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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来稿 油气勘探开发常用数据挖掘算法优选
李大伟　石广仁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迈入大数据时代的石油工业，需要充分挖掘石油工业大数据的巨大潜在价值。虽然数据挖掘已经在许多行业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但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主要由于油气勘探开发的数据及其应用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数据挖掘常
用的算法可分为回归、分类、聚类、估计、预测、关联分析等。其中的回归、分类是最成熟、应用最多的算法。但是对于具体的研究对
象、不同的研究问题和数据源，不同的回归和分类算法又具有各自的适用性，因此需要针对具体问题优选适合该数据集的算法。以
塔河油田的试油数据为例，以地层系数和油层分类为分析挖掘对象，详细解析了常用回归、分类算法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对于常
见的石油行业数据和研究对象：①最优的回归算法是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ＢＰＮＮ），其次为支持向量机回归（犚ＳＶＭ）和多元回归分
析（ＭＲＡ）；②最优的分类算法是支持向量机分类（犆ＳＶＭ），其次为贝叶斯逐步判别（ＢＡＹＳＤ）；③ＭＲＡ和ＢＡＹＳＤ可以用于数据
降维，ＢＡＹＳＤ的降维效果更好；④Ｒ型聚类分析（ＲＣＡ）可以用于数据降维，Ｑ型聚类分析（ＱＣＡ）可以用于样本约简；⑤在做具体
的数据挖掘应用研究时一定要针对具体数据集对所用算法进行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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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数据定义的一般标准，石油工业已迈入了
大数据时代。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为例，经过

“十五”—“十二五”，已有约７０个大型信息系统完成了
建设并上线运行，其中仅“勘探与生产技术数据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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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Ａ１系统）中，就管理着约１５００ＴＢ的数据和约３０×
１０４口井的结构化数据［１］。尚未入库、分散在各个单
位和个人的数据更是难以统计。但是，从目前已入库
数据的应用情况看，主要还局限于数据存储、管理、简
单的报表和一般的查询应用，远远没有发挥这些宝贵
数据资产的价值，现在所管理和利用的数据仅是冰山
一角。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石油工业的大数据，是管
理人员、研究人员和信息人员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而数
据挖掘（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
一，其可以将数据转换成有用的信息和知识，从而实现
从“大数据”到“大信息”、“大知识”的跨越。

“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数据中揭示出隐含的、先
前未知、并具有潜在价值信息的过程，是人工智能和数
据库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２４］。数据挖掘已经在
许多行业（如通讯、金融、电子商务等）都得到了广泛应
用，但在石油工业的应用还处于初始阶段［５１０］，这主要
是由于石油工业的数据及其应用具有特殊性（如数据
量大、数据格式多、存储分散、非结构化数据多、研究对
象非均质性强、专业应用软件多等），从而影响了数据
挖掘的应用［９］。从中国知网［１１］可以统计出中国数据
挖掘研究的情况：２００２年之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到
２０１２年达到高峰，近几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仍是许多
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研究领域看，绝大部分集中在计算
机相关学科，与石油等地质矿产冶金行业有关的论文
还很少，只占总量的约１２％。中国石油行业的数据
挖掘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实用的挖掘平台，
只有一些具体的应用和少量的算法优化。目前国内外
已经有不少成熟、实用甚至开源的数据挖掘软件平台
（Ｗｅｋａ、ＳＰＳＳ、ＲａｐｉｄＭｉｎｅｒ、Ｍａｔｌａｂ、ＴｉｐＤＭ等）。仅
在Ｗｅｋａ（３９１版本）中就有３大类、约１３０种不同的
算法，其中关联算法６种、聚类算法１２种、分类算法
１１０种，还有预处理算法约８０种。在应用方面，虽然
国外的一些知名石油公司做了许多尝试、并获得了良
好的回报［１０］，但研究程度还远远不够。随着石油工业
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以及各种相关算法的不断完
善［１２］，数据挖掘会在石油工业的许多业务领域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１３１６］，同时结合其他相关新技术、新思
维（云计算、认知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新的挖掘
技术和体系也会不断提出［１７２０］，必将成为油气公司降本
增效的重要途径，以及数字油田、智能油田建设的重要
工具。因此，在石油工业开展数据挖掘研究和应用的空
间和前景都非常大，而且如何利用好现有成熟的数据挖
掘算法和平台应是一个重点研究方向。

数据挖掘常用的算法可分为回归、分类、聚类、估
计、预测、关联分析等，其中回归、分类是最成熟、应用

最多的算法［９］。但是对于具体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
和数据源，不同的回归和分类算法又具有不同的适用
性。常用的回归算法有３种：多元回归分析（ＭＲＡ）、
反向传播神经网络（ＢＰＮＮ）和支持向量机回归（犚
ＳＶＭ）。常用的分类算法有５种：支持向量机分类（犆
ＳＶＭ）、决策树（ＤＴＲ）、朴素贝叶斯（ＮＢＡＹ）、贝叶斯
判别分析（ＢＡＹＤ）以及贝叶斯逐步判别分析
（ＢＡＹＳＤ）。对于同一套数据源和同一类问题，这８种
算法使用的已知参数相同，要预测的未知量也相同，其
区别在于具体的算法和计算结果。此外，ＭＲＡ、
ＢＰＮＮ和犚ＳＶＭ是用于处理实数的，而犆ＳＶＭ、
ＤＴＲ、ＮＢＡＹ、ＢＡＹＤ和ＢＡＹＳＤ算法得到的是整数。
其中，只有ＭＲＡ是线性的，而其他７种算法是非线性
的，这是由于ＭＲＡ建立的是一个线性方程，而其他７
种算法建立的方程是非线性的。

由于ＤＴＲ算法的使用非常复杂［９，２１］，而ＢＡＹＳＤ
算法要优于ＢＡＹＤ，因此本文只讨论其他几类常用数
据挖掘回归和分类算法，并进行比较，为在实际应用中
进行算法优选提供一定借鉴。

１　回归与分类算法简介
１１　模型及方法

假设有狀个学习样本，每个样本有犿＋１个参数
（狓１，狓２，…，狓犿，狔犻）的成组观察值（狓１犻，狓２犻，…，狓犿犻，
狔犻）（犻＝１，２，…，狀）；狀＞犿，且在实际应用中狀一般要
远远大于犿，这样才能保证预测结果的精度和代表性。
可以将犿个参数的狀个学习样本定义为狀个向量，即
学习样本的表达式为：
狓犻＝（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犿，狔犻）　（犻＝１，２，…，狀）（１）

　　令狓０为（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犿）中一个向量的一般形式。
ＭＲＡ、ＢＰＮＮ、ＮＢＡＹ和ＢＡＹＳＤ算法的原理是一样
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表达式狔＝狔（狓０），并使其值最小：

ｍｉｎ（狔）＝∑
狀

犻＝１
［狔（狓０）－狔犻］２ （２）

　　另外，犚ＳＶＭ和犆ＳＶＭ是要建立一个方程狔＝
狔（狓０），使得基于支持向量点的分类间隔最大化，以得
到最优的分隔线。当然，由于这几种算法使用的具体
方法不同，所得结果的精度也是不一样的。
狔＝狔（狓０）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所得到的拟合公式。

不同算法所得到的拟合公式是不一样的。在本文中，
将狔定义为一个单变量。

具体的计算流程为：①学习：使用狀个学习样本得
到拟合公式；②检验：将狀个学习样本代入拟合公式
中，得到各自的预测值（狔１，狔２，…，狔狀），以检验该算法
的拟合度；③预测：将预测样本所表示的犽个预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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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拟合公式中，得到各自的预测值（狔狀＋１，狔狀＋２，…，
狔狀＋犽）。

其中，预测样本为：
狓犻＝（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犿）　（犻＝狀＋１，狀＋２，…，狀＋犽）

（３）
１２　误差分析

当使用ＭＲＡ、ＢＰＮＮ、犚ＳＶＭ、犆ＳＶＭ、ＮＢＡＹ和
ＢＡＹＳＤ这６种算法时，为了表示学习样本和预测样本
的预测变量狔的计算精度，采用相对误差绝对值犚犻、平
均相对误差绝对值珚犚和总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珚犚。

对于每个样本，其相对误差绝对值犚犻为：
犚犻＝︱（狔犻－狔犻）／狔犻︱×１００％ （４）

　　需要说明的是：狔犻不能取０值，否则会发生浮点
溢出。因此，对于回归算法，要删除狔犻＝０的样本；对
于分类算法，狔犻的值应当为正整数。

对于所有的学习样本或预测样本，其平均相对误
差绝对值珚犚为：

珚犚＝∑
犖ｓ

犻＝１
犚犻／犖ｓ （５）

　　式（５）中，对于学习样本，犖ｓ＝狀；对于预测样本，
犖ｓ＝犽。

对于学习样本，犚犻和珚犚称为拟合误差，用于反映
学习过程的拟合度；在本文中，将珚犚犻命名为珚犚１。对于
预测样本，犚犻和珚犚称为预测误差，用于反映预测过程
的精确度；在本文中，将珚犚命名为珚犚２。

对于所有的样本，将总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珚犚

定义为：
珚犚＝［珚犚１＋珚犚２］／２ （６）

　　如果没有预测样本，则有珚犚＝珚犚１。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指标，用于确定预测结果是否可用。根据经
验，如果该值小于１０％，计算结果基本可信，否则就需
要寻找更好的算法。
１３　非线性和精度分析

因为ＭＲＡ是一种线性算法，对于某一个所要研
究的问题，狔＝狔（狓）的值表示了该问题的非线性程度。

对于线性算法（ＭＲＡ）和非线性算法（ＢＰＮＮ、犚
ＳＶＭ、犆ＳＶＭ、ＮＢＡＹ和ＢＡＹＳＤ），其值表示了该算
法对于所研究问题得到结果的精度。

对于ＢＰＮＮ来说，其所得到的狔＝狔（狓）是一个隐
式表示式（无法用常规的数学公式表达），而其他４种
算法得到的狔＝狔（狓）是显式表示式（可以用常规的数
学公式表达）。

２　数据预处理
数据挖掘预处理是指在数据挖掘之前对原始数

据进行一些必要的前期处理工作。这是因为用于数
据挖掘的原始数据通常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
正确、不及时、不完整、不一致、不安全、不规范等），
无法直接进行数据挖掘，或挖掘结果不理想，所以数
据预处理在整个数据挖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常用的数据预处理有数据清洗、集成、变换、消减
等［１］。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其中的数据清洗和数据
消减进行简述。
２１　数据清洗

在实际应用中的数据一般都是有“噪音”的，存在
不完整、不一致等问题。数据清洗就是对原始数据中
的缺失数据、重复数据、异常数据、错误数据等进行处
理，解决数据中的人为误差，提高数据挖掘质量。
２２　数据消减

对于石油工业的数据分析挖掘，由于涉及数据量
大、变量多等因素，通常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对这些复
杂的数据进行分析，这有时会使得分析挖掘难以进行
（特别是做交互式数据挖掘时）。数据消减就是在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和挖掘结果可靠性的前提下，减少用于
挖掘的数据属性和样本数，以提高挖掘的速度和精度。
对于中、小型数据集，使用一般的数据预处理就可以
了，但对于大型数据集（特别是“大数据”）通常会需要
进行数据消减。

数据消减的主要策略包括［９］：①数据聚合：如建立
数据立方体聚合，这种聚合主要用于构建数据立方体
数据仓库；②检测并删除那些无关的、弱相关或冗余的
属性或维度；③数据压缩：使用编码技术（例如最小编
码长度或小波）来压缩数据集；④数据块消减：使用更
简单的数据表达形式（如参数模型，以及聚类、采样等
非参数模型）来代替原始的数据。

降维处理和样本消减处理是２种常用的数据消减
方法，在相关领域的应用也比较广泛［９，２１］。通过降维，
可以减少不相关变量的数量。通过样本消减处理，可
以减少样本的个数。由于ＭＲＡ和ＢＡＹＳＤ这２种算
法都能够给出预测因变量狔与各个不相关自变量（狓１，
狓２，…，狓犿）的亲疏关系，所以其可以用于降维处理。
因为ＭＲＡ属于线性相关分析，而ＢＡＹＳＤ属于非线
性相关分析，所以对于非线性强的应用问题，用
ＢＡＹＳＤ进行降维处理效果会更好［２２］。

通过石广仁等的研究还发现［９，２２］，Ｒ型聚类分析
（ＲＣＡ）可以作为一种先导的降维工具，而Ｑ型聚类分
析（ＱＣＡ）可以作为一种先导的样本消减工具。需要注
意的是，ＲＣＡ和ＱＣＡ都属于线性算法。这里所谓的
“先导”是指降维或样本消减的结果正确与否，还需要使
用非线性工具（如将ＢＰＮＮ用于回归问题，犆ＳＶＭ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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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问题）进行二次验证，以确定能消减多少个样本或
多少个无关的变量。之所以要进行二次验证，是由于地
质学研究对象和所涉及数据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各种地质学数据之间的关系都是非线性的。

３　应用实例
３１　研究目的与样本

笔者利用实际试油数据，通过一定的流程来选择
合适的算法，预测地层的流动能力并进行油层分类，以
确定最佳的数据挖掘算法，并论证本文的观点以及实

现过程。该研究结果对于缺乏试油数据的地区具有很
大的应用价值；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数据挖掘案例，用于
指导油气勘探开发的数据挖掘工作。

算例中的１３个样本数据来自于塔里木盆地塔河
油田［２３］，每个样本都有７个独立变量（原油黏度、原油
日产量、油嘴尺寸、油压、原油密度、气油比和含水率）
的试油结果数据（表１）。其中，因变量狔为地层系数
和油层分类（表２）。

在本文中，使用１２个样本作为学习样本，１个作
为预测样本，且每个样本具有７个独立自变量（表１）。

表１　塔河油田地层流动能力分析输入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犐狀狆狌狋犱犪狋犪狅犳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犾狅狑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犻狀犜犪犺犲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样本
类型

样本
编号 井号

自变量 因变量狔
原油黏度狓１／
（ｍＰａ·ｓ）

原油日产量狓２／
（ｔ·ｄ－１）

油嘴尺寸狓３／
ｍｍ

油压狓４／
ＭＰａ

原油密度狓５／
（ｇ·ｃｍ－３）气油比狓６含水率狓７／％

地层系数／
（ｍ·μｍ２）－１

油层
分类

１ ＴＫ６３１ ３５６ １３３９８ ６０ ９５６ ０９６ ０ ８５０ １９５０ ３
２ Ｓ６５ ８０ ２９８００ ８０ ７３０ ０９５ ０ ０２９ ２３００ ３
３ ＴＫ４１３ ７８５ ８１５７ ４０ ７８０ ０９６ ６８００ ００８ ３９０ ４
４ ＴＫ４０４ ７８０ ２１９００ ６９ １１６９ ０９５ ４３９０ ０ ６７７７ ２
５ ＴＫ４０９ ２８３ １６０００ ７９ ５１６ ０９６ ５２９０ ０１０ ２６０７ ２
６ Ｓ６７ １１７ ４１３００ ８０ １０３５ ０９７ ０ ０２０ １０２５０ １学

习
样
本

７ Ｓ７４ ２２６ １３６００ ６０ ９２８ ０９８ ２２００ ０ ８２１１ ２
８ ＴＫ６０９ ２５５ １１６００ ７０ ６１０ ０９６ ０ ７４１ ２１２１ ３
９ ＴＫ３１３ １９ ２０１７０ ６０ １７００ ０９０ ８８００ ０５０ １２６００ １
１０ ＴＫ６０７ ２４６ ２０３３０ ８０ ９６０ ０９５ ３７７８ ００３ １９１３１ １
１１ ＴＫ４４４ ９２ １９７９０ ６０ ８７５ ０９９ ０ ０ １３０１９ １
１２ ＴＫ６２９ ２２６ ８３４０ ６０ ４３０ ０９８ ０ ０１１ ６９９ ３

预测
样本１３ ＴＫ４４２ １７９ ２３２００ ７０ ７５０ ０９８ ０ ７１３ （４８０） （３）

　　注：油层分类中，１—高产油层；２—中产油层；３—低产油层；４—干层。括号中的数字不是输入数据，只是作为预测和实际对比。

表２　根据地层系数确定的油层分类
犜犪犫犾犲２　犗犻犾犾犪狔犲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犳犻狉犿犲犱犫狔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

油层分类 地层系数／（ｍ·μｍ２）－１
高产油层 ＞１００
中产油层 （２５，１００］
低产油层 ［４，２５］
干层 ＜４

３２　输入参数
输入参数包括１２个学习样本和１个预测样本的

各个已知变量值狓犻（犻＝１，２，３，４，５，６，７），以及１２个学
习样本的预测变量狔值（表１）。需要说明的是：对于
回归计算，狔值为地层系数；对于分类计算，狔值为油
层分类。
３３　回归计算
３３１　学习过程

使用表１中的１２个学习样本和犚ＳＶＭ、ＢＰＮＮ
和ＭＲＡ这３种算法进行回归计算。首先建立了７个
独立变量（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所对应的地层系数

的３个拟合关系式；然后将表１中的１２个学习样本的
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的值分别代入这３个拟合公
式，从而得到每个学习样本的地层系数。表３为犚
ＳＶＭ、ＢＰＮＮ和ＭＲＡ这３种算法的最终预测结果。
３３２　预测过程

将表１中所列出的１个预测样本的狓犻值分别代
入犚ＳＶＭ、ＢＰＮＮ和ＭＲＡ的拟合公式，从而得到该
预测样本的地层系数（表３）。同时，计算了每种算法
所得结果的误差（表４），其中ＭＲＡ算法的珚犚＝
５１６６５％，所以对于算例而言，其预测得到的狔值与
其相关的７个独立变量（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之间
具有非常强的非线性关系。用犚ＳＶＭ和ＭＲＡ算法所
得解的精度非常低，用ＢＰＮＮ得到的结果精度中等。

鉴于本文算例是一个非线性关系很强的问题，所
以犚ＳＶＭ、ＢＰＮＮ和ＭＲＡ这３种算法都不适用。
３４　分类计算
３４１　学习过程

使用表１中的１２个学习样本以及犆ＳＶＭ、
ＮＢＡＹ、ＢＡＹＳＤ和ＭＲＡ算法进行分类计算。首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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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７个独立变量（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所对应的
油层分类的４个拟合关系式，然后将表１中的１２个学
习样本的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的值分别代入４个

拟合公式，从而得到每个学习样本的油层分类。表５
列出了犆ＳＶＭ、ＮＢＡＹ、ＢＡＹＳＤ和ＭＲＡ这４种算法
的最终学习结果。

表３　塔河油田地层系数预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犻狀犜犪犺犲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样本类型样本编号 试油结果 回归算法
犚ＳＶＭ ＢＰＮＮ ＭＲＡ

狔／（ｍ·μｍ２）－１狔／（ｍ·μｍ２）－１ 犚犻／％ 狔／（ｍ·μｍ２）－１ 犚犻／％ 狔／（ｍ·μｍ２）－１ 犚犻／％
１ １９５０ ４５３８ １３２７ １９５０ ０２ ３０１０ ５４６
２ ２３００ ４６９５ １０４１ ４１７０ ８１２ ３３２０ ４４２
３ ３９０ ４６１７ １０８３９ ３９０ ０ －２１９０ ６６２４
４ ６７７７ ４７２３ ３０３ ７０３０ ３７ ９２００ ３５７
５ ２６０７ ４６６１ ７８８ ２７４０ ５０ ５９１０ １２６８学

习
样
本

６ １０２５０ ４７４４ ５３７ １４０００ ３６２ １０３００ ０４
７ ８２１１ ４６８６ ４２９ ８５００ ３５ １１８００ ４３７
８ ２１２１ ４５２６ １１３４ ２８８０ ３５９ ７９０ ６２８
９ １２６００ ４７７７ ６２１ １３６００ ７９ １３６００ ７９
１０ １９１３１ ４７２２ ７５３ １９１００ ０ １１９００ ３７７
１１ １３０１９ ４６９４ ６３９ １４４００ １０５ １０７００ １８２
１２ ６９９ ４６１１ ５５９４ ６６０ ５６ １７６０ １５１０

预测样本 １３ ４８０ ４５７４ ８３３１ ４８２ ０５ ４９４０ ９２９５

表４　用３种回归算法计算塔河油田地层系数的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狔狋犺狉犲犲狉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犻狀犜犪犺犲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算法 拟合公式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
珚犚１ 珚犚２ 珚犚

预测量狔与各独立变量的
相关性（由大到小排序）

计算时间（在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２ＰＣ机上）／ｓ计算精度

犚ＳＶＭ非线性，
显式 ２０００５８５２９９５２６５１ （计算不出） ３ 非常低

ＢＰＮＮ非线性，
隐式 １５８１ ０５１ ８１６ （计算不出） ３０ 中等

ＭＲＡ 线性，
显式 １０３７８９２９５２５１６６５狓４，狓３，狓５，狓６，狓１，狓２，狓７ ＜１ 非常低

表５　塔河油田油层分类的预测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犘狉犲犱犻犮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狅犻犾犾犪狔犲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犻狀犜犪犺犲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样本
类型

样本
编号

试油
结果

分类算法
犆ＳＶＭ ＮＢＡＹ ＢＡＹＳＤ ＭＲＡ

狔 狔犚犻／％狔犚犻／％狔犚犻／％狔犚犻／％
１ ３ ３ ０ １６６７３ ０ ３ ０
２ ３ ３ ０ １６６７３ ０ ３ ０
３ ４ ４ ０ ２５００４ ０ ４ ０
４ ２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５ ２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２ ０学

习
样
本

６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７ ２ ２ ０ ２ ０ ２ ０ １５００
８ ３ ３ ０ １６６７３ ０ ３ ０
９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０ １ １ ０ ２１０００１ ０ １ ０
１１ １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２ ３ ３ ０ １６６７３ ０ ３ ０

预测
样本１３ ３ ３ ０ １６６７１６６７２３３３
注：试油结果中，１—高产油层；２—中产油层；３—低产油层；４—干层。
ＭＲＡ计算得到的狔通过四舍五入由实数转换成了整数。

３４２　预测过程
将表１中所列出的１个预测样本的狓１，狓２，狓３，

狓４，狓５，狓６，狓７的值分别代入犆ＳＶＭ、ＮＢＡＹ、ＢＡＹＳＤ
和ＭＲＡ的拟合公式，从而得到该预测样本的油层分
类。表５列出了犆ＳＶＭ、ＮＢＡＹ、ＢＡＹＳＤ和ＭＲＡ这
４种算法的预测结果。其中ＭＲＡ算法的珚犚＝
１８８％（表６），所以对于本文算例，其预测得到的狔值
及其相关的７个独立变量（狓１，狓２，狓３，狓４，狓５，狓６，狓７）之
间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关系。用犆ＳＶＭ所得解的精度
非常高，不仅珚犚１＝０，而且珚犚２＝０，因此其总平均相对
误差绝对值珚犚＝０。如前所述，本文算例具有强非线
性关系，所以只有犆ＳＶＭ算法适用，而ＮＢＡＹ和
ＢＡＹＳＤ算法所得解的精度很低，所以并不适用。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不同算法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
①由于地层系数具有非常强的非线性，犚ＳＶＭ、ＢＰＮＮ、
ＭＲＡ这几种回归算法都不适用；②由于油层分类具有较
强的非线性，所以只有犆ＳＶＭ算法是适用的，而ＮＢＡＹ、
ＢＡＹＳＤ这２种算法所得解的精度很低，也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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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用４种分类算法计算塔河油田油层分类的结果比较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犻犾犾犪狔犲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狔犳狅狌狉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狊犻狀犜犪犺犲狅犻犾犳犻犲犾犱
算法 拟合公式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

珚犚１ 珚犚２ 珚犚
预测量狔与各独立变量的
相关性（由大到小排序）

计算时间（在Ｉｎｔｅｌ
Ｃｏｒｅ２ＰＣ机上）／ｓ计算精度

犆ＳＶＭ非线性，
显式 ０ ０ ０ 计算不出 ５ 很高

ＮＢＡＹ非线性，
显式 ３４７２６６７ ５０７ 计算不出 ＜１ 很低

ＢＡＹＳＤ非线性，
显式 ０ ６６７ ３３３狓１，狓７，狓４，狓３，狓５，狓６，狓２ １ 很低

ＭＲＡ 线性，
显式 ４１７３３３ １８８狓２，狓４，狓１，狓５，狓３，狓６，狓７ ＜１ 强非线性

４　结　论
（１）对于常用数据挖掘算法：最优的回归算法是

ＢＰＮＮ，其次为犚ＳＶＭ和ＭＲＡ；最优的分类算法是
犆ＳＶＭ，其次为ＢＡＹＳＤ；ＭＲＡ和ＢＡＹＳＤ还可以用
于数据降维，且ＢＡＹＳＤ的降维效果更好；Ｒ型聚类分
析（ＲＣＡ）可以用于数据降维，Ｑ型聚类分析（ＱＣＡ）可
以用于样本约简。

（２）犚ＳＶＭ、ＢＰＮＮ和ＭＲＡ并不适用于本文算
例所用数据集的回归处理，而犆ＳＶＭ则适用于该数
据集的分类处理。因此在做具体的数据挖掘应用研究
时一定要针对具体问题选择适合其数据集的算法。

符号注释：狀—学习样本数量；犿—样本中独立变
量数量；狓犻—第犻个样本向量；狓０—（狓犻１，狓犻２，…，狓犻犿）中
一个向量的一般形式；狓犻犼—第犻个样本的第犼个独立
变量；狔犻—第犻个样本的观测值；狔犻—第犻个样本的计
算值；犚犻—第犻个样本的相对误差绝对值；珚犚—平均相
对误差绝对值；珚犚—总平均相对误差绝对值；犖ｓ—学
习或预测样本数；犽—预测样本的个数；狓１—原油黏度，
ｍＰａ·ｓ；狓２—原油日产量，ｔ／ｄ；狓３—油嘴尺寸，ｍｍ；
狓４—油压，ＭＰａ；狓５—原油密度，ｇ／ｃｍ３；狓６—气油比；
狓７—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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