛小组未出线的赋予50。对于亚洲杯，前四名取其排名，八强赋予5，十六强赋予9，预选
赛没出现的赋予17。这样做是为了使得所有数据变为标量，便于后续聚类。下面先对数据进行[0,1]规格化，下面是规格化后的数
据：

请用谱系聚类（SPSS软件）对上述表格中的数据进行聚类，每一年都聚为3类，观察中国在这3年中的同类成员是否有变化。
实验结果2：
（1）对2006年世界杯进行谱系聚类，谱系图及聚类结果如下：
（2）对2010年世界杯进行谱系聚类，谱系图及聚类结果如下：
（3）对2007年亚洲杯进行谱系聚类，谱系图及聚类结果如下：



测试数据2：快速聚类
以附录中的成绩为数据源，用SPSS或者Clementine对该数据源是本班学生的概率论与随机过程和数理统计两门课程的成绩，通
过快速聚类，将其聚为3类或5类，给出每一个人所属类别，并给出类中心，观查每一类的特点。
实验结果



测试数据3：用SPSS或者Clementine，利用两步聚类完成教材中的示例（教材72页），重点分析74页的结果。
实验结果：





六、实验总结

七、部分参考代码（可附页或提交电子版）

附录：测试数据2的数据源”本班两门课的成绩”
76 88
71 88
85 83
78 87
76 75
81 78
85 88
88 76
93 89
70 86
85 94
74 71
98 91
63 68
79 91
90 67
65 81
71 78
81 70
97 91
70 65
77 95
61 67
63 67
78 75
86 87
77 88
84 83
64 88
65 82
77 72
100 98
96 87
83 71
92 84
71 86
75 80
71 92
88 90
81 83
51 84
69 87



69 87
69 62
74 95
64 63
71 80
76 88
79 95
78 71
87 83
82 66
82 84
73 82
67 85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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