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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数据规模庞大,数据管理应用场景复杂,传统数据库和数据管理技术面临很大的挑战.人工智

能技术因其强大的学习、推理、规划能力,为数据库系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专刊强调数据管理与人工智能

的深度融合,研究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库新技术和新型系统,包括两方面:(1) 传统数据管理、数据分析技术及系

统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将会焕发新的生机;(2) 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因此,围

绕传统数据管理的不同技术层面,需要新的理论和系统经验.专刊重点围绕数据库核心技术,探讨数据管理与人

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探讨在人工智能大潮下,传统数据管理技术、数据分析技术与数据库系统受到的影响、契

机与应对策略,通过数据管理与人工智能融合,重点关注人工智能赋能新技术对传统数据采集、数据存储、索

引、查询、统计分析以及数据管理系统的促进和提升. 
本专刊公开征文,共收到投稿 37 篇.论文均通过了形式审查,内容涉及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分析与系

统.特约编辑先后邀请了 60 多位专家参与审稿工作,每篇投稿至少邀请 2 位专家进行评审.稿件经初审、复审、

NDBC 2019 会议宣读和终审 4 个阶段,历时 6 个月,最终有 18 篇论文入选本专刊.根据主题,这些论文可以分为

5 组. 
(1)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技术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技术研究》综述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新技术的研究进展,总结了现有方法

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基于中间层的可扩展学习索引技术》提出了基于中间层的可扩展学习型索引模型 Dabble,从而解决索引

更新引发的模型重训练问题. 
《面向关系数据库的智能索引调优方法》提出一种面向关系数据库系统的智能索引调优技术,利用机器学

习方法构造索引的量化模型,可以准确地对索引的查询优化效果进行估计,并设计了一种高效的最优索引选择

算法,实现了快速的从候选索引空间中选择满足给定大小约束的最优的索引组合. 
《基于时空相关属性模型的公交到站时间预测算法》提出一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公交到站时间预测算

法,采用时空组件、属性组件和融合组件预测公交车辆从起点站到终点站的总时长. 
 (2) 数据处理与优化技术 
《面向数据特征的内存跳表优化技术》给出条件社区搜索问题的形式化定义,使用布尔表达式表示搜索条

件,提出解决条件社区搜索问题的通用框架及其优化方法,将条件社区搜索分解为多个单项条件社区搜索. 
《面向区块链的高效物化视图维护和可信查询》提出一种面向区块链的高效物化视图机制,将视图维护操

作与共识过程同时执行,降低该操作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使用字典树加快以区块为单位的多物化视图维护进程;
以默克尔验证的方式确保物化结果不被恶意篡改,进而确保查询结果可信. 

《时间约束的实体解析中记录对排序研究》提出基于二分图上相似性传播的记录匹配可能性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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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记录对、块及其关联关系构建二分图;相似性沿着二分图不断地在记录对结点与块结点之间传播,直到收敛.
收敛结果可以通过不动点计算得到.提出了近似的收敛计算方法来降低计算代价,从而保证实体解析的实时召

回率 
(3)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分析与推荐 
《面向多维稀疏数据仓库的欺诈销售行为挖掘》提出基于分割率的特征提取方法和基于张量重构的挂单

行为挖掘算法;设计了基于挂单模式偏序格的特征提取方法,对销售数据集中存在的挂单行为进行分类. 
《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工业时序数据异常检测》提出一种基于序列相关性分析的多维时间序列异常检测方

法.对多维时间序列进行分段、标准化计算,得到相关性矩阵,提取量化的相关关系.然后,建立了时序相关图模

型,通过在时序相关图上的相关性强度,划分时间序列团,进行时间序列团内、团间以及单维的异常检测. 
《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动态网络异常检测算法》提出了基于图神经网络的异常检测算法,将图结构、属性,

以及动态变化的信息引入模型中,以学习进行异常检测的表示向量. 
《融合选择提取与子类聚类的快速 Shapelet 发现算法》提出一种快速时间序列 Shapelet 发现算法, 通过

对原始训练集采用时间序列聚类,可以得到原始时间序列中没有的 Shapelet,同时在选择性提取算法中加入投

票机制,以解决产生 Shapelet 过多的问题. 
《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规范化矩阵分解推荐算法》提出一种基于注意力机制的规范化矩阵分解模型,依据用

户信任网络和评分记录构建用户-项目异构网络,并构建用户间的相似关系;引入注意力机制分析用户对项目各

个属性特征不同的关注度来获取更准确的用户偏好. 
《融合显式反馈与隐式反馈的协同过滤推荐算法》提出一种融合显式反馈与隐式反馈的协同过滤推荐算

法.利用加权低秩近似处理隐式反馈数据,训练出隐式用户/物品向量;引入基线评估,将隐式用户/物品向量作为

补充,通过显隐式用户/物品向量结合,训练得出用户对物品的预测偏好程度. 
(4)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库系统 
《学习式数据库系统:挑战与机遇》提出一种细粒度的分类体系,从数据库架构出发,将现有工作进行了梳

理,系统地介绍了学习式数据库各组件的研究动机、基本思路与关键技术,并对学习式数据库系统未来的研究

方向进行了展望. 
《轩辕:AI 原生数据库系统》提出了原生的支持人工智能的数据库系统,将各种人工智能技术集成到数据

库中,以提供自监控、自配置、自优化、自诊断、自愈、自安全和自组装功能,并通过声明性语言让数据库提

供人工智能功能,以降低人工智能使用门槛. 
(5) 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应用 
《基于 PSP_HDP 主题模型的非结构化经济指标挖掘》根据人工构建非结构化经济指标的局限性,以及主

题模型在非结构化经济指标挖掘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已有经济领域分类标准、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词语对主

题的代表性,定义了文档的领域隶属度、词语与主题的语义相关度和词语对主题的贡献度,提出相应的主题模

型,提高了经济主题的区分度和辨识度,可以更有效地挖掘与经济有关的经济主题和经济要素词. 
《机器学习中的隐私攻击与防御》分析了机器学习模型的训练集在数据采集、模型训练等各个环节中存

在的隐私泄露风险为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数据管理所提出的挑战,指出传统数据管理中的隐私保护方法无法满

足机器学习中多个环节、多种场景下的隐私保护要求,总结并展望了机器学习技术中隐私攻击与防御的研究进

展和趋势. 
《数据集成方法发展与展望》综述数据集成领域从 2001 年开始到现在的相关工作的发展脉络,并展望了

未来在数据集成领域的潜在研究方向. 
本专刊主要面向数据库、数据挖掘、大数据、机器学习、推荐系统等多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工程人员,反映

了我国学者在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分析与系统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感谢《软件学报》编委会和数据库

专委会对专刊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感谢专刊全体评审专家及时、耐心、细致的评审工作,感谢踊跃投稿的所有

作者.希望本专刊能够对人工智能赋能的数据管理、分析与系统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有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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