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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与网络已融入到了人们的目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之中，成为人们不可

或缺的助手和伙伴.计算机与网络的飞速发展完全改变了人们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方式智能化是计算机研究与开发的一个主要目标近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统

计机黯学习方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尽管它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作者一直从事利用统计学习方法对文本数据进行各种智能性处理的研究，包

括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文本数据挖掘近 20 年来，这些领域发展之快，应

用之广，实在令人惊叹『可以说，统计机器学习是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在这些

领域的发展及应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者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经常指导学生，并在国内外一些大学及讲习班上多

次做过关于统计学习的报告和演讲在这一过程中， 同学们学习热情很高，希望

得到指导，这使作者产生了撰写本书的想法

国内外已出版了$本关于统计机器学习的书籍，比如 ， Hastie 等人的 《统计

学习基础》 该书对统计学习的诸多问题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但对初学者来说显

得有些深奥.统计学习范围甚广， 一两本书很难覆盖所有问题本书主要是面向

将统计学习方法作为工具的科研人员与学生，特别是从事信息检索、自然语吉处

理、文本数据挖掘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开发的科研人员与学生

本书力求系统而详细地介绍统计学习的方法在内容选取上，侧重介绍那些

最重要、最常用的方法，特别是关于分类与标注问题的方法.对其他问题及方法，

如聚类等，计划在今后的写作中再加以介绍在叙述方式上，每一章讲述一种方

法，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完整，同时力图用统一框架来论述所有方法，使全书整

体不失系绕性.读者可以从头到尾通读，也可以选择单个章节细读.对每一方法

的讲述力求深入洗出，给出必要的推导证明，提供简单的实例，使初学者易于掌

握方法的基本内容，领会方法的本质，并准确地使用方法.对相关的深层理论，

则仅予以简述在每章后面，给出一些习题，介绍→些相关的研究动向和阅读材

料，列出参考立献，以满足读者进一步学习的需求本书第 1 章简要叙述统计学

习方法的基本概念，最后一章对统计学习方法进行比较与总结.此外，在附录中

简要介绍些共用的最优化理论与方法.

本书可以作为统计机器学习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书，适用于信息检索及自

然语言处理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

本书初稿完成后，田飞、王佳磊、武威、陈凯、伍浩铺、 曹正、陶字等人分

别审阅了全部或部分章节，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本书质量的提高有很大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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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责任编辑薛慧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特向她致谢.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

指正来函请发至 ml-book-bangli@ho回也l.com.

李航

2011 年 4 月 23 日



阳

RRHXY 

xe X 

ye Y 

X 

Y 

T = {{x" y ,),(x"y, ),. ., (XN'YN)} 

N 

(x. ,Y.) 
= (X(1)， X(2l .. .. . X例?

X俨

P(X)， P(η 

P(X，η 

F 

feF 
9 , w 

w = (叫，吨， ，叫)T

b 

J(f) 

凡呻

ι， 
L 

可

11, 11, 
协 11，， 11 . 11

o 均

符号表

实数集

n维实数向量空间， "维欧民空间

希尔伯特空间

输入空间

输出空间

输入，实例

输出，标记

输入随机变量

输出随机变量

训练数据集

样本容量

第 z 个训练数据点

输入向量 ， n维实数向量

输入向量x， 的第 J分量

概率分布

联合概率分布

假设空间

模型，特征函数

模型参数

权值向量

偏置

模型的复杂度

经验风险或经验损失

凤险函数或期望损失

损失函数，拉格朗日函数

学习率

1-，范数

ι 范数

I司量 x与 x' 的内积



XIV 

H(X).H(p) 
H(Y[X) 
s 
a=(叫，α'2.....a，， )T

q 
K(x.z) 

sign(x) 

I(x) 

Z(x) 

娴

条件娟

分离超平面

拉格朗日栗子， 对偶问题变量

对偶问题的第i 个变量

核函数

符号函数

指示函数

规范化因子

符号表



第 1 章统计学习方法慨论

1.1 统计学习

目录

1.2 监督学习 ........................ … 3 

1.2.1 基本概念。...................... ....... ....... ....................... ......... ...4 

1.2.2 问题的形式化 .......... ... …...... ................ .....5 

1.3 统计学习三要素 …"……·…............... .................... ..............6 

1.3.1 模型 … ......6 

1.3.2 策略 ................. …" ……….7 

1.3.3 算法 … .. ..... .... ... .......9 

1.4 模型评估与模型选择 ...山......... ....... .. .. . IO 

1.4. 1 训练误差与测试误差.....…....... . ....….. . ...... ... ... ρ 10 

1.4.2 过拟合与模型选择 ....... ... .......... ...11 

I.5 正则化与交叉验证 … "……"……… ..13 
I.5.1 iEJW化... .. ..... .. ..... ........ .................... ............. ............13 

1.5.2 交叉验证 .... .. .. .................... ........ .....................14 

1.6 泛化能力………·… .......... .. ............................ ................. ...........' .15 

1.6.1 泛化误差...... . . . ... ........... .............. ........... .............. ....15 

1.6.2 泛化误差上界 ....... .. ... ... ... ...。 川............... . ........， . .......… 15

1.7 生成模型与判别模型 ............... ....... .. .......17 

1.8 分类问题 … .....18 
1.9 标注问题 ...... ....".... .................................... ‘ ••. . .. .. ...........20 

1.10 回归问题 , 吁 ••• •• ••••• ... ..... ....21 

本章概要.........…....... . ..… .. .... … 23 

继续阅读 ....... ........ ... . ..... .. ........... ....... ............... ...........23 

习题 ... .. ............. 川 1… .... .......23 

参考文献。..…….....…… "。 …… ...... ...24 

第 Z 章感知机

2.1 感知机模型

2.2 感知机学习策略

.25 

25 

26 



v! 目录

2.2.1 数据集的线性可分性

2.2.2 感知机学习策略 。

2.3 感知机学习算法

2.3.1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

2.3.2 算法的收敛性 。

2.3.3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

本章概耍，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26 
...26 

..28 

28 

31 

..33 

35 

36 

36 

36 

第 3 章 k 近邻法

3.1 k近邻算法·

3.2 k近邻模型

37 

37 
.....38 

.. ..38 

38 

40 

3.2.1 模型

3.2.2 距离度量

3.2.3 k值的选择

3.~.4 分类决策规则

3.3 k近邻法的实现 kd树 " 

3.3.1 构造 kd树

3.3.2 搜索 kd树

本章概要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士献

40 

41 

41 

42 

44 
555 

A
-
T
A
"
T
A呻

第 4 章排素贝时斯法

4.1 朴素贝叶斯法的学习与分类

4. 1.1 基本方法

4. 1.2 后验概率最大化的含义.....

4.2 朴素贝叶斯法的参数估计

4.2.1 极大似然估计 I 

4.2.2 学习与分类算法

4.2.3 贝叶斯估计

47 
.. .47 

47 

48 

49 

49 

50 

51 



目录

本章概耍，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第 5 章决策树

5.1 决策树模型与学习

5. 1.1 决策树模型

5. 1.2 决策树与 ιthen 规则...

5. 1.3 决策树与条件概率分布...

5. 1.4 决策树学习

5.2 特征选择

5.2.1 特征选择问题

5.2.2 信息增益e

5.2.3 信息增益比 0

5.3 决策树的生成

5.3.1 ID3 算法

5.3.2 α5 的生成算法"

5.4 决策树的剪枝
5.5 CART 算法

5.5.1 CART 生成....

5.5.2 CART 剪枝

本章概要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第 6 章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摘模型。

6.1 逻羁斯谛回归模型

6. 1.1 逻辑斯谛分布

6. 1.2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6. 1.3 模型参数估计

6. 1.4 事项逻辑斯谛回归

6.2 最大烟模型

6.2.1 最大燎原理 ι 川

6.2.2 最大熔模型的定义 ... 

VII 

2333 5555 

. 

55 

55 
56 55 

56 

56 

58 
...58 

60 

63 

63 

63 

65 

65 
....67 

68 

72 

.73 

75 

75 

75 

7778 7777 

79 

79 

80 

80 

82 



VIII 

6.2.3 最大烟模型的学习

6.2 .4 极大似然估计

6.3 模型学习的最优化算法

6.3.1 改进的法代尺度法

6.3.2 拟牛顿法·

本章概要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目最

83 

87 

88 

88 

91 

92 

93 
.....94 

94 

第 7 章支持向量机 95 

95 7.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与硬间隔最大化

7. 1.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95 

7. 1.2 函数间隔和儿何间隔 97 

7. 1.3 间隔最大化 99 
7.1 .4 学习的对偶算法， 103 

7.2 线性支持向量机与软间隔最大化 108 

108 7.2.1 线性支持向量机

7.2.2 学习的对偶算法"

7.2.3 支持向量
110 

113 
7.2 .4 合页损失函数 …................... .. ..................... .....川 113

7.3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与核函数 .......1l5 
7.3.1 核技巧 … .... … ......115 

7.3.2 正定核…。 ........ ...................... ......118 

7.3 .3 常用核函数........ ....................... ................. .............. ...122 

7.3 .4 非线性支持向量分类机............ ................. .............. ............123 

7.4 序列最小最优化算法...... ............... .......... .........124 

7.4.1 两个变量二次规划的求解方法 ........... ....... ....125 

7.4.2 变量的选择方法 ............ ............. .......... ...........128 

7.4.3 SMO 算法

本章概要 l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130 

131 

133 

134 

134 



目录 四

第 8 章提升方法 137 

137 8.1 提升方法 AdaBoost 算法 " 

8. J.l 提升方法的基本思路 .137 
8. 1.2 AdaBoost 算法 … .. ...................... ........... ................ ........138 
8. 1.3 AdaBoost 的例于......… ............. . ..............................1咄

8.2 AdaBoost 算法的训练误差分析 。…… " … ..142 
8.3 AdaB∞st 算法的解蒋 ..... ....... .......... ........ .................. ......143 

8.3.1 前向分步算法。 … .. 144 
8.3.2 前向分步算法与 A也B∞st"…...... . . . ... .............. ........... ...145 

8.4 提升树 ..... .......,.............… .......,… .... 146 

8.4.1 提升树模型 … …" ι..... .. ....147 

8.4.2 提升树算法… 147 
8.4.3 梯度提升 ............................. 、 . 151 

本章概要 ..........................… … .................... ....... 152 
继续阅读 ..................... ................... .......... ..................... ..... . 153 
习题 ..............................................................................................… 153 
参考文献......… ...，........................…。… M… ................ . . .. .153

第 9 章 EM算法及其推广 …… 155 
9.1 EM算法的引入 … .............. ................. ............ 155 

9. J.l EM算法 ................................. .. .......... ........... ........... ... . 155 
9. 1.2 EM 算法的导出 ................. ........ ........... 158 

9. 1.3 EM算法在非监督学习中的应用 .... .............. 160 
9.2 EM算法的收敛性 … ......... 160 
9.3 EM 算法在高斯媲合模型学习中的应用.. 山，............. ...… 162 

9.3.1 高新混合模型......... . ..................... .................... ................. .....162 

9.3.2 高斯混合模型参数估计的 EM算法 ...... … "… ...163 
9.4 EM算法的推广 .......... ..................... ..... ......................... ... ....166 

9.4.1 F 函傲的极大-极大算法。.......... ............... ............166 
9.4.2 GEM算法 。.................. . .............… 168 

本章概耍 。....，..... ....…· … 169 
继续阅读 "… ...... ......................... ..170 
习题 ..,...... ............... ................... ……...…...山 .. ........ 170 
参考文献 ，.....、..... ............. ....... ................... ........... ............... ..........170 



x 

第 10 章隐马尔可夫模型

1日. 1 隐马尔可天模型的基本概念

10.1.1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定义
10.1.2 观测序列的生成过程
10.1.3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 3 个基本问题-

10.2 概率计算算法·

10.2.1 直接计算法 。

10.2.2 前向算法-

10.2.3 后向算法

10.2.4 一些概率与期望值的计算

10.3 学习算法

10.3.1 监督学习方法

10.3.2 Baum.Welch 算法

10.3.3 Baum-Welch 模型参数估计公式

10.4 预测算法
10.4.1 近似算法.. ..

10.4.2 维特比算法..".。

本章概要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 .

第 11 章条件随机场

11.1 概率无向图模型
11.1.1 模型定义
11.1.2 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因子分解

11.2 条件随机场的定义与形式

11.2.1 条件随机场的定义

11.2.2 条件随机场的参数化形式

11.2.3 条件随机场的简化形式

11.2.4 条件随机场的矩阵形式 e

11.3 条件随机场的概率计算问题

11.3.1 前向-后向算法

11.3.2 概率计算 …

11.3.3 期望值的计算

11.4 条件随机场的学习算法

目录

,, 171 

,, 171 

,, 171 

174 

.174 

174 

175 

175 

178 

179 

,, 180 

180 

,, 181 

183 

184 

184 

184 

187 

188 

188 

189 

191 

191 

191 
. 193 

194 

194 

195 

197 

198 

199 

.199 

，， 2∞ 

201 

201 



目录

11.4.1 改进的法代尺度法

11.4.2 拟牛顿法

11.5 条件随机场的预测算法

本章概要

继续阅读

习题"

参考文献

第 12 章统计学习方法总结

附录 A 梯度下降法

附录 B 牛顿法和拟牛顿法

附录 C 拉格朗日对偶性

索引

XI 

202 

205 

206 

208 
..209 

.209 
.....210 

。 ....211

217 

219 

225 

229 



第 1 章 统计学习方法概论

本章简要叙述统计学习方法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是对全书内容的概括，也是

全书内容的基础首先叙述统计学习的定义、研究对象与方法:然后叙述监督学
习，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接着提出统计学习方法的三要素. 模型、 策略和算法:

介绍模型选择，包括正则化、交叉验证与学习的泛化能力:介绍生成模型与判别
模型:最后介绍监督学习方法的应用 分类问题、标注问题与回归问题.

1.1统计学习

1 统计学习的特点

统计学习 (s刷刷囚1 1earning) 是关于计算机基于数据构建概率统计模型井运

用模型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的 门学科，统计学习也称为统计机器学习
(statistical machine leaming) 

统计学习的主要特点是(1)统计学习以计算机及网络为平台，是建立在计

算机及网络之上的 (2) 统计学习以数据为研究对象， 是数据驱动的学科 (3) 统
计学习的目的是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的统计学习以方法为中心，统计学习

方法构建模型并应用模型进行预测与分析 (5) 统计学习是概率论、统计学、信

息论、计算理论、最优化理论及计算机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交叉学科，并且在发展

中逐步形成独自的理论体系与方法论

赫尔伯特，西蒙 (He由ert A. Simon) 曾对 "学习"给出以下定义"如果一个

系统能够通过执行某个过程改进它的性能，这就是学习 n 按照这一观点， 统计

学习就是计算机系统通过运用数据及统计方法提高系统性能的机器学习现在，当

人们提及机器学习时，往往是指统计机器学习

2 统计学习的对象

统计学习的对象是数据 〈由18 ). 它从数据出发，提取数据的特征，抽象出数

据的模型，发现数据中的知识，又回到对数据的分析与预测中去.作为统计学习
的对象，数据是多样的， 包括存在于计算机及网络上的各种数字、文字、图像、
视频、音频数据以及它们的组合

统计学习关于数据的基本假设是同类数据具有一定的统计规律性，这是统计

学习的前提， 这里的同类数据是指具有某种共同性质的数据，例如英文文章、互

联网网页、数据库中的数据等，由于它们具有统计规律性， 所以可以用概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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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加以处理-比如，可以用随机变量描述数据中的特征，用概率分布描述数

据的统计规律.

在统计学习过程中，以变量或变量组表示数据数据分为由连续变量和离散

变量表示的类型本书以讨论离散变量的方法为主.另外，本书只涉及利用数据

构建模型及利用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与预测，对数据的观测和收集等问题不作

讨论.

3 统计学习的目的

统计学习用于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特别是对未知新数据进行预测与分

析，对数据的预测可以使计算机更加智能化，或者说使计算机的某些性能得到提

高，对数据的分析可以让人们获取新的知识.给人们带来新的发现

对数据的预测与分析是通过构建概率统计模型实现的统计学习总的目标就

是考虑学习什么样的模型和如何学习模型，以使模型能对数据进行准确的预测与

分析，同时也要考虑尽可能地提高学习效率.

4 统计学习的方法

统计学习的方法是基于数据构建统计模型从而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统计

学习由监督学习 (5U阳咽sed 1国m皿g)、非监督学习 (unsup回响sed 1阳皿皿g)、半监

督学习(自由.supervised leaming) 和强化学习 (reinforcement 1国ming) 等组成.

本书主要讨论监督学习，这种情况下统计学习的方法可以概括如下·从给定
的、有限的、用于学习的训练数据(国皿mg出国〉集合出发，假设数据是独立同分

布产生的;并且假设要学习的模型属于某个函数的集合，称为假设空间(bypo由.eS1S

space)1 应用某个评价准则 (ev时uation criterion). 从假设空间中选取一个最优的

模型，使它对己知训练数据及未知测试数据 (test 由国〉在给定的评价准则下有最

优的预测:最优模型的选取由算法实现这样，统计学习方法包括模型的假设空

间、模型选择的准则以及模型学习的算法，称其为统计学习方法的三要素，简称
为模型 (modeD、策略归国Itegy) 和算法 (algori由m) ，

实现统计学习方法的步骤如下z

( 1 ) 得到一个有限的训练数据集合.

(2) 确定包含所有可能的模型的假设空间，即学习模型的集合:

(3)确定模型选择的准则，即学习的策略g

( 4 ) 实现求解最优模型的算法，即学习的算法:

(5) 通过学习方法选择最优模型:

(6) 利用学习的最优模型对新数掘进行预测或分析.

本书以介绍统计学习方法为主，特别是监督学习方法，主要包括用于分类、标

注与回归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在自然语言处理、信息检索、文本数据挖掘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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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5 统计学习的研究

统计学习研究-般包括统计学习方法 (statisticalleaming m呻od)、统计学习

理论(statistícalleami鸣曲回可〉及统计学习应用 (application of sta旬sticalleaming)

三个方面统计学习方法的研究旨在开发新的学习方法:统计学习理论的研究在

于探求统计学习方法的有效性与效率，以及统计学习的基本理论问题:统计学习

应用的研究主要考虑将统计学习方法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解决实际问题.

6 统计学习的重要性

近 20 年来，统计学习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应用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有

许多重大突破，统计学习己被成功地应用到人工智能、模式识别、数据挖掘、自

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图像识别、信息检索和生物信息等许多计算机应用领域

中，并且成为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人们确信，统计学习将会在今后的科学发展

和技术应用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统计学习学科在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1) 统计学习是处理海量数据的有效方怯.我们处于→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海量数据的处理与利用是人们必然的需求现实中的数据不但规模大，而且常常

具有不确定性，统计学习往往是处理这类数据最强有力的工具.

(2) 统计学习是计算机智能化的有效手段 智能化是计算机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计算机技术研究与开发的主要目标近几十年来，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表
明，利用统计学习模仿人类智能的方法，虽有 定的局限性，但仍然是实现这

目标的最有效手段

(3)统计学习是计算机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认为计算机科学

由三维组成z 系统、计算、信息统计学习主要属于信息这→维，并在其中起着
核，心作用.

1.2 监督学习

统计学习包括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及强化学习 本书主要讨
论监督学习问题

监督学习 (supervised leaming) 的任务是学习 个模型，使模型能够对任意
给定的输入，对其相应的输出做出一个好的预测(注意，这里的输入、输出是指
某个系统的输入与输出，与学习的输入与输出不同) 计算机的基本操作就是给
定一个输入产生一个输出，所以监督学习是极其重要的统计学习分支，也是统计
学习中内容最丰富、应用最广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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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基本概念

1 输入空间、特征空间与输出空间

在监督学习中，将输入与输出所有可能取值的集合分别称为输入空间 ( input

space) 与输出空间〈阳申ut space). 输入与输出空间可以是有限元素的集合，也

可以是整个欧氏空间输入空间与输出空间可以是同一个空间，也可以是不同的

空间，但通常输出空间远远小子输入空间

每个具体的输入是一个实例 (instance). 通常由特征向量 (fea阳re vector) 表

示 这时，所有特征向量存在的空间称为特征空间 (feature space) 特征空间的

每一维对应于-个特征有时假设输入空间与特征空间为相同的空间，对它们不

于区分:有时假设输入空间与特征空间为不同的空间，将实例从输入空间映射到

特征空间 模型实际上都是定义在特征空间上的.

在监督学习过程中，将输入与输出看作是定义在输入(特征)空间与输出空

间上的随机变量的取值.输入、输出变量用大写字母表示，习惯上输入变量写作

X. 输出变量写作 Y 输入、输出变量所取的值周小写字母表示，输入变量的取

值写作x. 输出变量的取值写作y 变量可以是标量或向量，都用相同类型字母

表示 除特别声明外，本书中向量均为列向量，输入实例x的特征向量记作

= (x{l)， xO飞 ， x(l). "， x(勺T

:~y) 表示 x的第 z 个特征.注意• xω 与 x， 不同，本书通常用乓表示多个输入变盘

中的第，个，即

码 =(x户 .X;2飞 .x:~)?

监督学习从训练数据 ( trainìng data ) 集合中学习模型， 对测试数据 ( testdata)

进行预测 训练数据由输入(或特征向量〕与输出对组成， 训练集通常表示为

T = {(X,.y,).(x, .y,).....(XN.yN)} 

测试数据也由相应的输入与输出对组成.输入与输出对又称为样本 (sample) 或
样本点.

输入变量X和输出变量Y有不同的类型，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离散的人
们根据输入、输出变量的不同类型，对预测任务给予不同的名称g 输入变量与输

出变量均为连续变量的预测问题称为回归问题:输出变量为有限个离散变量的预

测问题称为分类问题:输入变量与输出变量均为变量序列的预测问题称为标注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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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合概率分布

监督学习假设输入与输出的随机变量X 和 Y遵循联合概率分布 P(X.Y)

P(X. Y)表示分布函数，或分布密度函数 注意，在学习过程中，假定这一联合

概率分布存在，但对学习系统来说，联合概率分布的具体定义是未知的训练数

据与测试数据被看作是依联合概率分布 P(X. Y)独立同分布产生的 统计学习假

设数据存在一定的统计规律.X和Y具有联合概率分布的假设就是监督学习关于

数据的基本假设

3 假设空间

监督学习的目的在于学习一个由输入到输出的映射，这←映射由模型来表

示换句话说，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找到最好的这样的模型模型属于自输入空间

到输出空间的映射的集合，这个集合就是假设空间 (hypo血esis space) 假设空间

的确定意味着学习范围的确定

监督学习的模型可以是概率模型或非概率模型，由条件概率分布 P(Y [X) 或

决策函数 ( d阳sion function ) Y = f(X)表示，随具体学习方法而定对具体的输
入进行相应的输出预测时，写作P(y[x) 或 y = f(x) . 

1.2.2 问题的形式化

监督学习利用训练数据集学习一个模型， 再用模型对测试样本集进行预测
(prediction ) .由于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训练数据集，而训练数据集往往是人工给出

的，所以称为监督学习监督学习分为学习和预测两个过程，由学习系统与预测系

统完成，可用图1.1来描述.

图1.1 监督学习问题

首先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 = {(X,.y,).(X,.y,).... .(XN.YN)} 

其中的，Y/) I i叶. 2.... . N. 称为样本或样本点 XjE X C;; R~ 是输入的观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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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输入或实例 ， y， EY 是输出的观测值，也称为输出.

监督学习中，假设训练数据与测试数据是依联合概率分布 P(X， Y)独立同分

布产生的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系统利用给定的训练数据集，通过学习(或训练〉得到

一个模型，表示为盛件概率分布卢(YIX) 或决策函数 Y =Î(X) 条件概率分布
户(Y I X) 或决策函数 Y=Î(X) 描述输入与输出随机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
在预测过程中，预测系统对于给定的测试样本集中的输入 XN+1 • 由模型

Y川 =argm皿卢(yN+1 I XN+1 ) 或 YN刊 =Î(XN+1 ) 给出相应的输出 y"付

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系统〈也就是学习算法〉试图通过训练数据集中的样本

帆，y，) 带来的信息学习模型 具体地说，对输入鸟，一个具体的模型 y=f(x) 可

以产生一个输出 f(x，) ， 而训练数据集中对应的输出是片，如果这个模型有很好

的预测能力，训练样本输出 y，和模型输出 f(x，) 之间的差就应该足够小 学习系

统通过不断的尝试，选取最好的模型，以便对训练数据集有足够好的预测，同时

对未知的测试数据集的预测也有尽可能好的推广.

1.3 统计学习三要素

统计学习方法都是由模型、策略和算法构成的，即统计学习方法由三要素构

成，可以简单地表示为

方法=模型+策略+算法

下面论述监督学习中的统计学习三要素非监督学习、强化学习也同样拥有

这三要素可以说构建一种统计学习方法就是确定具体的统计学习三要素，

1.3.1 模型

统计学习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学习什么样的模型在监督学习过程中，模型就

是所要学习的条件概率分布或决策函数模型的假设空间 Chypo由自15spa四〉包

含所有可能的条件概率分布或决策函数.例如，假设决策函数是输入变量的线性

函数， 那么模型的假设空间就是所有这些线性函数构成的函数集合假设空间中

的模型般有无穷多个

假设空间用F表示假设空间可以定义为决策函数的集合

F={fIY=f(X)} (1.1) 

其中 ， X和 Y是定义在输入空间X 和输出空间y 上的变量.这时F通常是由一个

参数向量决定的函数族z

F = {f I Y = J. (X),OE R"} (1.2) 

参数向量。取值于 n维欧民空间 R" ，称为参数空间 Cpar四leter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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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空间也可以定义为条件概率的集合

F={PIP(YI 幻} (1.3) 

其中， X和 Y是定义在输入空间X和输出空间y上的随机变量.这时F通常是由

一个参数向量决定的条件概率分布族

F={PI P, (YIX) ,8e R") (1.4) 

参数向盘θ取值于 n维欧民空间 R" ，也称为参数空间

本书中称由决策函数表示的模型为非概率模型，由条件概率表示的模型为概

率模型 为了简便起见，当论及模型时，有时只用其中一种模型

1.3,2 策略

有了模型的假设空间，统计学习接着需要考虑的是按照什么样的准则学习或

选择最优的模型统计学习的目标在于从假设空间中选取最优模型.

首先引入损失函数与风险函数的概念.损失函数度量模型一次预测的好坏，
风险函数度量平均意义下模型预测的好坏

1 损失函数和风险函数

监督学习问题是在假设空间F 中选取模型f作为决策函数，对于给定的输入

X， 由 f(X) 给出相应的输出 y，这个输出的预测值f(X) 与真实值Y可能一致也

可能不一致，用 个损失函数 (loss缸ction) 或代价函数 (cost function) 来度量

预测错误的程度.损失函数是f(X) 和 Y的非负实值函数，记作 L(Y，j(X))
统计学习常用的损失函数有以下儿种:

(l) 0-1 损失函数 (0-1 1085 function) 

11, Y"'f(X) 
L(Y,j(X)) = { 

[0, Y=f(X) 
) 5 1 ( 

(2) 平方损失函数 Cqua由atic 1055 function) 

L(Y,j(X)) = (Y - f(二η，)'

(3)绝对损失函数 (absolute 1055 function) 

L(Y,j(X)) = I Y - f(X) I 

(1.6) 

(1.7) 

(4) 对数损失函数(Iogari由mic 1055 function) 或对数似然损失函数 (1og
likelihood loss 缸nction)

L(Y,P(YIX))=-1ogP(YIX)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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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函数值越小，模型就越好由于模型的输入、输出 (X，η是随机变量， 遵

循联合分布P(X，η ，所以损失函数的期望是

弘的=EP[盯，f(x))] = L"L(y，j(x))P(x， y)制!y (1.9) 

这是理论上模型 f(X) 关于联合分布 P(X，η的平均意义下的损失.称为风险函数

(risk function) 或期望损失 (expected loss). 

学习的目标就是选择期望风险最小的模型由于联合分布P(X，η是未知的，

几句(f) 不能直接计算 实际上，如果知道联合分布 P(X， Y) ，可以从联合分布直

接求出条件概率分布P(YIX) ，也就不需要学习了 E因为不知道联合概率分布，

所以才需要进行学习 这样一来~方面根据期望风险最小学习模型要用到联合

分布，另一方面联合分布又是未知的，所以监督学习就成为一个病态问题

(ill-formed problem). 

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 = {(x" y,), (x"y,),. .. ,(XN' YN)} 

模型f(X) 关于训练数据集的平均损失称为经验风险臼呻iricalrisk) 或经验损失

( empiricallos时，记作几叩 Z

R咽伽去去L(y，，!(x，)) ο 
期望风险R儿呻(f乃)是模型关于联合分布的期望损失，经验风险也(f)是模型

关于训练样本集的平均损失根据大数定律，当样本容量N趋于无穷时，经验风

险R叫(f)趋于期望风险尺..(f).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用经验风险估计期望
风险.但是，由于现实中训练样本数目有限，甚至很小，所以用经验风险估计期

望风险常常并不理想，要对经验风险进行一定的矫正这就关系到监督学习的两

个基本策略·经验风险最小化和结构风险最小化，

2 经验风险最小化与结构风险最小化

在假设空间、损失函数以及训练数据集确定的情况下，经验风险函数式(1.10)

就可以确定.经验风险最小化 (empirica1 risk minimi回归n ， ERMJ 的策略认为，

经验风险最小的模型是最优的模型根据这一策略，按照经验风险最小化求最优
模型就是求解最优化问题

霄达Lω问)) ) 1 1 1 ( 

其中 ，:F 是假设空间.

当样本容量足够大时，经验风险最小化能保证有很好的学习效果，在现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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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采用 比如，极大似然估计 (ma皿mum like1ihood 回imation) 就是经验风

险最小化的一个例于 当模型是条件概率分布，损失函数是对数损失函数时，经

验风险最小化就等价于极大似然估计

但是，当样本容量很小时，经验风险最小化学习的效果就未必很好，会产生

后面将要叙述的"过拟合(over-fittîng)" 现象.

结构风险最小化印刷c阳ra1 risk minimi皿tioo. SRM) 是为了防止过拟合而提

出来的策略结构风险最小化等价于正则化 (regul回国，tion). 结构风险在经验风

险上加上表示模型复杂度的正则化项 (regul町田。或罚项 (peoalty term) 在假

设空阅、损失函数以及训练数据集确定的情况下，结构风险的定且是

ιR""，(fω)寸言灿 f只川伺ω码刑咖)
其中J巩(f刀)为模型的复杂度，是定义在假设空间F上的泛函 模型/越复杂，复

杂度 J(f)就越大;反之， 模型f越简单，复杂度 J(f)就越小.也就是说，复杂

度表示了对复杂模型的惩罚. "\;;'0 是系数，用以权衡经验风险和模型复杂度结

构风险小需要经验风险与模型复杂度同时小结构风险小的模型往往对训练数据
以及未知的测试数据都有较好的预测

比如，贝叶斯估计中的最大后验概率估计 (maximum 归如rior probability 

e由mation ， MAP) 就是结构风险最小化的一个例于，当模型是条件概率分布、损

失函数是对数损失函数、模型复杂度由模型的先验概率表示时，结构风险最小化
就等价于最大后验概率估计

结构风险最小化的策略认为结构风险最小的模型是最优的模型.所以求最优
模型，就是求解最优化问题.

, N 

如古~L(y.J(X，))+ ..lJ的 (1 阶

这样，监督学习问题就变成了经验风险或结构风险函数的最优化问题(1.1 1)
和(1.13). 这时经验或结构风险函数是最优化的目标函数.

1.3.3 算法

算法是指学习模型的具体计算方法统计学习基于训练数据集，根据学习策
略，从假设空间中选择最优模型，最后需要考虑用什么样的计算方法求解最优模型

这时，统计学习问题归结为最优化问题， 统计学习的算法成为求解最优化问
题的算法如果最优化问题有显式的解析解，这个最优化问题就比较简单但通
常解析解不存在，这就需要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求解.如何保证找到全局最优解，
并使求解的过程非常高效，就成为-个重要问题.统计学习可以利用已有的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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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算法， 有时也需要开发独自的最优化算法.
统计学习方法之间的不同， 主要来自其模型、策略、算法的不同.确定了模

型、策略、算法，统计学习的方法也就确定了.这也就是将其称为统计学习三要

素的原因

1.4 模型评估与模型选择

1.4.1 训练误差与就式误差

统计学习的目的是使学到的模型不仅对己知数据而且对未知数据都能有很

好的预测能力不同的学习方法会给出不同的模型 当损失函数给定时，基于损

失函数的模型的训练误差〈田ining error) 和模型的测试误差 (test error) 就自然

成为学习方法评估的标准，注意，统计学习方法具体采用的损失函数未必是评估
时使用的损失函数.当然， 让两者一致是比较理想的

假设学习到的模型是 y=j(X) ，训练误差是模型 y =j(X) 关于训练数据集
的平均损失=

二 ， N 

R咱的=主P(Y， .Î(功 (1 叫

其中 N是训练样本容量

测试误差是模型 y=j(X) 关于测试数据集的平均损失2

句古兰L(y"j的)) 川}
其中 N'是测试样本容量

例如，当损失函数是 0-1 损失时，测武误差就变成了常见的测试数据集上的
误差事 (em>r rate ) 

V去均艺阳f六h阳收伺ωx码，)日) υ 
这里 I是指示函数 (in皿di耐。r恤c阳"阳1ω阳00) ， &P y" j(x) 时为 1 ，否则为。
相应地， 常见的测试数据集上的准确率 (aoc町acy) 为

'元 .

v古~I(Y， = j(x,)) ( 1.1 7) 

显然，

'h$ +e_ =1 

训练误差的大小，对判断给定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问题是有意义
的，但本质上不重要测试误差反映了学习方法对未知的测试数据集的预测能力，

是学习中的重要概念，显然，给定两种学习方法，测试误差小的方法具有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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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能力，是更有效的方法通常将学习方法对未知数据的预测能力称为泛化能

力 (generalization ability)，这个问题将在1.6 节继续论述

1.4.2 过拟合与模型选择

当假设空间含有不同复杂度(例如，不同的参数个数〉的模型时， 就要面临

模型选择 (model selcction) 的问题我们希望选择或学习一个合适的模型如果

在假设空间中存在"真"模型，那么所选择的模型应该迢近真模型具体地，所

选择的模型要与真模型的参数个数相同，所选择的模型的参数向量与真模型的参

数向量相近。

如果一味埠求提高对训练数据的预测能力，所选模型的复杂度则往往会比真

模型更高.这种现象称为过拟合 (over-fitting) 过拟告是指学习时选择的模型所

包含的参数过多，以致于出现这一模型对己知数据预测得很好，但对未知数据预

测得很差的现象 可以说模型选择旨在避免过拟合并提高模型的预测能力

下面，以多项式函数拟告问题为例，说明过拟合与模型选择这是一个回归

问题

例 1.1 假设给定个训练数据集<D.

T={(码 ，y，)， (X"y，)，"'， (XN'YN)}

其中，码 eR是输入x 的观测值. YI ER 是相应的输出 y 的观测值， i=I ， 2，"'， N 多

项式函数拟合的任务是假设给定数据由M次多项式函数生成，选择最有可能产生

这些数据的M次多项式函数，即在M次多项式函数中选择一个对已知数据以及

未知数据都有很好预测能力的函数

假设给定如图1.2 所示的 10 个数据点，用。-9 次多项式函数对数据进行拟

舍，图中画出了需要用多项式函数曲线拟舍的数据

设M次多项式为

fM(x. w) = Wo +叩+W2X2 +.. +WMX
M =艺问X'

J" 

式中 x是单变量输入，吨，叫 ....， WM 是 M+I个参数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可以是这样的首先确定模型的复杂度，即确定多项式

的次数:然后在给定的模型复杂度下，按照经验风险最小化的策略，求解参数，

即多项式的系数，具体地，求以下经验风险最小化

L(叫=达U川_y/)2 川)

①本例来自.'暂且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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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l 
这时损失函数为平方损失， 系数;是为了计算方便

这是一个简单的最优化问题将模型与训练数据代入式。，18)中，有

L例=iZ(ZmJ 月J'
对 Wj 求偏导数并令其为 O. 可得

主乓
WJ =节-一. j= 毡.1.2. "'.M

飞 户:
1 X 

于是求得拟舍事项式系数叫，叫....， w;_.

图1.2 给出了 M=O. M= 1. M=3及M=9时事项式函数拟合的情况如
果 M=O. 多项式曲线是个常数，数据拟合效果很差.如果M=I . 多项式曲
线是一条直线，数据拟合效果也很差相反，如果M=9. 多项式曲线通过每个

数据点， 训练误差为口从对给定训练数据拟告的角度来说， 效果是最好的但
是，因为训练数据本身存在噪声，这种拟合曲线对未知数据的预测能力往往并不

是最好的，在实际学习中并不可取这时过拟合现象就会发生这就是说，模型

选择时，不仅要考虑对已知数据的预测能力，而且还要考虑对未知数据的预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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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当M=3 时，多项式曲线对训练数据拟告效果足够好，模型也比较简单，是

一个较好的选择 E 

在多项式函数拟告中可以看到，随着多项式次数〈模型复杂度〉的增加，训

练误差会减小，直至趋向于 0，但是测试误差却不如此， 它会随着多项式次数(模

型复杂度)的增加先减小而后增大.而最终的目的是使测试误差达到最小这样，

在多项式函数拟合中，就要选择合适的事项式次数，以达到这一目的 这一结论

对一般的模型选择也是成立的

阁1.3描述了训练误差和测试误差与模型的复杂度之间的关系， 当模型的复

杂度增大时， 训练误差会逐渐减小并趋向于 0，而测试误差会先减小，达到愚小值

后又增大当选择的模型复杂度过大时，过拟告现象就会发生.这样，在学习时就

要防止过拟合，进行最优的模型选择， 即选择复杂度适当的模型，以达到使测试误

差最小的学习目的 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模型选择方法=正则化与交叉验证，

到~乡
训练误盖

模型直杂匿

圈1.3 训练误圭和测试误量与模型直杂度的关系

1.5 正则化与交叉验证

1.5.1 正则化

模型选择的典型方法是正如J化 (regularization) . 正则化是结构风险最小化策
略的实现，是在经验风险上加二个正则化项 (re伊larizer) 或罚项ωenalty term) 正
则化项一般是模型复杂度的单调递增函数，模型越复杂，正则化值就越大比如，
正则化项可以是模型参数向量的范数

正则化一般具有如下形式.

嘿去垃￡仨L均(ωy凡'1 ， !(X1州归)加)讪+州叫J..J(f乃) (1 

其中'第 I 项是经验风险'第 2 项是正则化项， λ主泣。为调整两者之间关系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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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化项可以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回归问题中，损失函数是平方损失，正

则化项可以是参数向量的L， 范数.

L忡击;山;w)-λ)'中 wll'

这里 ， Il wll表示参数向盘w的ι 范数。
E则化项也可以是参数向量的A 范数.

, N 

L(叫=古~U(川 y户λIIwll，

这里， IIwll，表示参数向量w 的 1.， 范数.
第 1 项的经验风险较小的模型可能较复杂(有多个非零参数)，这时第 2项的

模型复杂度会较大 正则化的作用是选择经验风险与模型复杂度同时较小的模型.

正则化符合奥卡姆剃刀(0阻四's razor)原理.奥卡姆剃刀原理应用于模型选

择时变为以下想法.在所有可能选择的模型中，能够很好地解释己知数据并且十

分简单才是最好的模型，也就是应该选择的模型从贝叶斯估计的角度来看， JE

则化项对应于模型的先验概率.可以假设复杂的模型有较大的先验概率，简单的

模型有较小的先验概率

1.5.2 交叉验证

另一种常用的模型选择方法是交叉验证(cross vaJi也tion)

如果给定的样本数据充足，进行模型选择的一种简单方法是随机地将数据集

切分成三部分，分别为训练集(田ining set)、验证集(va1i也tion set)和测试集(test

set) 训练集用来训练模型，验证集用于模型的选择，而测试集用于最终对学习

方法的评估.在学习到的不同复杂度的模型中，选择对验证集有最小预测误差的

模型.由于验证集有足够多的数据， 用它对模型进行选择也是有效的，

但是，在许多实际应用中数据是不充足的 为了选择好的模型，可以采用交

叉验证方法交叉验证的基本想法是重复地使用数据: 把给定的数据进行切分，将

切分的数据集组合为训练集与测试集，在此基础上反复地进行训练、测试以及模

型选择.

1 简单交叉验证

简单交叉验证方法是:首先随机地将己给数据分为两部分， 部分作为训练
集，另一部分作为测试集(例如， 70"10的数据为训练集.30%的数据为测试集)，然

后用训练集在各种条件下(例如，不同的参数个数〉训练模型，从而得到不同的

模型:在测试集上评价各个模型的测试误差，选出测试误差最小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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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折交丑验证

应用最多的是S折交叉验证 CS-fold cro回 validation )，方法如下z 首先随机地
将已给数据切分为 5个互不相交的大小相同的于集:然后利用 S- l个子集的数据
训练模型，利用余下的于集测试模型:将这-过程对可能的S种选择重复进行.最
后选出 S次评测中平均测试误差最小的模型

3 留一交叉验证

S折交叉验证的特殊情形是S=N. 称为留一交叉验证 ( Ieave-one.-out cro，皿
vali由国时， 往往在数据缺乏的情况下使用-这里.N是给定数据集的容量

1.6 泛化能力

1.6.1 泛化误差

学习方法的泛化能力 (generalization abi1i可〕是指由该方法学习到的模型对
未知数据的预测能力 ， 是学习方法本质上重要的性质.现实中采用最多的办法是
通过测试误差来评价学习方法的泛化能力 但这种评价是依赖于测试数据集
的.因为测试数据集是有限的， 很有可能由此得到的评价结果是不可革的.统计
学习理论试图从理论上对学习方法的泛化能力进行分析

首先给出泛化误差的定义.如果学到的模型是j. 那么用这个模型对未知数
据预测的误差即为泛化误差 (generalization error) 

ιιP矿d的)=ι叫咄[μL盯(σY.Î六(X均刷}且川)刀l = L" L均Uω.Î力(x均D阴P冈邱(μxω，

泛化误差反映了学习方法的泛化能力'如果一种方法学习的模型比另-种方法学
习的模型具有更小的泛化误差，那么这种方法就更有效.事实上， 泛化误差就是
所学习到的模型的期望风险

1.6.2泛化误差上界

学习方法的泛化能力分析往往是通过研究泛化误差的概率上界进行的，简称
为泛化误差上界 (general皿tion error bound )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比较两种学习方
法的泛化误差上界的大小来比枝它们的优劣. 泛化误差上界通常具有以下性质它
是样本容量的函数， 当样本容量增加时，泛化上界趋于 0，它是假设空间容量
Ccapac町〕的函数，假设空间容量越大，模型就越难学， 泛化误差上界就越大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泛化误差上界的例子3 二类分类问题的泛化误差上界
考虑二类分类问题 已知训练数据集T =(帆.y，).的.y， ).....(XN . yN)} •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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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概率分布P(X，η独立同分布产生的， XeR帽， Ye • 1,+1} 假设空间是

函数的有限集合F={刀，且 .，j，}， d是函数个数设f是从F 中选取的函数.损

失函数是 0-1 损失 关于f的期望风险和经验风险分别是

R(f) =E[L(Y,j(X))] (1.21) 

是伽垃Lωω υ 
经验风险最小化函数是

) U AR 
啤
F

E'" 
。
。

町vu 
r'J 

力能化泛的v 
rJ 

是的心关更H
训人

(1.23) 

R(儿)=E{L(Y，儿 (X))] (1.24) 

下面讨论从有限集合F= {f" 且， ，马}中任意选出的函数f 的泛化误差上界.

定理l.l(泛化误差上界) 对二类分类问题，当假设空间是有限个函数的集
合F={且，儿 ，f.} 时，对任意个函数feF ， 至少以概率1-5 ，以下不等式
成立:

R(f)';; R(f)+e(d，N，的(1.25)

其中 E(d， N，的=，I^-.. l logd+log~1 (1.26) 

不等式(1.25)左端 R(f) 是泛化误差，右端即为泛化误差上界在泛化误差上

界中，第 I 项是训练误差，训练误差越小，泛化误差也越小第 2项 e(d，N，而是
N的单调边减函数， 当 N趋于无穷时趋于 0，同时它也是再百阶的函数，假设
空间F包含的函数越多，其值越太

证明在证明中要用到 Hoeffding 不等式，先叙述如下

设 S. =主X， 是独立随机变量X" 儿几油. X1E[ajJ b/]. 贝u对任意叫，
以下不等式成立·

P(S. -ES. 剖)运 expl t"""'.~ -21二-::-1 (1.27) 
l 2.，~，(鸟 a，)' ) 

P(ES. - S. '" t) .;; expl 百主-', 1 (1.28) 
l 2. ;~， (b， -a，)' ) 

对任意函数fe F ，Î/.(f) 是N个独立的随机变量L(Y，j(X)) 的样本均值，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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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机变量L(Y，j(X)) 的期望值如果损失函数取值于区间[0， 1] ，即对所有 j.laj ，鸟]=
[0， 1]，那么由 HoeiTI也ng 不等式 (1.28) 不难得知，对 e> O ，以下不等式成立z

P(R(j) - ÎI( j) '3 e) 罢王 exp(-2Ne')

由于 :1' =(f"儿 ，儿}是一个有限集舍，故

P(3fe :l': R(f) - ÎI的 主的= P(U (R(f)-Îl(f)汩J)

'" 运 LP(R(f) - Îl(f) 汩)
fOT 

理王 dexp(-2Ne')

或者等价的，对任意 fe :1'， 有

P(R(f)- ÎI(f) < e) '3 1- dexp(-2Ne' ) 

令 6=dexp(- 2Ne' ) 

则 P(R(f) < ÎI(f) +功法 1-6

(1.29) 

即至少以概率1-6有 R(f) <ÎI(f) + ε ，其中 E 由式 (1.29) 得到， &ß 为式(1.26) . 
从泛化误差上界可知，

R(fN) '" R(fN) + e(d,N ,Ô) 

其中， ε(d， N，的由式(1.26) 定义，儿由式(1.23) 定义这就是说，训练误差小
的模型，其泛化误差也会小

以上讨论的只是假设空间包含有限个函数情况下的泛化误差上界， 对一般的

假设空间要找到泛化误差界就没有这么简单，这里不作介绍

1.7 生成模型与判别模型

监督学习的任务就是学习一个模型，应用这一模型，对给定的输入预测相应
的输出 这个模型的-般形式为决策函数:

Y=f(X) 

或者条件概率分布.

P(Y IX) 

监督学习方法又可以分为生成方法 ( generative approach) 和判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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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riminative approach) 所学到的模型分别称为生成模型 (generative model ) 
和判别模型 (discriminative model ) 

生成方法由数据学习联合概率分布P(X，η ，然后求出条件概率分布P(Y I X)
作为预测的模型， 即生成模型2

P(X，η 
P(Y I X)=':_;一一-

P(X) 

这样的方法之所以称为生成方法，是因为模型表示了给定输入X产生输出 Y的生
成关系 典型的生成模型有z 朴素贝叶斯法和隐马尔可夫模型，将在后面章节进
行相关讲述

判jjlJ方法由数据直接学习决策函数 f(X) 或者条件概率分布 P(YI X) 作为预
测的模型，即判))IJ模型判别方法关心的是对给定的输入X ， 应该预测什么样的输
出 Y 典型的判别模型包括 k近邻法、感知机、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最

大精模型、 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和条件随机场等，将在后面章节讲述.
在监督学习中，生成方法和判别方法各有优缺点，适合于不同条件下的学习

问题

生成方法的特点: 生成方法可以还原出联合概率分布P(X，η ， 而如l别方法
则不能: 生成方法的学习收敛速度更快，即当样本容量增加的时候，学到的模型

可以更快地收敛于真实模型: 当存在隐变量时，仍可以用生成方法学习，此时判
别方法就不能用

判jjlJ方法的特点 · 判别方法直接学习的是条件概率 P(YIX) 或决策函数
f(X) ， 直接面对预测， 往往学习的准确率更高1 由于直接学习 P(YIX) 或f(X) ， 可
以对数据进行各种程度上的抽象、定义特征并使用特征，因此可以简化学习问题。

1.8 分类问题

分类是监督学习的一个核心问题在监督学习中， 当输出变量Y取有限个离散
值时，预测问题便成为分类问题这时，输入变量X可以是离散的，也可以是连续
的.监督学习从数据中学习一个分类模型或分类决策函数，称为分类器 (classifier) . 
分类器对新的输入进行输出的预测 (prediction).称为分类 (classifi臼归时，可

能的输出称为类 Cc!as，)，分类的类别为多个时，称为多类分类问题-本书主要
讨论二类分类问题

分类问题包括学习和分类两个过程在学习过程中， 根据己知的训练数据集
利用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习一个分类器:在分类过程中，利用学习的分类器对新的

输入实例进行分类分类问题可用图 1.4 描述.图中屿， y，)， (x"y，)，" .， (XN'YN) 是
训练数据集，学习系统由训练数据学习一个分类器P(YIX) 或 Y=f(X) ; 分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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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退过学到的分类器 P(Y I X) 或 Y=j(X) 对于新的输入实例 XN+1 进行分类，即预
测其输出的类标记 YN+l

图1.4 分类问题

评价分类器性能的指标一般是分类准确率 ( a四uracy ). 其定义是·对于给定

的测试数据集，分类器正确分类的样本数与总样本数之比也就是损失函数是0-1

损失时测试数据集上的准确率 〈见公式(1.17)).

对于二类分类问题常用的评价指标是精确率 (precision )与召回率 ( recal]) 通

常以关注的类为正类，其他类为负类，分类器在测试数据集上的预测或正确或不

正确. 4 种情况出现的且数分别记作:

TP一-将正类预测为正类数:

FN一一将正类预测为负类数:

FP一一将负类预测为正类数，

TN-一将负类预测为负类数.

精确率定义为

召回率定义为

P= ___I!_二
TP+FP 

(1.30) 

R= _E'_ =一一-一 (1.3 1) 
TP+FN 

此外，还有 F，值，是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均值，即
2 1 1 
-=-+一(1.32)
乓 P R 

F. =_____E!_ , 'Tn , ~n ， ~.. (1.33) 2TP+FP+FN 

精确率和召回率都高时 . F， 值也会高，

许多统计学习方法可以用于分类，包括k近邻法、感知机、朴素贝叶斯法、决

策树、决策列表、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贝叶斯网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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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网络、 Winnow等本书将讲述其中一些主要方法

分类在于根据其特性将数据"分门别类飞所以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

用.例如，在银行业务中，可以构建一个客户分类模型，对客户按照贷款风险的

大小进行分类:在网络安全领域， 可以利用日志数据的分类对非法入侵进行检测:
在图像处理中，分类可以用来检测图像中是否有人脸出现:在手写识别中，分类

可以用于识别手写的数字:在互联网搜索中，网页的分类可以帮助网页的抓取、索
引与排序，

举一个分类应用的例子一一文本分类(text cl阳sification). 这里的文本可以是
新闻报道、网页、电子邮件、学术论文等.类别往往是关于文本内容的，例如政

治、经济、体育等:也有关于文本特点的， 如正面意见、反面意见g 还可以根据

应用确定，如垃圾邮件、非垃圾邮件等文本分类是根据文本的特征将其如M告到已
有的类中输入是文本的特征向量，输出是文本的类别.通常把文本中的单词定义

为特征，每个单词对应一个特征单词的特征可以是二值的，如果单词在文本中
出现则取值是 L 否则是 0，也可以是多值的， 表示单词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直

观地，如果"股票""银行""货币"这些词出现很多，这个文本可能属于经济笑，
如果"网球" "比赛" "运动员"这些词频繁出现，这个文本可能属于体育类

1.9 标注问题

标注 Ctagging ) 也是一个监督学习问题可以认为标注问题是分类问题的一
个推广，标注问题又是更复杂的结构预测(structuI'e prediction )问题的简单形式标
注问题的输入是二个观测序列，输出是一个标记序列或状态序列.标注问题的目

标在于学习-个模型，使它能够对观测序列给出标记序列作为预测注意，可能
的标记个数是有限的，但其组合所成的标记序列的个数是依序列长度呈指数级增
长的，

标注问题分为学习和标往两个过程(如图 1.5 所示).首先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 = ( (衔，只)，(岛 ，y，) ， "'， (XN'YN )}

这里，引 =(x:η ， x:气 ， x:呻)飞 i=I.2.....N. 是输入观测序列 • Y/ = (y~I) .y:气 ,y:.))T 

是相应的输出标记序列 ， n 是序列的长度，对不同样本可以有不同的值.学习系
统基于训练数据集构建一个模型，表示为条件概率分布

P(r<飞Y仰 ，...， yC时 I X(I}.X(气 ，X'的 )

这里，每一个X(I) ( i=I. 2. .. ..川取值为所有可能的观测，每一个Y的 C ;=1,2,"',n) 

取值为所有可能的标记， 一般n <e. N 标注系统按照学习得到的条件概率分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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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对新的输入观测序列找到相应的输出标记序列 具体地，对一个观测序列

XN刊 = (X~~l ， x;;ll ，...， xt'lJ)T 找到使条件概率 P((Y~~J' y;;;,.. .. , Y~ll) T I (x儿 .X~ll'

Xt'1 J )T )最大的标记序列队 =ω!J'Y丸 ， ... .y1"ll l

图1.5 挥注问题

评价标注模型的指标与评价分类模型的指标一样，常用的有标注准确率、精
确率和召回率其定义与分类模型相同

标注常用的统计学习方法育 隐马尔可夫模型、条件随机场
标注问题在信息抽取、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被广泛应用，是这些领域的基本

问题.例如，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词性标注(part of speech tagging)就是一个典型的
标注问题给定一个由单词组成的句于，对这个句子中的每一个单词进行词性标

注，即对一个单词序列预测其对应的词性标记序列

举一个信息抽取的例于.从英文文章中抽取基本名词短语 ( base noun 

phr田的为此，要对文章进行标注英文单词是-个观测，英文句于是→个观测
序列，标记表示名词短语的"开始"、"结束"或"其他"(分别以 ß， E, 0 表示) ，
标记序列表示英文句子中基丰名词短语的所在位置.信息抽取时，将标记"开始"
到标记"结束"的单词作为名词短语.例如，给出以下的观测序列，即英文句子，
标注系统产生相应的标记序列，即给出句子中的基本名词短语

输入 At Microsoft Researcb, we have 阻 insatiable curiosìty and 由e desire to 

create new tecbnoJogy that wilI heIp define the computing experience 

输出 Aν'0 MicrosoftIB Resear吐νE. we/O haveJO 缸νo insatiablelB c旧io刨食y尼
四d10由elOd白白IBE to/O create/O new/B tecbnologyÆ 也atlOw诅νo helplO definelO 

由e/O computingIB experienceÆ 

1.1 0 回归问题

回归(阳F田sion) 是监督学习的另-个重要问题回归用于预测输入变量(自

变量〉和输出变量(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当输入变量的值发生变化时，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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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变量的值随之发生的变化回归模型正是表示从输入变量到输出变量之间映射

的函数回归问题的学习等价于函数拟合·选择一条函数曲线使其很好地拟合己

知数据且很好地预测未知数据(参照1.4.2 节L

回归问题分为学习和预测两个过程〈如图1.6 所示).首先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z

T = {(X,.y,).(X,.y,).....(XN.yN)} 

这里. XiER" 是输入. ye R 是对应的输出 ， i=l， 且 .N. 学习系统基于训练数

据构建一个模型，即函数 Y=f(X) ，对新的输入XN+1 • 预测系统根据学习的模型

Y=f(X) 确定相应的输出 YN+l

图1.6 回归问题

回归问题按照输入变量的个数，分为 元回归和多元回归:按照输入变量和

输出变量之间关系的类型即模型的类型，分为线性回归和非线性回归.

回归学习最常用的损失函数是平方损失函数，在此情况下，回归问题可以由

著名的最小二乘法 (least squares) 求解

许多领域的任务都可以形式化为回归问题，比如，回归可以用于商务领域，作

为市场趋势预测、产品质量管理、客户满意度调查、投资风险分析的工具.作为

例于，简单介绍股价预测问题.假设知道某-公司在过去不同时间点〈比如，每

天)的市场上的股票价格(比如，股票平均价格).以及在各个时间点之前可能

影响该公司股价的信息(比如，该公司前一周的营业额、利润) 目标是从过去

的数据学习→个模型，使它可以基于当前的信息预测该公司下一个时间点的股票

价格可以将这个问题作为回归问题解决具体地，将影响股价的信息视为自变

量(输入的特征).而将股价视为因变量(输出的值) 将过去的数据作为训练数

据，就可以学习一个回归模型，并对未来的股价进行预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困

难的预测问题，因为影响股价的因素非常多，我们未必能判断到哪些信息(输入
的特征)有用并能得到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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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概要

1 统计学习是关于计算机基于数据构建概率统计模型并运用模型对数据进

行分析与预测的一门学科统计学习包括监督学习、非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和

强化学习.

2 统计学习方法三要素一一模型、策略、算法，对理解统计学习方法起到

提纲擎领的作用

3. 本书主要讨论监督学习 ， 监督学习可以概括如下.从给定有限的训练数

据出发，假设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而且假设模型属于某个假设空阅，应用某一

评价准则，从假设空间中选取一个最优的模型，使它对己给训练数据及未知测试

数据在给定评价标准意义下有最准确的预测

4 . 统计学习中，进行模型选择或者说提高学习的泛化能力是一个重要问

题如果只考虑减少训练误差，就可能产生过拟合现象.模型选择的方法有正则

化与交叉验证 学习方法泛化能力的分析是统计学习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5 分类问题、标注问题和回归问题都是监督学习的重要问题 本书中介绍

的统计学习方法包括感知机、 k近邻法、朴素贝叶斯法、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

与最大炮模型、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 EM 算法、隐马尔可夫模型和条件随机

场. 这些方法是主要的分类、标注以及回归方法它们又可以归类为生成方法与

判别方法。

继续阅读

关于统计学习方法一般介绍的书籍可以参阅文献[1 -4J.

习题

1.1 说明伯努利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以及贝叶斯估计中的统计学习方法三要

索伯努利模型是定义在取值为 0 与 I 的随机变量上的概率分布-假设观测

到伯努利模型 n 次独立的数据生成结果，其中 k次的结果为 1 . 这时可以用

极大似然估计或贝叶斯估计来估计结果为 1 的概率

1.2 通过经验风险最小化推导极大似然估计证明模型是条件概率分布， 当损失

函数是对数损失函数时，经验风险最小化等价于极大似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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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感知机

感知机 (perceptron ) 是二类分类的线性分类模型，其输入为实例的特征向量，

输出为实例的类别，取+1 和-1 二值感知机对应于输入空间〔特征空间〉中将
实例如l分为正负两类的分离超平面，属于判Jl<J模型.感知机学习旨在求出将训练
数据进行线性划分的分离超平面，为此，导入基于误分类的损失函数，利用梯度

下降法对损失函数进行极小化， 求得感知机模型感知机学习算法具有简单而易
于实现的优点，分为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感知机预测是用学习得到的感知机模
型对新的输入实例进行分类.感知机 1957 年囱 Rosenbla饥提出 ， 是神经网络与支

持向量机的基础.

本章首先介绍感知机模型， 然后叙述感知机的学习策略，特别是损失函数，

最后介绍感知机学习算法， 包括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并证明算法的收敛性

2.1 感知机模型

定义 2.1 (感纫机〕 假设输入空间{特征空间〉是X " R" ， 输出空间是

Y~{+I ， -I) 输入xεX表示实例的特征向量， 对应于输入空间(特征空间〉的

点:输出 yey表示实例的类别 由输入空间到输出空间的如下函数

f(X)~5ign(w . x+b) (2.1) 

称为感知机其中， w和 b 为感知机模型参数. we R帽叫作权值 (weight) 或权

值向最 (weight vecto叶， be R 叫作偏置 (bi臼). w.x表示w和 x 的内积 51伊

是符号函数，即

。
。
三
〈
xx +-，

l
l
l』
《t
t
l
l、

= ) X F S 
。 2)

感知机是一种线性分类模型，属于判别模型.感知机模型的假设空间是定义

在特征空网中的所有钱性分类模型 ( linear classifi阳tion m叫01)或线性分类器
(line町 cl国sifi叫 ， ~p函数集合 {flf(x)~w . x+的，

感知机有如下几何解释:线性方程

w.x+b=O 。 3)

对应于特征空间 R" 中的-个超平面 S，其中 w是超平面的法向盘， b 是超平面的
截距.这个超平面将特征空间划分为两个部分.位于两部分的点(特征向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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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分为正、负两类. 因此，超平面 S称为分离超平面 ( separating hype甲l阻e).

如图 2. 1 所示

"" 

w..r+b'=O 

玲、、

围 2.1 感知机模型

感知机学习.由训练数据集〈实例的特征向量及类别〉

T;{(码 .y，).(冉 .y， ).. .. .(XN.yN )}

其中. x/eX= R帽 • y， ε Y;{刊. -I}. j ;I. 2. . .. . N. 求得感知机模型 (2. 1 ). 即求

得模型参数 w， b . 感知机预测，通过学习得到的感知机模型， 对于新的输入实例

给出其对应的输出类别.

2 .2 感知机学习策略

2.2.1 数据集的线性可分性

定义 2.2 (数据集的线性可分性〕 给定一个数据集

T;{(x"y，).(.毛 ，几k. . (XN'YN)} '

其中，乓 E X ; R". y, EY;{+I.-I}. j ;I.2... . .N. 如果存在某个超平面 S

w. ..r +b = O 

能够将数据集的正实例点和负实例点完全正确地划分到超平面的两侧，即对所有

y，=刊的实例 ， .有 w.xj +b>O ， 对所有y， ; -I 的实例，.有 w叫 + b < O. 9!tl称

数据集T为线性可分数据集(lin回.rly separable data set ) ; 否则 ， 称数据集T线性

不可分

2.2.2 感知机学习策略

假设训练数据集是线性可分的，感知机学习的目标是求得一个能够将训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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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例点和负实例点完全正确分开的分离超平面为了找出这样的超平面，即确

定感知机模型参数 w ， b ， 需要确定一个学习策略，即定义〈经验〉损失函数并将

损失函数极小化

损失函数的-个自然选择是误分类点的总数.但是，这样的损失函数不是参

数 w .b 的连续可导函数，不易优化损失函数的另一个选择是误分类点到超平面

S的总距离，这是感知机所采用的，为此，首先写出输入空间 R" 中任一点与到超

平面 S的距离g

这里.11叶是w 的乌范数.

-h lw.xo+bl 
l叶。

其次，对于误分类的数据饵.y，) 来说，

-y,(w.x, +b)>O 

成立因为当 w.x， +b>O时 • y，=-I. 而当 w.x， +b <O 时 • y，=+l. 因此， 误
分类点 x， 到超平面 S的距离是

-土y; (w.x， +b) 
11叶

这样，假设超平面 S 的误分类点集合为 M. 那么所有误分类点到超平面 S 的
总距离为

~~二 y， (w.x， +b) 
IIwll;川

不考虑一1 就得到感知机学习的损失函数①
IIwll 

给定训练数据集

T = {(X..y,).(x,.y,).... .(XN.yN)} 

其中，乓 E X= R". y , E Y={+l.-l}. i= 1.2.....N. 感知机sign(w.x+b)学习的
损失函数定义为

L(w.b)=-L Y， (w .冉 +b) (2.4) 
z,EM 

其中 M为误分类点的集合这个损失函数就是感知机学习的经验风险函数，

显然，损失函数L仙. b)是非负的如果没有误分类点，损失函数值是。而

且，误分类点越少，误分类点离超平面越远，损失函数值就越小. 一个特定的样
本点的损失函数2 在误分类时是参数w.b 的线性函数，在正确分类时是 O. 因此，
给定训练数据集 T. 损失函数L忡，的是 w.b 的连续可导函数-

由第7章中会介绍 y(w. .x +b) 称为样本点的画数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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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机学习的策略是在假设空间中选取使损失函数式。的最小的模型参数

w， b， 即感知机模型

2.3 感知机学习算法

感知机学习问题转化为求解损失函数式 (2.4) 的最优化问题，最优化的方法

是随机梯度7降法本节叙述感知机学习的具体算法，包括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

并证明在训练数据钱性可分条件下感知机学习算法的收敛性

2.3.1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

感知机学习算法是对以下最优化问题的算法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屿 ， y，)，(句 ，y，)""， (XN'YN)}

其中，乓 eX=R" ， y,eY={-I,I) , i=I， 2，"'，N ， 求参数 w ， b . 使其为以下损
失函数极小化问题的解

吧ipL忡'， b) = - L y， (w ， 码 +b) (2.5) 
~I~ M 

其中M为误分类点的集合

感知机学习算法是误分类驱动的，具体采用随机梯度下降法 C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 首先，任意选取一个超平面吨，龟，然后用梯度下降法不断地
极小化目标函数 (2.5)极小化过程中不是一次使M中所有误分类点的梯度下降，

而是-次随机选取一个误分类点使其梯度下降

给出

假设误分类点集合M是固定的，那么损失函数L忡，坊的梯度由

V.L忡'， b)=-LY'X，
z,fiiM 

V，L仙，b)=-LY，
a马.M

随机选取一个误分类点 (x"y，) ，对 w， b进行更新2

w← w+η'Y，X1 

b ← b+ η'Y， 

(2.6) 

(2.7) 

式中η(0<η"'1) 是步长，在统计学习中又称为学习事。回rmngr四时.这样，通过
迭代可以期待损失函数 L(帆的不断减小，直到为 O. 综上所述，得到如下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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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 2.1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

输入·训练数据集T={(x"y，)，仇 ， y， )....'(XN ' yN)) ， 其中 x， ε X=R" ， y/ ε y= 
(-1,+1} , i=I， 2.. .. ， N ， 学习率η(0<ηζ 1) ，

输出 w ， b; 感知机模型 f(x) = sign(w. x+b) 

(1)选取初值吨 ， b，

(2) 在训练集中选取数据的，y， )

(3)如果 Y/ (W. 乓 + b) <i; O

w← w+ηYrX/ 

b ← b+η'y， 

(的 转至(纱，直至训练集中没有误分类点 .

这种学习算法直观上有如下解释·当一个实例点被误分类， 即位于分离超平面
的错误一侧时，则调整 w ， b 的值，便分离超平面向该误分类点的一侧移动，以减
少该误分类点与超平面间的距离，直至超平面越过该误分类点使其被正确分类
算法 2.1 是感知机学习的基本算法，对应于后面的对偶形式，称为原始形

式感知机学习算法简单且易于实现

例 2.1 如图 2.2 所示的训练数据集，其正实例点是x， =(3， 3)飞 X2 = 悦， 3)了，
负实例点是乓 =(1， 1)'，试用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求感知机模型 f(x) = 
sign(w.x+b) 这里. w=(wl

) .W(2))T , x=(x(飞 X(2)?

X<" 

。 x，

图 2 .2 感如机示例

解 构建最优化问题.

n;ipL仙'， b) =- Ly，(w . x+ b)
户』明M

按照算法 2.1 求解 w ， b η = 1 

X<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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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初值 wo=o. ho=O 

(2) 对苟 =(3， 3)' ， y,(w, ,X, +b，)=O ， 未能被正确分类，更新 w， b

w.=吨 +y，苟 =(3， 3)τ ，电 =ho +y， =l

30 

得到线性模型

叫 .x+l与 = 3x(!) + 3x(l) + 1 

(3)对码 ，X1 ，显然 • y，(w， ' x1 + 鸟)>0 ，被正确分类，不修改 w. b;
对与=(1， 1)'，月(w! . 与+鸟)<0，被误分类，更新叫 b .

Wz = 叫 + y,x, =(2,2)' , b, =鸟 +Y3 =0 

得到线性模型

W
2 

• x + b
1 

= 2X(' ) + 2X(2) 

叫 =(1， 1)' ，鸟 =-3

叫 ， x+鸟 =X( I) +x(l)_3 

对所有数据点 Y/(W7 'X，+b， )>O. 没有误分类点，损失函数达到极小.
分离超平面为 x川 +X(l) -3=0 

感知机模型为 f(x) = sign(x(1) + X (l> - 3)

如此继续下去，直到

迭代过程见表 2.1

w . x+b 

0 
3x(l) + 3X(1) + 1 

2x(}) +2x向

x仰 + x(l) _1

-2 

3r:n +3.t11 _1 
2x刷+ Zx(l)_ 2 

x (1) +.It(2) _3 

X(I)+ .t2)-3 

集 2. 1 倒 2.1 求酶的量代过程

误分类点 w b 

o 0 
(3,3)1 1 

(2，2)τ0 

(1， 1)τ-1 

凹，0)τ -2

(3，3)τ-1 

(2.2)T -2 

(1 ， 1)τ 气3

(1 ， 1)τ-3 

几a

与

V
句d
v
句
几

ι

何
与

O

法代胆量

。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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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计算中误分类点先后取苟 'X)'X3 ' 苟，莉，宅 ， _'"得到的分离超平面和感

知机模型.如果在计算中误分类点依次取 X"毛，码 ，鸟，吨 ，冉 ，码，冉 ，码，码，吨，那
么得到的分离超平面是 2X(I) +X(2) -5 = 0 

可见，感知机学习算法由于采用不同的初值或选取不同的误分类点，解可以

不同

2.3.2 算法的收敛性

现在证明，对于线性可分数据集感知机学习算法原始形式收敛，即经过有限

次法代可以得到一个将训练数据集完全正确划分的分离超平面及感知机模型.

为了便于叙述与推导，将偏置b 并入权重向量w ，记作命= (w' ,b)' ，同样也将
输入向量加以扩充，加进常数 1 ，记作 x=(xT ， I)T 这样 • xεRN+1 ，台εR叫 显

然，命ox= w.x+b 

定理 2.1 (Noviko!f) 设训练数据集 T={(x"y，)，帆 ， y，)，".， (XN'YN)} 是线性
可分的，其中码 E X=R", y， ε Y={-I， +I} ， i=I， 2.... ， N ， 则

(1)存在满足条件 ~w...II=1 的超平面 woptoi=w，叩叶 bopt =0将训练数据集完
全正确分开，且存在 r>O ， 对所有i=I， 2，...，N

y，(命'opt ， x/)=ylw，昭·码 +b.叩)二三 r (2.8) 

(2) 令R=~llx'/l ，则感知机算法 2.1 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误分类次数k满足

不等式

k 运(H (2.9) 

证明 (1) 由于训练数据集是线性可分的，按照定义 2.2，存在超平面可将训

练数据集完全正确分开，取此起平面为 Wopt ， .i =ω .x+hopt =0. 叫w"， ~ =1 由
于对有限的 i=I， 2，... ，N ， 均有

y，(命咽·去';)=y， (wopt ， x， +h，叩 )>0

所以存在

y=叫n{y，(w，唰 .x， +b，咽)}

使

y，(品唰 .x， )=y， (wOpl ' 码 +b咱)注 y

( 2) 感知机算法从向 =0开始，如果实例被误分类，则更新权重.令乌_，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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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k个误分类实例之前的扩充权重向量，即

命'.-1 = (wJ_pbk_1)T 

则第k个误分类实例的条件是

y， (命'.t _l " Xt)=Y/(W.t_I "屿 +b._， )"' O (2.10) 

若{码 ，y， ) 是被也-1 = (wJ_pb._1 )T 误分类的数据， Jl'Jw 和 b 的更新是

即

下面推导两个不等式:

( 1) 

由式。 11)及式 (2.8) 得

w. ←吨， +η'YjXj

b. ← ι→+阶

、，

叫=~也， +ηyjXj

向·命。萨 "'kηy

‘ '‘ A 俑'‘
W..W，句=吨 ， . W咿 +η'Y/Wo，t 'X/

芳、马-， '命。.+ ηy

由此递推即得不等式 (2. 1 2)

也 · 命咱主向"命。.+ηy主主也-， ' 命。.+2ηr '" 注 k17r

(2) 

l向r 时可切

由武 (2.11) 及式 (2.10) 得

l也~' =~向_J +217Y/WH ' X，+布' Ii，r
运 l仇， 11' +η'1Ii， l' 
运叫l句 ,11'+ η 忱

ζ钊~，;乌、， 11' +2ηγ 《
运 kη'R'

结合不等式 (2. 12) 及式 (2. 1 3) 即得

(2.11) 

(2.12)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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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y返台't ' WopI斗向 ~ ~w.，. ll ，;; -.Ík'lR 

kγ 运胆2

于是 kζ(H . 
定理表明，误分类的次数k是有上界的，经过有限次搜索可以找到将训练数

据完全正确分开的分离超平面也就是说， 当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时，感知机学

习算法原始形式法代是收敛的但是例 2.1 说明，感知机学习算法存在许多解， 这

些解既依赖于初值的选择，也依赖于法代过程中误分类点的选择顺序为了得到

唯-的超平面，需要对分离超平面增加约束各件， 这就是第 7 章将要讲述的线性

支持向量机的想法当训练集线性不可分时，感知机学习算法不收敛， 法代结果

会发生震荡

2.3.3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

现在考虑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

与第 7 章中支持向量机学习算法的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相对应，

对偶形式的基本想法是， 将 w和 b 表示为实例码和标记 y， 的线性组合的形
式，通过求解其系数而求得w和 b. 不失-般性，在算法 2. 1 中可假设初始值吨.b，
均为 O. 对误分类点 (XI ， Y/ ) 通过

w← w+ηY/Xj 

b ← b+ηy， 

逐步修改 w， b. 设修改 n 次，则 w， b 关于 (x"y， ) 的增量分别是a，y，λ和 a/y/ ， 这里
<<j =n，月这样，从学习过程不难看出 ， 最后学习到的 w，b 可以分别表示为

Y
叮

比
1
V

山

吼
叫

NZ
MNZ
M 

Ftp (2.14) 

(2.15) 

这里，叫 主 O. i~I， 2，'''， N. 当 η~l 时，表示第2个实例点由于误分而进行更新

的次数.实例点更新次数越多，意味着它距离分离超平面越近，也就越难正确分

类，换句话说，这样的实例对学习结果影响最大

下面对照原始形式来叙述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

算法 2.2 (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

输入.线性可分的数据集 T~{(x"y，)，问.y，)，. 川 .(XN'YN)} • 其中叫 e R~. YiE 

{-1.+1}. i~I， 2.....N ， 学习率η(0<η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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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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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
川

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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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
果

g
a

α

在
如

出
中
)

〉

〕

输
其

h
U
M
U
O

q ←α1+ 11 

b ← b+秒，

(的转至 (2) 直到没有误分类数据 .

对偶形式中训练实例仅以内积的形式出现.为了方便，可以预先将训练集中

实例问的内积计算出来并以矩阵的形式存储，这个矩阵就是所谓的Gnun矩阵

((Jm皿 ma位ix)

G=[x,.xJ1Nl<N 

例 1.1 数据同例 2.1.正样本点是.<， =(3.3)T. x， =(4.3)'. 负样本点是与=

(I . 1)T. 试用感知机学习算法对偶形式求感知机模型.

解按照算法 2.2.

( 1)取α， =0. i=I.2.3. b=O. η=1 

(2 ) 计算 Gram 矩阵
气
l
l
l
I
l
l
-
-
A
l
a

瓦
》
吨
，
内

4

15f 
'
&
'
岛
，
，

sli 
'
A

句
，
.
，
、

l 
= CV 

(3)误分条件

nu <\

) 
且
。

+ 
苟j 

x 
J 

y 
n「

N

T
，
"川

/
'
'
t
t
t
t
t

、

y 

参数更新

a, • a,+l. b• b+y, 
(的法代.过程从略，结果列于表 2.2.

(5) 

w=2~ +OX2 -5x) = (1, l)T 

b= - 3 

分离趋平面

x(l) +x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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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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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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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
'
何
4
2
0
4

」

5
7
句
2
0
3

」

f(x) = sign(x( l) + X(2) - 3) 

褒1.2 倒 2.2 求斟酌蛊代过程

2 3 4 

X) XJ Xl 

1 I 2 

o 0 0 

1 2 2 

o - 1 0 

'"拿相既要

感知机模型

1

一
乓
1
0
0
1

m『
冉
冉

b

对照例 2.1，结果一致，法代步骤也是互相对应的

与原始形式-样，感知机学习算法的对偶形式选代是收敛的，存在多个解

4 本章概要

I 感知机是根据输入实例的特征向盘x对其进行二类分类的线性分类模型，

f(x)~sign(w.x+b) 

感知机模型对应于输入空间(特征空间〉中的分离超平面 w.x+b=O.

2. 感知机学习的策略是极小化损失函数z

哺L(w， b) ~ - L: y， (w叫 +b)
,. M 

损失函数对应于误分类点到分离超平面的总距离.

3. 感知机学习算法是基于随机梯度下降法的对损失函数的最优化算法，有

原始形式和对偶形式算法简单且易于实现原始形式中，首先任意选取一个超

平面，然后用梯度下降法不断极小化目标函数.在这个过程中一次随机选取一个

误分类点使其梯度F降

4. 当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时，感知机学习算法是收敛的 感知机算法在训

练数据集上的误分类次数k满足不等式:

k ";;(引2

当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时，感知机学习算法存在无穷多个解，其解由于不同

的初值或不同的迭代顺序而可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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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阅读

感知机最早在 1957 年由 Rosenblatt 提出川. Novikoff127 , Minsky 与 Papert [3] 

等人对感知机进行了一系列理论研究 感知机的扩展学习方法包括口袋算法

(pocket algori由m)(4J、表决感知机 (voted perceptron)阳、带边缘感知机(归回叩tron

wíth margin) [6J 关于感知机的介绍可进一步参考文献[7， 8J.

习题

2.1 Minsky 与 Papert 指出 z 感知机因为是线性模型，所以不能表示复杂的函数，

如异或 (XOR) 验证感知机为什么不能表示异或，

2.2 模仿例题 2.1，构建从训练数据集求解感知机模型的例子

2.3 证明以下定理z 样本集线性可分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正实例点集所构成的凸壳②

与负实例点集所构成的凸壳互不相交-

参考文献

[1] R=四blatt F. The Pcrceptron: A probabilistic model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0电anization in 

the Brain. Comell Aeronautical Laborato早 Psycbological Review, 1958, 65 (6): 386-408 

(21 No叽koff AB. on convergence pr'∞fs onpen::叩trons. SymposÎum on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fAutomata, Polytec怕ic Insti阳IlcofBr回klyn， 1962, 12. 61 5-{j22 

[3J Minsky r.吐， Papcrt SA. Pe，同时p仰'ns. C扭曲ridgc， MA: MIT Press. 1969 

[4] Galtant 51. perceptron-based learning algori也ms. IEEE Transactions 00 Neural Netw创'ks ， I990，
1(2),179-191 

[5] Freund Y, Schapire RE. Large margin classificatiOß wiog the perceptron 创19on也rn.ln

Proceedings of the 11由Annua1 Conference 00 Comput础。nal LearnÎng Theory (COLT' 98) 
ACM Press. 1998 

[6] Li YV, Zarago皿日. Her也rich R. Shawe-Taylor J, Kandola Jη1e Percep旨。m algorithm with 

uneven rnargins. In: pt四eedings of the 1如h !ntemationa1 Confc町回国 on Machine Leaming 
zω'2， 379-386 

[7] Wi曲。w B, Lehr MA. 30 years of adaptive neural networks: Pen::eptron, madaline, and 
b缸kp，叩agation. Proc. IEEE, 1990, 78(的 1415-1442

[8] Cristianini N, Shawe-Taylor J. An Introduction to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nd Other Kemel

based Le町ningMe也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②设集合 ScR" 是自 R' 中的 k个点所组成的集舍，即 s= 饵，句 ....， x;ρ 定义 S的凸壳ω.，(岛为

吼叫叫斗A斗争=1.'，注 O.i = 1， 2，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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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近邻法 (k-o阳回t neighbor. k-NN) 是一种基本分类与回归方法本书只讨

论分类问题中的k近邻法 . k近邻法的输入为实例的特征向量，对应于特征空间
的点，输出为实例的类别，可以取~类. k近邻法假设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其
中的实例类别己定.分类时， 对新的实例，根据其 k个级近邻的训练实例的类别，
通过多数表决等方式进行预测.因此， k近邻法不具有显式的学习过程. k近邻

法实际上利用训练数据集对特征向盘空间进行划分，井作为其分类的"模型" k 

值的选择、距离度量及分类决策规则是k近邻法的三个基本要素. k近邻法 1968 年

由 Cover和 Hart提出

本章首先叙述k近邻算法，然后讨论k近邻法的模型及三个基本要素，最后

讲述k近邻法的一个实现方法.-kd树，介绍构造M树和搜索M树的算法

3.1 k近邻算法

k 近邻算法简单、 直观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对新的输入实例，在训练数

据集中找到与该实例最邻近的 k个3比例，这k个实例的多数属于某个类，就把该
输入实例分为这个类.下面先叙述k近邻算法，然后再讨论其细节

算法 3. 1 ( k近邻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

T={(坷 ，y， )，(乓，且)，… ， (XN 'YN )}

其中 ， 乓 εX "， R" 为实例的特征向量 I y， EY= 饵.C1....'CK } 为实例的樊剔. 1= 

1 ， 2，.吁 ， N ， 实例特征向量"'
输出:实例 x所属的类y.

(1) 根据给定的距离度量， 在训练集T中找出与x最邻近的 k个点，涵盖这k

个点的x 的邻域记作风(功，

(2) 在几(x) 中根据分类决策规则(如多数表决〉决定x的类别Y'

Y=吨叩 Z 阳 =Cj ) ， i =I， 2 ， "'， N，尸 1，2"" ， K (3.1) 
勺码，.N， (i)

式 (3.1) 中， 1 为指示函数， 即当 Y，=马时 I为 1，否则 I 为 O. • 
k近邻法的特殊情况是 k= 1 的情形，称为最近邻算法.对于输入的实例点〈特

征向量) X ， 最近邻法将训练数据集中与x最邻近点的类作为 x 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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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近邻法没有显式的学习过程

3.2 k近邻模型

k近邻法使用的模型实际上对应于对特征空间的划分.模型由三个基本要素-一

距离度量、 k值的选择和分类决策规则决定

3.2.1 模型

k近邻法中， 当训练集、距离度量(如欧氏距离〉、 k值及分类决策规则(如

多数表决〕确定后，对于任何一个新的输入实例，官所属的类唯)地确定.这相

当于根据上述要素将特征空间划分为一些子空间，确定于空间里的每个点所属的

类，这一事实从最近邻算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特征空间中，对每个训练实例点码，距离该点比其他点更近的所有点组成一

个区域，叫作单元 (ce11) 每个训练实例点拥有一个单元，所有训练实例点的单

元构成对特征空间的 个划分.最近邻法将实例冉的类y，作为其单元中所有点的

类标记 (cl囡s label ). 这样，每个单元的实例点的类别是确定的 图 3.1 是二维

特征空间划分的一个例子

图 3.1 k近4在法的模型时应特征空间的一个划分

3.2.2 距离度量

特征空间中两个实例点的距离是两个实例点相似程度的反映 k近邻模型的特
征空间一般是n维实数向量空间 R" 使用的距离是欧氏距离，但也可以是其他距离，
如更一般的 Lp距离 (Lp distance) 或 Minkowski 距离 (Minkowski dis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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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特征空间X 是n锥实数向量空间 R". 码 ， XJ ε X. 鸟 ={X~I) .X:2飞 .. . .x~时 )T.

x， ={马Il.X~2飞 .X}tll)T. 码'屯的ι距离定义为

协υ阶什=(喜1 X~ 
这里F 二兰引兰叫1. 当 p=2 时，称为欧氏距离(Euclid国n distanc吟， 即

乌的.X1 )=(主1 xY' - xy) 12 J (3.3) 

当 p=1 时，称为曼哈顿距离 (Manha阳n distaDce). 即

1，(抖 .x，)=L l xf" _X~/JI (3 .4) 

当 p=∞时，它是各个坐标距离的最大值. &~ 

ι帆，与)=m严|俨 -xj" I (3.5) 

图 3.2 给出了三维空间中 p取不同值时，与原点的 L， 距离为 1 (L, =1) 的
点的图形

圈 3.2 LI'距离间的荒草

下面的例子说明，由不同的距离度量所确定的最近邻点是不同的.

例 3.1 己知三维空间的 3 个点 x， =(1.1? 毛= (5， l)T. 与 = (4.4)T ，试求在 p
取不同值时， L， 距离下码的最近邻点.

解 因为乓和 X， 只有第二维上值不同，所以p 为任何值时， L，饵，与)=4 而

ι(码，与)=6. 乌(XpX)) = 4.24. 乌(矶，与 )=3.78. 乌(码，毛)=3.57

于是得到 p等于 1 或 2 时 ， X， 是码的最近邻点 p大于等于 3 时，句是码的
最近邻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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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k值的选择

k值的选择会对k近邻法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E

如果选择较小的k值，就相当于用较小的邻域中的训练实例进行预测"学

习"的近似误差 (approximation error) 会减小，只有与输入实例较近的(相似的)

训练实例才会对预测结果起作用但缺点是"学习"的估计误差 (estimation error) 

会增大，预测结果会对近邻的实例点非常敏感山如果邻近的实例点恰巧是噪声，

预测就会出错 换句话说， k值的减小就意味着整体模型变得复杂，容易发生过

拟合.

如果选择较大的k值，就相当于用较大邻域中的训练实例进行预测-其优点

是可以减少学习的估计误差 但缺点是学习的近似误差会增大这时与输入实例

较远的〈不相似的〉训练实例也会对预测起作用， 使预测发生错误 k值的增大

就意味着整体的模型变得简单.

如果k~N ， 那么无论输入实例是什么，都将简单地预测它属于在训练实例

中最多的类.这时，模型过于简单，完全忽略训练实例中的大量有用信息，是不

可取的

在应用中 ， k值一般取一个比较小的数值.通常采用交叉验证法来选取最优

的k值

3.2.4 分类决策规则

k近邻法中的分类决策规则往往是多数表决，即由输入实例的k个邻近的训
练实例中的多数类决定输入实例的类.

多数表决规则 (majority voting rule ) 有如下解释:如果分类的损失函数为也I

损失函数， 分类函数为

f: R' →屿，马 ....， c，}

那么误分类的概率是

P(Y 笋 f(X)) ~ 1- P(Y ~ f(X)) 

对给定的实例 xeX. 其最近邻的k个训练实例点构成集合 N，(x). 如果涵盖N， (x)
的区域的类别是巧，那么误分类率是

~ L I(y, "Cj)~I-~ L I(y, ~cJ ) 
几句.N.(x) ‘崎. N， 但》

要使误分类率最小即经验风险最小， 就要使 L I (y, ~马)最大，所以多数表决
，，，马{均

规则等价于经验风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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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k :ì丘邻法的实现 :kd树

实现 k近邻法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对训练数掘进行快速k近邻搜索这

点在特征空间的维数大及训练数据容量大时尤其必要
k近邻法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线性扫描 Oioear 阻四) 这时要计算输入实例与

每一个训练实例的距离当训练集很大时，计算非常娓时，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

为了提高k近邻搜索的效率，可以考虑使用特殊的结构存储训练数据，以减少
计算距离的次数具体方法很多，下面介绍其中的 kd 树 Ckd tr臼〕方法③，

3.3.1 构造M树

kd树是一种对k维空间中的实例点进行存储以便对其进行快速检索的树形

数据结构 kd树是二卫树，表示对k维空间的一个划分 (partition). 构造kd树相

当于不断地用垂直于坐标轴的超平面将k维空间切分，构成一系列的k维超矩形区
域.kd树的每个结点对应于一个k维超矩形区域

构造kd 树的方法如下z 构造根结点，使根结点对应于k维空间中包含所有实
例点的超矩形区域，通过下面的递归方法，不断地对k 维空间进行切分，生成于结

点，在超矩形区域(结点)上选择一个坐标轴和在此坐标轴上的一个切分点，确
定一个超平面，这个超平面通过选定的切分点并垂直于选定的坐标轴，将当前超矩
形区域切分为左右两个于区域〈于结点)，这时，实例被分到两个于区域. 这个

过程直到子区域内没有实例时终止〈终止时的结点为叶结点)。在此过程中，将
实例保存在相应的结点上.

通常，依次选择坐标轴对空间切分，选择训练实例点在选定坐标轴上的中位

数 (median归为切分点，这样得到的 kd树是平衡的 注意.平衡的 kd 树搜索时
的效率未必是最优的

下面给出构造kd树的算法

算法 3.2 C构造平衡 kd树)

输入 k维空间数据集T=的，乓 ，"' ， XN } , 
其中乓= (X}IJ, x:2飞 ， X~I))T ， i =1.2,"',Nõ 
输出 kd树

(1)开始·构造根结点，根结点对应于包含T的k维空阔的超矩形区域
选挥.x(I) 为坐标轴，以 T中所有实例的 X(I)坐标的中位数为切分点，将根结点

对应的超矩形区域切分为两个于区域.切分由通过切分点并与坐标轴 x(1)垂直的

超平面实现

由MtIt:是存储 kl在空阅数据的树结构!这型的k与.lIi邻法的 UI.义不阿.为了与习惯-囊，本书仍用M树的名称
②-钮'改德鲁曹大小顺序德列忽采 处在中网位置的一个戴'"肇中同两个敏的事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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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根结点生成深度为 1 的左、右于结点·左子结点对应坐标 x(l) /J、于切分点

的于区域，右于结点对应于坐标x(l)大于切分点的子区域.

将落在切分超平面上的实例点保存在根结点.

(2) 重复z 对深度为J 的结点，选择 x'η 为切分的坐标轴， l~j(modk)+I ， 

以该结点的区域中所有实例的 x(l) 坐标的中位数为切分点，将该结点对应的超

矩形区域切分为两个于区域.切分自通过切分点并与坐标轴川}垂直的超平面

实现

由该结点生成深度为 j+l 的左、右于结点:左于结点对应坐标川'小于切分

点的子区域，右子结点对应坐标 x'。大于切分点的子区域

将落在切分超平面上的实例点保存在该结点

(3)直到两个于区域没有实例存在时停止.从而形成kd 树的区域划分。 .

例 3.2 给定一个三维空间的数据集.

T ~ {(2,3f ， (5 ， 4)τ ， (9， 6)' ,(4, 7)' ,(8,1)' ,(7 ,2)') 

构造一个平衡 kd树@

解根结点对应包含数据集T的矩形，选择 X(l)轴 ， 6 个数据点的 X{l)坐标的

中位数是 7，以平面 x(J) = 7将空间分为左、右两个子矩形(于结点) ， 接着，左矩

形以 X(2) =4分为两个子矩形，右矩形以 X(l) =6分为两个于矩形，如此递归，最

后得到如图 3.3 所示的特征空间划分和如图 3.4所示的 kd 树 .

3.3.2 搜索 kd树

下面介绍如何利用 kd 树进行k近邻搜索.可以看到，利用 kd树可以省去对

③取自 Wikipe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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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 )--一--------

x(2 ) ---

x(l)----

团 3.4 kd树示例

大部分数据点的搜索，从而减少搜索的计算量，这里以最近邻为例加以叙述，同

样的方法可以应用JOk近邻

给定一个目标点，搜索其最近邻，首先找到包含目标点的叶结点:然后从该叶

结点出发，依次回退到父结点:不断查找与目标点最邻近的结点，当确定不可能存

在更近的结点时终止.这样搜索就被限制在空间的局部区域上，效率大为提高.

包含目标点的叶结点对应包含目标点的最小超矩形区域.以此叶结点的实例

点作为当前最近点，目标点的最近邻一定在以目标点为中心并通过当前最近点的

超球体的内部(参阅圄 3 剖，然后返回当前结点的父结点，如果父结点的另一于

结点的超矩形区域与超球体相交，那么在相交的区域内寻找与目标点更近的实例

点。如果存在这样的点，将此点作为新的当前最近点算法转到更上一级的父结

点，继续上述过程如果父结点的另一于结点的超矩形区域与超球体不相交，或

不存在比当前最近点更近的点，则停止搜索

下面叙述用 kd 树的最近邻搜索算法

算法 3.3 (用 kd树的最近邻搜索〕

输入z 己构造的 kd 树 目标点 x ，

输出 ， x 的最近邻，

(1)在 kd树中找出包啻目标点x的时结点从根结点出发，递归地向下访问

kd树若目标点 x 当前维的坐标小于切分点的坐标，因l移动到左子结点，否则移

动到右于结点，直到子结点为叶结点为止

(2) 以此叶结点为"当前最近点"

(3) 递归地向上回迢，在每个结点进行以下操作.

(a) 如果该结点保存的实例点比当前最近点距离目标点更近， 则以该实例点

为"当前最近点"

(b) 当前最近点一定存在于该结点一个于结点对应的区域检查该于结点的

父结点的另一于结点对应的区域是否有更近的点具体地， 检查另一于结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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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是否与以目标点为球心、以目标点与"当前最近点"间的距离为半径的超

球体相交
如果相交，可能在另-个子结点对应的区域内存在距目标点更近的点，移动

到另-个于结点. 接着，递归地进行最近邻搜索:

如果不相交，向上回i且

( 4 ) 当回退到根结点时，搜索结束 最后的"当前最近点"即为 x的最近

邻点 • 

如果实例点是随机分布的 ， kd树搜索的平均计算复杂度是 O(log的，这皇N

是训练实例数 kd树更适用于训练实例数远大于空间维数时的 k近邻搜索当空

间维数接近训练实例数时，它的效率会迅速F降， 几乎接近线性扫描.

下面通过一个例题来说明搜索方法.

例 3.3给定个如图 3.5 所示的 kd树，根结点为 A ，其子结点为 B ， C 等.树

上共存储 7个实例点:另有一个输入目标实例点 S ，求S 的最近邻，

解首先在kd树中找到包含点5的叶结点D (图中的右下区域)，以点D作为

近似最近邻真正最近邻一定在以点 S为中心通过点D的圆的内部. 然后返回结

点D的父结点 B ， 在结点B 的另→于结点F 的区域内搜索最近邻结点F 的区域

与圆不相交，不可能有最近邻点.继续返回上 级父结点 A ， 在结点 A 的另一子结

点 C的区域内搜索最近邻结点C的区域与圆相交，该区域在圆内的实例点有点 E ，

点 E 比点D更近，成为新的最近邻近似.最后得到点 E是点S的最近邻 .

。 G

F 
O 

本章概要

1. k近邻法是基本且简单的分类与回归方法. k近邻法的基本做法是:对给

定的训练实例点和输入实例点， 首先确定输入实例点的 k个最近邻训练实例点，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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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利用这k个训练实例点的类的多数来预测输入实例点的炎，
2. k近邻模型对应于基于训练数据集对特征空间的一个划分 ki丘邻法中，

当训练集、距离度量、 k值及分类决策规则确定后，其结果唯一确定-
3. k近邻法三耍素g 距离皮盘、 k值的选择和分类决策规则常用的距离度

盘是欧氏距离及更一般的 L， 距离 . k值小时 ， k近邻模型更复杂 k值大时 ， k近
邻模型更简单 k值的选择反映了对近似误差与估计误差之间的权衡，通常由交
叉验证选择最优的k 常用的分类决策规则是多数表决，对应于经验风险最小化.

4 . k近邻法的实现需要考虑如何快速搜索k个最近邻点 kd树是一种便于
对k维空间中的数据进行快速检索的数据结和J. kd树是二丑树，表示对k维空间
的一个划分，其每个结点对应于k维空间划分中的一个超矩形区域，利用 kd树可
以省去对大部分散据点的搜索， 从而减少搜索的计算盘

继续阅读

k近邻法由 Cover 与 Hart 提出 ( !] k近邻法相关的理论在文献(2， 3]中己有论
述 k1丘邻法的扩展可参考文献[吨.kd树及其他快速搜索算法可参见文献(5] . 关
于 k近邻法的介绍可参考文献(2].

习题

3.1 参照图 3. 1 ，在三维空间中给出实例点，画出 k为 l 和 2 时的 k近邻法构成的
空间划分，并对其进行比较，体会k值选择与模型复杂度及预测准确率的关系

3.2 利用例题 3.2 构造的 kd树求点 x=(3， 4.5)τ 的最近邻点.

3.3 参照算法 3.3 ， 写出输出为 x 的 k近邻的算法

参考文献

(1) CoverT. Hart P. N回restneighb宙间阳m classificatioß. IEEE Tran扭曲。ns 00 lnformation 丁丁h曲叨，

1967 

[2) H.皿e T. Tibshirani R. friedman J. The 目ements of Statis鸣icall且ming: Data Mining, lnferencc, 
and Prcdîction, 2001 (中译本.统i:1 学习基础一一数据挖掘、推理与预捆在明，柴玉梅，
桔红英曙译北直-电子工业出版社， 2∞4) 

[3) Friodm皿 J. Flcxiblc metric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cation. Tech皿cal R，叩。rt， 1994

(4] Weînberger KQ, Bl由~J.SaulL民 Distance metric learning fOf large m缸盲目nn国.rest neigbbor 
classifi咀tioo. ln: Proceedings ofthc NlPS. 2曲5

[5) Somet H. Th.O四gn and Analysis ofSpatial Data Strucw四s.R国din，ι MA:Addi由o.Wes1町'， 19回





第 4章朴素贝叶斯法

朴素贝叶斯 (n田veB町国〉法是基于贝叶斯定理与特征是件独立假设的分类

方法①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首先基于特征条件独立假设学习输入/输出的联合

概率分布:然后基于此模型，对给定的输入x. 利用贝叶斯定理求出后验概率最大

的输出y 朴素贝叶斯法实现简单，学习与预测的效率都很高，是一种常用的方'i'!

本章叙述朴素贝叶斯法， 包括朴素贝叶斯法的学习与分类、朴素贝叶斯法的

参数估计算法.

4.1 朴素贝叶斯法的学习与分类

4.1.1 基本方法

设输入空间 X "， R" 为 n 维向量的集舍 ， 输出空间为类标记集合 y = 仇，

如 ,cd 输入为特征向量xeX. 输出为类标记 (class labell ye y. X是定义
在输入空间X上的随机向量• Y是定义在输出空间Y上的随机变量. P(X.η是

X和Y的联合概率分布.训练数据集

T={(苟 .y， ).(x， .y，)..' ' .(XN'YN)) 

由 P(X.η独立同分布产生

朴素贝叶斯法通过训练数据集学习联合概率分布 P(X.η 具体地，学习以

下先验概率分布及是件概率分布先验概率分布

P(Y = C.). k = 1.2.... .K (4.1) 

条件概率分布

P(X=x IY=c.)=P(X'" =x，飞....X帕 =x(的 IY=c.). k=I.2.....K (4.2) 

于是学习到联合概率分布 P(X.Y)

条件概率分布 P(X=xIY=c.)有指数级数量的参数，其估计实际是不可行

的。事实上，假设 x(/) 可取值有Sj 个 • j=I.2.....n. Y可取值有K个，那么参数

个数为 KI1鸟

①注意，朴囊贝叶斯法与贝叶斯估计 (Bayesianemmation) 是不同的限念



48 第 4i在朴章贝叶斯法

朴素贝叶斯法对条件概率分布作了条件独立性的假设由于这是一个较强的

假设，朴素贝叶斯法也由此得名 具体地，条件独立性假设是

P(X;x I Y;c， );P(X阳 =x(飞 .X例 =x(~)I Y=c.lJ

3 ,
-T 

乌
va x x p "H

H 
朴素贝叶斯法实际上学习到生成数据的机制，所以属于生成模型.条件独立

假设等于是说用于分类的特征在类确定的条件下都是条件独立的这一假设使朴

素贝叶斯法变得简单，但有时会牺牲-定的分类准确率.

朴素贝叶斯法分类时，对给定的输入 x. 通过学习到的模型计算后验概率分

布 P(Y=c， I X;功，将后验概率最大的类作为 x 的类输出后验概率计算根据贝

叶斯定理进行z

P (X ;x l Y;c, )P(Y;c,) 
P(Y; 马 I X=x)-~ \::.~"' I ~ ， :'_H' ，\:， :"AI , (4.4) 

2一P(X ;Xl Y;C, )P(Y ;C,) 

将式 (4.3) 代入式 (4.4) 有

P(Y;ωn ，p(X(j) ;川 I Y;c，)
P(Y= 乌 IX=x) ~ _... -".~帽. k; 1.2.. ...K (4.5) L,P(Y; c， )TI jP(X川 = x(J)I Y=乌)

这是朴素贝叶斯法分类的基本公式 于是，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可表示为

P(Y=c,)n ， P(Xω =x{J) jY=Ci:) 
y;j(x);a唱m阻 AAJ· (46);;-. L ,P(Y = c， )TI J P(X仙 =ρ I Y;c，)

注意到，在式 (4.6)中分母对所有马都是相同的，所以 ，

y=吨咛xP(Y;c，)TI j P(X(j) =x(j) I Y;c,) (4.7) 

4.1.2 后验概率最大化的含义

朴素贝叶斯法将实例分到后验概率最大的类中，这等价于期望风险最小化， 假
设选择 0-1 损失函数

/1. Y"' j(X) 
L(Y, j(X)) ;~ 

[0. Y;j(X) 

式中 j(X) 是分类决策函数这时，期望风险函数为

R时(f) = E(L(Y,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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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是对联合分布 P(X， Y)取的 由此取条件期望

几，(f)=哈比州附|幻
为了使期望风险最小化，只需对X =x逐个极小化， 由此得到z

k 

f(x) = argm哩艺L(c. ， y)P(c.IX=x)
川Y 'k-i

x x c 
笋

hv p 
k
?H

M 

nv m
m 咆

a 

=吨fpp(1-P(y= 马 I X=x))

=吨喻P(Y= 乌 I X=x)

这样一来，根据期望风险最小化准则就得到了后验概率最大化准则·

X X 
乌

P 
阻

JA

m
-‘ 四

Z
U

町几
川
阔

的用来所法斯叶贝素'
立Z1

日自

4.2 朴素贝叶斯法的参数估计

4.2.1 极大似然估计

在朴素贝叶斯法中，学习意味着估计 P(Y=c.)和 P(X的 =x川 IY=c.) 可以
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相应的概率先验概率P(Y=c.) 的极大似然估计是

艺I(y， =ω 
P(Y=c.)=主」言?一-， k = 1,2,. ..,K (4.8) 

设第J个特征XU)可能取值的集合为 {ajI> Qj2'...ajsJ }. 条件概率P(X'j) =afl I Y=c.) 

的极大似然估计是
N 

~I(x俨 =ajl ，y/ ==c.) 
P(XV)= ajl\ Y=c. )=~ 

~I(y， = c.) 

j=1， 2， 月 1=1， 2，，，， ， Sj ' k=1 ,2,... ,K (4.9) 

式中 ， X/(ρ 是第 2 个样本的第J个特征 a)' 是第1 个特征可能取的第I个值[为
指示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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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学习与分类算法

下面绘出朴素贝叶斯法的学习与分类算法
算法 4.1 (朴素贝叶斯算法 ( nalve Bayes algorithm ) ) 
输入z 训练擞据 T~{饵，川.(X"y， )....'(XN'yN)} ， 其中 X， =饵111， X}2' ，. .， X:~))T , 

X:'I 是第 t个样本的第j个特征 ， 毛υ】 E {ajpQ/l .. . . . a叫 )， Q"是第 J个特征可能取
的第I个值， j~I， 2，...， n ， 1~1 ， 2， " ' ，鸟，_ Y， E 屿，也 ,CK } ; 实例 x ，

输出 z 实例 x的分类

( 1 ) 计算先验概率及矗件概率
N 

LI(y, ~C.) 
P(Y 叫)~丘」万一一， k~I， 2，...， K 

N 

ZI(俨 =ajl oY/ =CJ: ) 
P(X(J)=aJI I Y :::::c.) =~ 

LI(y, ~C.) 
,., 

j~I， 2， 叫 1~1， 2，"'，鸟 ; k~I， 2，"'，K 

( 2 ) 对于给定的实例 x= (x(1) ， X(2).... ， X 时 )'，计算

P(Y叫)自P(X(j) =x川 IY~c.)， k斗， 2，" '， K
J" 

c v' x m x p a
H
川

马
va p 

阻
ha

m
e 

喋
吨

Mm"= xy 例实定确
3 <

例 4.1 试由表 4.1 的训练数据学习一个朴素贝叶斯分类器并确定 x~α，的T
的类标记 y. 表中 X{I) . X(2) 为特征，取值的集合分别为，电 ~{1 ， 2， 3} ， A, ~{S，M， L} ， 
Y 为类标记， YEC~(I， -I) 

'畏 4.1 训练敷掘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IS 
X(I) 111112222233333 
X (l) SMMSSSMMLLLMMLL 
Y - 1 - 1 1 1 - 1 - 1 -1 1 1 1 I 1 I 1 - 1 

麟根据算法 4. 1 ，由表 4.1 ， 容品计算下列概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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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 l) _旦 ， P(Y--l)~主
15 15 

P贝(X沪ο仰) =1叫|叫

附叫叫=i，坷阳X(l)=剖'~M I厅Y~叶 P只(Xο由~川'~L I Y~阳叫~1斗1)

附1)=1川|阳Y~ 叶 ， P(X'叫Y~ -叶，附η」坷=斗3 1 Y~ η

附" ~S I厅Y~μ=←→-

对于给定的 X~(σ2， S)'τ 计算

P(Y ~ I)P(X'" ~ 2 1 Y ~ I)P(X川 ~S I Y~I)~旦 3 1 土
15 9 9 45 

P(Y~-I)P(X 川~2IY~-I)P(X问 ~S I Y~-I)~ 主.3..]'~_!_
15 6 6 15 

因为 P(Y~-I)P(X") ~2 I Y~-I)P(X(" ~S I Y ~-1)最大，所以y~-I. • 

4.2.3 贝叶斯估计

用极大似然估计可能会出现所要估计的概率值为 0 的情况.这时会影响到后

验概率的计算结果，使分类产生偏差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采用贝叶斯估计具
体地，条件概率的贝叶斯估计是

￡ I贝(x，(俨Jρ， ~驯 =町叫c乌kμ 
马(X'ρ ~a句川 IY ~ c，乌kρ}恒= 归川1 N (付4.10创) 

LI(y, ~c， )+SJ'< 
，叫

式中 '< ;' 0 . 等价于在随机变量各个取值的频数上赋于一个正数.<>。 当 .<~O 时

就是极大似然估计常取 .<~1 ， 这时称为拉普拉斯平滑 (Laplace smoo由ingJ 显
然，对任何 1~1， 2.. . . ，鸟 ， k=I,2, 点， 有

乓(X的 =与 I Y~ 马)>0

tp(X(j) = OJI I Y =阶I
M 

表明式 (4.10) 确为-种概率分布 同样，先验概率的贝叶斯估计是
N 

LI(y, ~c.)+.< 
乌(Y~乌)~ι万τK.<一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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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4.2 问题同例 4. 1.按照拉普拉斯平滑估计概率， 即取 Â ~ 1

解码 ~(1.2. 3). A， ~(S.M.L} . C~(I.-I} 按照式 (4. 10) 和式 (4. 11) 计算下

列概率z

10 
P(Y~I)~一 . P(Y~ -I)~:'::-

17 17 

P(X'''~ I I Y~I)~~. P，汽(X'
12 . 12 ., 12 

P(X'''~ S I Y~I)~~ ， . P(X"' ~M I Y~I) ~二 ， P(X") ~L I Y ~ I)~三
12 ' 12 . , 12 

附」问1川|厅Y~ι=←→-

附均~川~ S I Y→÷咐2刽)= M叫M川I Y~忏…=←刊-→I叶，刚')~ L I Y→=j

对于给定的 x ~ (2， S)' 计算·

(1\ ... ,,, ,, _, .,111 ~， ~. "' 10 4 2 5 
P(Y ~ I)P(X'" ~ 2 1 Y ~ I)P(X问 ~SIY~ I)~:':: .一-一~-一~ 0.0327 

17 12 12 153 

(1\ .. , ., "..., ...(21 ....,,, 7 3 4 28 
P(Y~-I)P(X'" ~ 2 1 Y~-I)P(X") ~S I Y~-I)~ .f:. . ~…=一一~0.061O

17 9 9 459 

由于 P(Y~-I)P(X[" ~21 Y~-I)P(X") ~S I Y~-I)最大， 所以 y=-J. • 

本章概要

I.朴素贝叶斯法是典型的生成学习方法 生成方法由训练数据学习联合概

率分布 P(X，η，然后求得后验概率分布 P(Y IX). 具体来说， 利用训练数据学习

P(X I Y) 和 P(Y) 的估计，得到联合概率分布:

P(X，η ~ P(Y)P(X 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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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概

这是一个较强的假设.由于这一假设，模型包含的岳件概率的数量大为减少，朴

素贝叶斯法的学习与预测大为简化.因而朴素贝叶斯法高效，且易于实现.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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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分类的性能不一定很高.

3. 朴素贝叶斯法利用贝叶斯定理与学到的联合概率模型进行分类预测

P(X，η P(Y)P(X I Y) 
P(Y I X) = '--一一~=~τ，.~τ万古τ士

P(X) 工用'Y)P(X η

将输入x分到后验概率最大的类y

y=吨ZTXP(Y=CJHP叫 =x(J) IY =ω

后验概率最大等价于 0-1 损失函数时的期望风险最小化.

继续阅读

53 

朴素贝叶斯法的介绍可见文献[1 ， 2]. 朴素贝叶斯法中假设输入变量都是条件
独立的，如果假设它们之间存在概率依存关系，模型就变成了贝叶斯网络，参见

文献[3]

习题

4 ,1 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推出种素贝叶斯法中的概率估计公式 (4.8) 及公式 (4.9) . 
4 .2 用贝叶斯估计法推出朴素贝叶斯法中的概率估计公式 (4 ， 10) 及公式 (4.11)

参考文献

[1] Mitcbell TM. Olapter 1: G臼回咄咄缸wdiscrir回国位回 classifiers:NafveB町""皿 logi血cregr田81011-

In:M田hine Leaming. Draft, 2005. b叩 IIww>悦目 cmu.edu/.吨。m抽Ib∞k1NBay目logR唔 pdf
[2J HastieT, Tibsl对rani R.而曲回nJη1C EJements of StatisticaJ l且.rnî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回iction. Springer-Verl唱， 200) ( 中译本z 统计学习基础一-→世据挖掘、推理与预棚。范
明，堕玉梅，咎红英等译北京z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4) 

[3J Bishop C. pa时'm Rccog1lÎl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Springer, 2仪施





第 5章决策树

决策树 (decision tree ) 是一种基本的分类与回归方法本章主要讨论用于分类

的决策树决策树模型呈树形结构，在分类问题中，表示基于特征对实例进行分类

的过程它可以认为是 if-由en 规则的集合，也可以认为是定义在特征空间与类空

间上的条件概率分布.其主要优点是模型具有可读性，分类速度快，学习时，利用

训练数据，根据损失函数最小化的原则建立决策树模型.预测时，对新的数据，利
用决策树模型进行分类决策树学习通常包括 3 个步骤2 特征选择、决策树的生成

和决策树的修剪这些决策树学习的思想主要来源于由。rin!an在 1986年提出的回3

算法和 1993 年提出的C4.5算法，以及由 Bre田田等人在 1984年提出的 CART 算法

本章首先介绍决策树的基本概念， 然后通过 103 和 C4.5介绍特征的选择、决

策树的生成以及决策树的修剪，最后介绍 CART 算法，

5.1 决策树模型与学习

5.1.1 决策树模型

定义 5.1 (决策树〉 分类决策树模型是一种描述对实例进行分类的树形结
构，决策树由结点 (node) 和有向边 (directed edge) 组成.结点杳两种类型:内
部结点(inl阳nalnode ) 和叶结点{1eafn叫U 内部结点表示一个特证或属性，叶
结点表示个类，

用决策树分类，从根结点开始，对实例的某一特征进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
将实例分配到其于结点。 这时，每一个子结点对应着该特征的一个取值如此递
归地对实例进行测试并分配，直至达到叶结点 最后将实例分到叶结点的类中

图 5.1 是一个决策树的示意图.圈中圆和方框分别表示内部结点和叶结点

回 5.1 决置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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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决策树与协也四规则

可以将决策树看成一个路也m 规则的集合.将决策树转换成协then 规则的

过程是这样的=由决策树的根结点到叶结点的每一条路径构建一条规则:路径上

内部结点的特征对应着规则的矗件，而叶结点的类对应着规则的结论.决策树的

路径或其对应的岳由m规则集合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z 互斥并且完备这就是说，

每一个实例都被一条路径或-条规则所覆盖，而且只被-条路径或一条规则所覆

盖.这里所谓覆盖是指实例的特征与路径上的特征 致或实例满足规则的条件

5.1.3 决策树与条件概率分布

决策树还表示给定特征条件下类的条件概率分布这一条件概率分布定义在

特征空间的一个划分〈阴血町的上.将特征空间划分为互不相交的单元(回11) 或

区域 (region)，并在每个单元定义一个类的概率分布就构成了二个条件概率分

布决策树的→条路径对应于划分中的个单元决策树所表示的条件概率分布

由各个单元给定条件下类的条件概率分布组成.假设X为表示特征的随机变量，

Y为表示类的随机变量，那么这个条件概率分布可以表示为 P(Y I X) . X 取值于

给定划分下单元的集合， Y取值于类的集合，各叶结点(单元〉上的条件概率往

往偏向某一个类， 即属于某一类的概率较大.决策树分类时将该结点的实例强行

分到条件概率大的那-类去.

图 5.2 (a) 示意地表示了特征壁间的一个划分.闺中的大正方形表示特征雪

间.这个大正方形被若干个小矩形分割，每个小矩形表示-个单元特征空间划

分上的单元构成了一个集合， X取值为单元的集合 为简单起见，假设只有两

类2 正类和负类，即 Y取值为刊和 1 小矩形中的数字表示单元的类.图 5.2 (b) 
示意地表示特征空间划分确定时，特征(单元〉给定条件下类的条件概率分布
图 5.2 (b) 中条件概率分布对应于图 5.2 (a) 的划分当某个单元c 的条件概率满

足 P(Y=+IIX=c)>O.5 时，则认为这个单元属于正类，即落在这个单元的实例

都被视为正例 图 5.2 (c) 为对应于图 5.2 (b) 中条件概率分布的决策树

5.1.4 决策树学习

决策树学习，假设给定训练数据集

D= {(x"y,),(x"y,),…,(XN'YN)) 

其中，乓 =(x~飞 X}气 ， X?'))T为输入实例〈特征向量)， n 为特征个数，月 E {1, 2,"' , K} 

为类标记， i=I,2.. .. , N , N为样本容量学习的目标是根据给定的训练数据集构
建一个决策树模型，使它能够对实例进行正确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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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幢率分布

X<'><a, 到2) >aJ

(ε} 泱肃制

因 5.2 !是置树时应于条件概率分布

决策树学习本质上是从训练数据集中归纳出一组分类规则与训练数据集不

相矛盾的决策树(即能对训练数据进行正确分类的决策树)可能有多个，也可能
一个也没有我们需要的是-个与训练数据矛盾较小的决策树，同时具有很好的
泛化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决策树学习是由训练数据集估计条件概率模型.基
于特征空间划分的类的条件概率模型有无穷多个，我们选择的条件概率模型应该
不仅对训练数据有很好的拟舍， 而且对未知数据有很好的预测

决策树学习用损失函数表示这一目标如下所述，决策树学习的损失函数通常

是正则化的极大似然函数.决策树学习的策略是以损失函数为目标函数的最小化.

当损失函数确定以后，学习问题就变为在损失函数意义下选择最优决策树的
问题. 因为从所有可能的决策树中选取最优决策树是 NP 完全问题，所以现实中
决策树学习算法通常采用启发式方法，近似求解这一最优化问题这样得到的决

策树是次最优 (sub-optimal ) 的

决策树学习的算法通常是一个递归地选择最优特征，并根据该特征对训练数
掘进行分割，使得对各个子数据集有一个最好的分类的过程. 这一过程对应着对

特征空间的划分，也对应着决策树的构建.开始，构建根结点，将所有训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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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放在根结点选择一个最优特征，按照这一特征将训练数据集分割成于集，使
得各个于集有一个在当前条件下最好的分类. 如果这些于集已经能够被基本正确
分类，那么构建叶结点，并将这些子集分到所对应的叶结点中去s 如果还有子集
不能被基本正确分类，那么就对这些于集选择，新的最优特征，继续对其进行分割，
构建相应的结点. 如此递归地进行下去，直至所有训练数据子集被基本正确分类，
或者没有合适的特征为止。最后每个子集都被分到叶结点上，即都有了明确的
类这就生成了→棵决策树.

以上方法生成的决策树可能对训练数据有很好的分类能力，但对未知的测试

数据却未必有很好的分类能力，即可能发生过拟合现象我们需要对己生成的树

自下而上进行剪枝，将树变得更简单， 从而使它具有更好的泛化能力 具体地，

就是去掉过于细分的叶结点，使其回返到父结点，甚至更高的结点，然后将父结

点或更高的结点改为新的叶结点

如果特征数量很多，也可以在决策树学习开始的时候，对特征进行选择，只
留下对训练数据有足够分类能力的特征
可以看出，决策树学习算法包含特征选择、决策树的生成与决策树的剪枝过

程.由于决策树表示一个靠件概率分布，所以深浅不同的决策树对应着不同复杂度

的概率模型.决策树的生成对应于模型的局部选择，决策树的剪枝对应于模型的全

用选择.决策树的生成只考虑局部最优， 相对地， 决策树的剪枝则考虑全局最优.

决策树学习常用的算法有 ID3 ， C4.5 与 CART. 下面结合这些算法分别叙述
决策树学习的特征选择、决策树的生成和剪枝过程

5.2 特征选择

5，2.1 特征选择问题

特征选择在于选取对训练数据具有分类能力的特征.这样可以提高决策树学

习的效率.如果利用一个特征进行分类的结果与随机分类的结果没有很大差别，

则称这个特征是没有分类能力的经验上扔掉这样的特征对决策树学习的精度影

响不大.通常特征选择的准则是信息增益或信息增益比
首先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特征选择问题

例 5.1。 表 5.1 是一个由 15 个样本组成的贷歇申请训练数据数据包括贷歇
申请人的 4个特征 〈属性L 第 1 个特征是年龄，有 3 个可能值g 青年，中年，老
年:第 2 个特征是有工作，有 2 个可能值是，否;第 3 个特征是有自己的房子，
有 2 个可能值=是，否，第 4个特征是信贷情况，有 3 个可能值t 非常好，好 
般表的最后一列是类别，是否同意贷款，取 2 个值. 是，否

由此例取白，到曹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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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所给的训练数据学习→个贷款申请的决策树，用以对未来的贷款申

请进行分类，即当新的客户提出贷款申请时， 根据申请人的特征利用决策树决定

是否批准贷款申请 .

特征选择是决定用哪个特征来划分特征空间

图 5.3 表示从表 5.1 数据学习到的两个可能的决策树，分别由两个不同特征

的根结点构成图 5.3 (al 所示的根结点的特征是年龄，有 3 个取值，对应于不同
的取值有不同的于结点.图 5.3 (bl 所示的根结点的特征是有工作，有 2 个取值，

对应于不同的取值有不同的子结点 两个决策树都可以从此延续下去 问题是t
究竞选择哪个特征更好些?这就要求确定选择特征的准则 直观上. 如果一个特
征具有更好的分类能力，或者说， 按照这→特征将训练数据集分割成于集， 使得

各个子集在当前条件下有最好的分类，那么就更应该选择这个特征.信息增益
Cinfonn剧iongain) 就能够很好地表示这一直观的准则

. 年酣 有工宇 矗

青年~_\ "掌声军 且/ '\来' 中年\巳干 起/ 台

(a) (b) 

图 5 .3 不同特征决定的不同在置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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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信息增益

为了便于说明，先给出煽与条件娟的定义

在信息论与概率统计中，娟 (entropy ) 是表示随机变量不确定性的度量.设

X是一个取有限个值的离散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为

P(X=x,)=p,. ;=1,2.... ,. 

则随机变量X 的筋定义为

H(X)=-主p， logp， (5.1) 

在式 (5. 1 ) 中，若 p， =0 ， 则定义。 10g0=0 通常，式 (5. 1 ) 中的对数以 2 为底就

以 e 为底(自然对数)，这时娟的单位分别称作比特 (bit ) 或纳特(阻。' 由定义可

知，精只依赖于X的分布， 而与X 的取值无关，所以也可将X的煽记作H(p) ，即

Hω) = - i: p, 10gp, (5 .2) 

精越大，随机变量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从定义可验证

O <;; H(p) 运 logn (5 .3) 

当随机变量只取两个值，例如1. 0 时，即X 的分布为

P(X=I)=p , P(X=O)=I-p. 。运 p'王 l

炯为

H(p)= -p10g, p- (I -p)log,(I -p) (5.4) 

这时，娟 H(p)随概率P变化的曲线如图 5.4 所示(单位为比特〉

回 S.4 分布为贝费和J分布时蛐与慨率的关罩

当 p=O或 p=1 时Hω)=0 ， 随机变量完全没有不确定性 当 p=0.5 时，

H(p)=I ， 娴取值最大，随机变量不确定性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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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随机变量 (X.η ，其联合概率分布为

P(X = 码.Y=YJ )= 岛 i=1， 2.. . .. nõ j=I.2.... ,m 

条件煽H(YIX)表示在已知随机变量X的条件下随机变量Y的不确定性.随机变
量X给定的条件下随机变量Y的是件熔 (conditionaJ entropy) H (Y I X) ， 定义为

X给定条件下 Y的条件概率分布的娟对X 的数学期望

H(Y IX) = ~>，H(Y I X =句) (5.5) 

这里• PI =P(X= xj ) , i= I,2,". n. 
当娟和矗件精中的概率由数据估计〈特别是极大似然估计〉得到时，所对应

的州与条件煽分别称为经验娴 (empirical entropy ) 和经验条件精 (empirical

conditional entropy ). 此时，如果有 0概率， 令 OlogO=O .
信息增益 (information gain) 表示得知特征X 的信息而使得类Y的信息的不

确定性减少的程度，
定义 5.2 (信息增益〉 特征d对训练数据集D的信息增益 g(D.A). 定义为

集合D 的经验娟 H(D) 与特征 A给定条件下D的经验条件娟 H(D I A) 之差，即

g(D,A) = H(D) - H (D I A) (5.6) 

一般地，精 H(η与条件娴 fl(YIX) 之差称为互信，包 ( mutual information ) . 决
策树学习中的信息增益等价于训练数据集中类与特征的互信息，

决策树学习应用信息增益准则选择特征， 给定训练敬据集D和特征 A ， 经验
娟 fl(D) 表示对数据集D进行分类的不确定性而经验条件煽H(D I A)表示在特
征 d给定的岳件下对数据集D进行分类的不确定性那么官们的差， 即信息增益，
就表示由于特征 A而使得对数据集D的分类的不确定性减少的程度.显然，对于

数据集D而言， 信息增益依赖于特征，不同的特征往往具有不同的信息增益， 信
息精益大的特征具有更强的分类能力

根据信息增益准则的特征选择方法是2 对训练数据集(或于集 ) D ， 计算其
每个特征的信息增益，并比较它们的大小，选择信息增益最大的特征

设训练数据集为D ， I DI表示其样本容量，即样本个数设有K个类 C.' k= 

口 K ， I C.I 为属于类G 的样本个数 主IC.I=I D I 设特征捕n个不间的
取值饵，叫..... a.). 根据特征A 的取值将 D ~J分为 n 个子集矶，叭 .... .D. ， ID， I 为

D， 的样本个数. :LID， I =IDI. 记于集 D， 中属于类G 的样本的集合为 D岭， BP 

D.=D,nc. , ID.I 为 D忱的样本个数.于是信息增益的算法如下:
算法 5.1 (倍息增益的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D和特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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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g 特征A对训练数据集D 的信息增益g(D， A)

(1)计算数据集D的经验摘H(D)

H(D)~坎出10&2出 (5.7) 
l:t IDI -'IDI 

(2) 计算特征A对数据集D的经验条件婿H(DIA)

~I 口 Iwn ，_ ~严旦出毛 ID.I ，__ ID，彼|H(D I A)~2二'，-:，:，'H(D， )=-L'，:: ，'L'，:IA:，llogl~一 (5.8)
信 IDI 旬 ID I妇 ID， I -'I D, I 

(3)计算信息增益

g(D， A)~H(D)-H(DI A) (5.9) • 

例 5.2 对表 5.1 所给的训练数据集D ， 根据信息增益准则选择最优特征

解首先计算经验娟 H(D).

9. 9 6. 6 
H(D)~-"'-;:1吨，一-~log，二 ~0.971

-'15 15 … 15 

然后计算各特征对数据集D 的信息增益分别以吨， A" 冉 ，A.表示年龄、
有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和信贷情况 4 个特征，贝tl

(1) 

g(D，A， )~H(D)-[ 三H(D，)+三H(D，) +三H(D，)]
L15 15'" 15 ,-" I 

=0.971-12.( -!.10.， !.-~ 10.).ì liS l -s1og's-slog, s J 

+2..( -~lo~A~-~lmL~ì+ 2..( -~lnO'_ i_.!.lna_ !ìl -1--10ι---1。筐~-I+-I--lo宦-】 10ι-=-11
15, 5 -'5 5 -'5) 15l 5-- 0' 宝宝 0' 5 J 1 

~0.971-0.888 = 0.083 

这里 D" 鸟 ， D，分别是D 中码〈年龄〕取值为青年、中年和老年的样本子集.类
似地，

(2) 

g(D，A，)=H阴[去H即ZH阳]
1 5 ^ 10 1 4. 4 6. 6 ì 1 

~ 0.971 -1 "'-;:xO+:':::I- ，-'- 1吨，，-'- --"-10.， -"-11=0.324115 15l 10 --0' 10 10 --0'10 J 1 

(3) 

E叫)=0.9叫去。+M-亏卡i七10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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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D. A.) ~ 0.971-0.608 ~0.363 

最后，比较各特征的信息增益值.由于特征 A， (有自己的房于)的信息增益
值最大， 所以选择特征 A， 作为最优特征

5.2.3 信息增益比

信息增益值的大小是相对于训练数据集而言的，并没有绝对意义在分类问

题困难时，也就是说在训练数据集的经验煽大的时候，信息增益值会偏大.反之，

信息增益值会偏小，使用信息增益比 ( information gain ratio) 可以对这一问题进
行校正.这是特征选择的另一准则

定义 5.3 (倍息增益比〕 特征A对训练数据集D 的信息增益比g， (D， A) 定义
为其信息增益g(D， A) 与训练数据集D的经验娴H(D) 之比2

g(D.A) 
g.(D.A)~一一一-
"' H(D) 

5.3 决策树的生成

(5.10) 

本节将介绍决策树学习的生成算法首先介绍 ID3 的生成算法，然后再介绍
C4，5 中的生成算法这些都是决策树学习的经典算法

5.3.1 ID3 算法

由3 算法的核心是在决策树各个结点上应用信息增益准则选择特征，递归地
构建决策树.具体方法是g 从根结点(阴阳叫e ) 开始，对结点计算所有可能的
特征的信息增益，选择信息增益握大的特征作为结点的特征，由该特征的不同取

值建立于结点z 再对于结点递归地调用以上方法，构建决策树: 直到所有特征的
信息增益均很小或没有特征可以选择为止最后得到一个决策树 ID3 相当于用
极大似然法进行概率模型的选择

算法 5.1 ( ID3 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D. 特征集 A ， 闽值 e ，

输出 g 决策树 t

(1)若D 中所有实例属于同-类 C" 贝~T为单结点树，并将类 C，作为该结
点的类标记，返回 T ，

(2) 若 A ~白，则 T为单结点树，并将D 中实例数最大的类G作为该结点的
类标记，返回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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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否则 ， 按算法 5. 1 计算A 中各特征对D的信息增益， 选择信息增益最大

的特征A~ ; 
(的如果 A， 的信息增益小于阙值E. 则置T为单结点树， 并将D 中实例数最

大的笑G 作为该结点的类标记，返回 T ，

( 5 ) 否则， 对 A， 的每一可能值a，. 依 A， =a/将D分割为若干非空子集D，. 将

D， 中实例数最大的类作为标记，构建于结点， 由结点及其于结点构成树 T. 返回 T，

( 6 ) 对第 2 个子结点，以 D， 为训练集，以 A -{A， l 为特征集，递归地调用

步 (1)-步 (匀，得到子树吧，返回 ~ . • 

例 5.3 对衰 5 . 1 的训练数据集， 利用 103 算法建立决策树

解 利用例 5 .2 的结巢，由于特征 A， (有自己的房于)的信息增益值最大， 所

以选择特征4作为根结点的特征 它将训练数据集D划分为两个子集D， ( 冉取

值为 "是") 和D， (A， 取值为"否 ") 由于 D，只有同一类的样本点，所以它成

为一个叶结点， 结点的类标记为"是"

对D， 则需从特征冉(年龄) . A, (有工作〉和 A. (信贷情况〉中选择新的特

征计算各个特征的信息增益=

g(D2 ， J自)= H (D,) -H(D, 1A, ) =0.91 8-0.667= 0.251 

g(D,.A, )= H(D,) -H(D, 1 A, )=0.91 8 

g(鸟 . A. ) = H(D,) - H(D, 1 A. ) = 0.474 

选择信息增益最大的特征 A， (有工作)作为结点的特征 由于 A，有两个可能取

值， 从这一结点引出两个子结点:一个对应"是" (有工作) 的子结点，包含 3

个样本， 官们属于同一类，所以这是一个叶结点，类标记为"是 另一个是对

应"否" (无工作)的于结点，包含 6 个样本，它们也属于同一类， 所以这也是

一个叶结点， 类标记为"否"

这样生成一个如图 5 . 5 所示的决策树 该决策树只用了两个特征(有两个内

部结点) . • 

是

有自己的房子

匾

有工作

是/ \哥

是否

阁 5.5 决策树的生成



5.4 诀盟树的剪枝

1D3 算法只有树的生成，所以该算法生成的树容易产生过拟合-

5.3.2 C4.5 的生成算法

65 

α5 算法与1D3 算法相似. C4.5 算法对1D3 算法进行了敌进 C4.5 在生成

的过程中，用信息增益比来选择特征，

算法 5.3 (C4.5 的生成算法〕

输入s 训练数据集D. 特征集 A. 闽值E ，

输出.决策树 T.

(1)如果D 中所有实例属于同-类 C，. 且11置 T为单结点树，并将 C， 作为该
结点的类， 返回 T ，

(2 ) 如果 A=白 . Jltl置 T为单结点树，并将D中实例数最大的类Q作为该结

点的粪，返回 T ，

(3)否则，按式(5.10)计算A 中各特征对D 的信息增益比，选择倩息增益比
最大的特征A

(4) 如果4 的信息增益比小于阑值E . 则置T为单结点树，并将D中实例数
最大的类G作为该结点的笑，返回 T ，

(5) 否则，对A， 的每一可能值龟，依 A.. =O{将D分割为于集若干非空D，. 将

D，中实例数最大的类作为标记，构建于结点，由结点及其于结点构成树 T. 返回 T，
(6) 对结酌，以D，为训练集，以 A-{A， l 为特征集，递归地调用步(1)-步(匀，

得到子树巧，返回巧

5.4 决策树的剪枝

决策树生成算法递归地产生决策树，直到不能继续下去为止这样产生的树

往往对训练数据的分类很准确，但对未知的测试数据的分类却没有那么准确，即

出现过拟告现象.过拟合的原因在于学习时过多地考虑如何提高对训练数据的正

确分类，从而构建出过于复杂的决策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考虑诀策树的复
杂度，对己生成的决策树进行简化.

在决策树学习中将己生成的树进行简化的过程称为剪枝 (prunÍßg). 具体地，

剪枝从己生成的树上载掉一些子树或叶结点，并将其根结点就父结点作为新的叶
结点，从而简化分类树模型-

本节介绍一种简单的决策树学习的剪枝算法

决策树的剪枝往往通过极小化决策树整体的损失函数 ( 105s function ) 或代价

函数〈∞st fun曲。川来实现.设树T的叶结点个数为 IT I . t 是树T 的叶结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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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结点有N，个样本点，其中 k类的样本点有N成个， k~I， 2， ....K ， H， (T) 为叶结

点 t 上的经验俑， α2声。为参数，则决策树学习的损失函数可以定义为

G作艺N，H，伽alTI (5.11) 

其中经验精为

~N.. N. 
H， (T)~-L，主"7- 1ogζ立 (5.12)

γ N， - N, 
在损失函数中，将式 (5.11) 右端的第 I 项记作

c(η=艺N，H， (T)~主主几 10g莘 (5 阶
，圃1*..1 HI 

这时有

C.(T) ~ C(T) +α ITI (5 .14) 

式(5.14)甲 • C(T)表示模型对训练数据的预测误差，即模型与训练数据的拟合程

度， I TI表示模型复杂度，参数α泣。控制两者之间的影响.较大的α促使选择较

简单的模型(树)，较小的α促使选择较复杂的模型(树).α~O意味着只考虑

模型与训练数据的拟合程度，不考虑模型的复杂度

剪枝，就是当α确定时，选择损失函数量小的模型，即损失函数最小的于

树.当α值确定时，子树越大，往往与训练数据的拟合越好，但是模型的复杂度

就越高，相反，子树越小，模型的复杂度就越低，但是往往与训练数据的拟合不

好，损失函数正好表示了对两者的平衡

可以看出，决策树生成只考虑了通过提高信息增益〈或信息增益比〉对训练
数据进行更好的拟合.而决策树剪枝通过优化损失函数还考虑了减小模型复杂

度 决策树生成学习局部的模型，而决策树剪枝学习整体的模型.

式 σ11) 或式 (5.14) 定义的损失函数的极小化等价于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

计.所以，利用损失函数最小原则进行剪枝就是用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进行模
型选择

图 5.6 是决策树剪枝过程的示意图，下面介绍剪枝算法，

算法 5.4 (树的剪枝算法〉

输入g 生成算法严生的整个树 T. 参数a ，

输出 2 修剪后的于树乙

(1)计算每个结点的经验娟.

(2) 递归地从树的叶结点向上回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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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果子树的捕失踊鼓里小

时也_/

.. 良 剪收

-- 1 棚子树

已飞
回 5.6 决置树的剪枝

设一组叶结占回缩到其父结点之前与之后的整体树分别为凡与兀，其对应

的损失函数值分别是马{几)与 C.(几).如果

C.(几)运 C.(马} (5 .15) 

则进行剪枝，即将父结点变为新的叶结点，

(3)返回(匀，直至不能继续为止，得到损失函数最小的于树元 ' 
注意，式 (5.15) 只需考虑两个树的损失函数的差，其计算可以在局部进行，所

以，决策树的剪枝算法可以由一种动态规划的算法实现.类似的动态规划算法可
参见文献[10] .

5.5 CART算法

分类与回归树 (cl嗣sification 阻d regr.臼sion tree . CART) 模型由 Breim皿等
人在 1984 年提出，是应用广泛的决策树学习方法. CART 同样由特征选择、树
的生成及剪枝组成，既可以用于分类也可以用于回归.以下将用于分类与回归的
树统称为决策树

CART 是在给定输入随机变量X矗件下输出随机变量 Y的矗件概率分布的

学习方法 CART假设决策树是二叉树，内部结点特征的取值为"是"和 M否飞左

分支是取值为"是"的分支，右分支是取值为"否"的分支这样的决策树等价于

递归地二分每个特征， 将输入空间即特征空间划分为有限个单元，并在这些单元

上确定预测的概率分布，也就是在输入给定的矗件下输出的矗件概率分布

CART 算法由以下两步组成z
(1) 决策树生成基于训练数据集生成决策树， 生成的决策树要尽量大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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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泱策树剪枝z 用验证数据集对己生成的树进行剪枝并选择最优于树，这

时用损失函数最小作为剪枝的标准

5.5.1 CART生成

决策树的生成就是递归地构建二叉决策树的过程.对回归树用平方误差最小化

准则，对分类树用基尼指数 CGini index) 最小化准则，进行特征选择，生成二叉树

1 回归树的生成

假设X与 Y分别为输入和输出变量，并且Y是连续变量，给定训练数据集

D~{(码，只)，(毛 ， y， )....'(X..yN )J

考虑如何生成回归树

一个回归树对应着输入空间(即特征空间}的→个划分以及在划分的单元上

的输出值。假设已将输入空间划分为M个单元冉，鸟.... .R!tf， 并且在每个单元凡上
有一个固定的输出值c俐，于是回归树模型可表示为

M 

f(x) ~ ~>.I(xe 几) (5.16) 

当输入空间的划分确定时，可以用平方误差 L (y, - f(x，))' 来表示回归树对
, . ,_ 

于训练数据的预测误差，用平方误差最小的准则求解每个单元上的最优输出

值易知，单元凡上的C. 的最优值 ê. 是 R. 上的所有输入实例 x，对应的输出具的
均值，即

ê", =ave(Y, l x, E R阴) ~~~ 

问题是怎样对输入空间进行划分.这里采用启发式的方法，选择第J 个变量

x(j) 和它取的值 s ，作为切分变量 Csplitting variable) 和切分点 ( spli忧ing point ) , 
并定义两个区域.

F飞U，s)~{x l x的 ~ s} 和乌(j， s)~{xlx(j) >s) (5.18) 

然后寻找最优切分变量J和最优切分点 s 具体地，求解

np,nl ~ L (y, - C1)2 +血 L (y， 矿 I (5.19) 
'" L 吁街d马υ.) .句.，马(J~) I 

对固定输入变量J可以找到最优切分点ι

ê1 = ave(y, I x， ε R，(j， s)) 和 ι~a四(Y， lx， ε 几 (j， s)) (5.20) 

遍历所有输入变量，找到最优的切分变量J' 构成一个对 (j， s) . 依此将输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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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两个区域 接着，对每个区域重复上述划分过程，直到满足停止条件为

止.这样就生成一棵回归树，这样的回归树通常称为最小二乘回归树(least squares 

regr臼siontree). 现将算法叙述如下

算法 5.5 (最小二乘回归树生成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D ，

输出·回归树f(x)

在训练数据集所在的输入空间中，递归地将每个区域划分为两个子区域并决

定每个子区域上的输出值，构建二叉决策树

(1)选择最优切分变量1 与切分点 s . 求解

皿时~I忡叩 L: (y，-旷 + 叩 L: (y只r川卢-吁C乌旷2
，俨 L 飞 .，周"码乌υ" 唁 :t:，<tR:马， (υJ'的

遍历变量J' 对固定的切分变量J扫描切分点 s ， 选择使式 (5.21) 达到最小
值的对U，。

(2) 用选定的对U， s) 划分区域并决定相应的输出值2

F飞 U， s) = {x I xUJ 运 s} ， 几U， s) = {x I x仙 >s}

ι=τ于 Z 且 ， x吨 . m=1.2 
H例 句‘ιυ."

(3)继续对两个于区域调用步骤 (1) ， (2)，直至满足停止条件.

(4) 将输入空间划分为M个区域冉，鸟.....RJ.(. 生成决策树:
M 

f(x) = L:仁l(xE 几)

2 分类树的生成

分类树用基尼指数选择最优特征，同时决定该特征的最优二值切分点

. 
定义量.4 (基尼指数〉 分类问题中，假设有K个类，样本点属于第k类的概

率为 P. ' 则概率分布的基尼指数定义为

Gìniω)=主P. (I -p.)=I-主P; (5均
对于二类分类问题，若样本点属于第 l 个类的概率是P ， 则概率分布的基尼指数为

Gini(p)=2p(I -p) (5.23) 

对于给定的样本集合D ， 其基尼指数为

毛 (I C. I ì'Gini(D) =1 - 2:1 一一 (5.24)::rUDI) 
这里， C. 是D中属于第 k类的样本子集， K 是类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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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样本集合D根据特征A 是否取某一可能值a被分割成矶和D， 两部分，即

D, ={(X,Y)E DI A(x) =叶 ， D2 =D-D1 

则在特征A 的条件下，集合D 的基尼指数定义为

ID， I~，_"n" ID, I G皿(D， A) = ':;,' Gini(D,) +巳且Gini(D，) (5.25) 
IDI-""'-V I叫 B

基尼指数 Gini(D)表示集合D 的不确定性，基尼指数 Gini(D， A)表示经 A=a 分割

后集合D 的不确定性.基尼指数值越大，样本集合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这一点

与烟相似.

图 5.7 显示二类分类间题中基尼指数Gα恤刷1m削1

分类误差率的关1系巨.横坐标表示概率 p ， 纵坐标表示损失 可以看出基尼指数和

娟之半的曲线很接近，都可以近似地代表分类误差率

0,5 

0.4 

0.) 

0 ,2 

0, 1 

0,0 
0.0 0.2 0.4 0.6 0.8 1.0 

p 

图 5.7 三类分类中基尼捎盘、辅之半和分类面盖率的关罩

算法 5.6 (CART 生成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D ， 停止计算的条件:

输出。 CART 决策树

根据训练数据集，从根结点开始， 递归地对每个结点进行以下操作，构建二

叉决策树.

(1)设结点的训练数据集为 D ， 计算现有特征对该数据集的基尼指数此时，

对每一个特征 A ， 对其可能取的每个值a ， 根据样本点对 A=a的测试为"是"或

"否"将D分割成D， 和 D， 两部分，利用式 (5.25) 计算 A=α 时的基尼指数

(2) 在所有可能的特征A 以及它们所有可能的切分点a中，选择基尼指数最

小的特征及其对应的切分点作为最优特征与最优切分点依最优特征与最优切分

点，从现结点生成两个子结点，将训练数据集依特征分配到两个于结点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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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两个子结点递归地调用 (1). (2). 直至满足停止条件.

(4) 生成 CART 决策树 • 
算法停止计算的条件是结点中的样本个数小于预定闽值，或样本集的基尼指

数小于预定阑值(样本基本属于同一类).或者没有更多特征

例 5.4 根据表 5.1 所给训练数据集，应用 CART 算法生成决策树

解首先计算各特征的基尼指数，选择最优特征以及其最优切分点.仍采用

例 5.2 的记号，分别以码. ，色. A,. A.表示年龄、有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和信贷

情况 4 个特征，并以1. 2. 3 表示年龄的值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以 1. 2 表示

有工作和有自己的房子的值为是和奇，以 1. 2. 3 表示信贷情况的值为非常好、好

和-般

求特征冉的基尼指数

5(_ 2 (. 2 \1 10(_ 7 (. 7\\ 
Gini(D,A, =1)=:'::12x"xll-" 11+ '-012x一对 1-一 11=0.44

15\ 5 \ 5JJ 15\ 10 \ 10JJ 

Gini(D，吨 =2)=0.48

Gini(D. A, = 3) = 0.44 

由于 Gini(D.吗 =1)和 Gini(D，A， =3)相等，且最小，所以吨 =1和吨 =3 都可
以选作冉的最优切分点

求特征4和码的基尼指数z

Gini(D. .4, = 1) = 0.32 

Gini(D. .4, =月 =0.27

由于码和.4，只有一个切分点，所以它们就是最优切分点

求特征 A.的基尼指数

Ginì(D,A. = 1) =0.36 

Gini(D. A., = 2) = 0.47 

Gini(D, A. = 3) = 0.32 

Gìni(D,A., =3) 最小，所以 A~ =3 为 4的最优切分点，

在 A， . .4,. A,. A.，几个特征中. Gini(D,A, = 1) = 0.27 最小，所以选择特征4为
最优特征• A, = 1 为其最优切分点.于是根结点生成两个于结点，一个是叶结点对
另→个结点继续使用以上方法在码. .4,. A，中选择最优特征及其最优切分点，结
果是.4， =1 依此计算得知，所得结点都是叶结点 • 

对于本问题，按照 CART 算法所生成的决策树与按照1D3 算法所生成的决策
树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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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CART 剪枝

CART 剪校算法从"完全生长"的决策树的底端剪去-些子树，便决策树变小

〈模型变简单)，从而能够对未知数据有更准确的预测. CART 剪枝算法由两步组

成z 首先从生成算法产生的决策树丑底端开始不断剪枝， 直到目的根结点，形成

一个于树序列问，丸 ，汇} : 然后通过交叉验证法在独立的验证数据集上对于树

序列进行测试，从中选择最优于树.

1 剪枝，形成-个子树序列

在剪枝过程中，诗算子树的损失函数z

G. (T) = C(T) +αIT I (5.26) 

其中 ， T 为任意于树， C(T) 为对训练数据的预测误差(如基尼指数)， I TI 为于

树的叶结点个数， α ;' 0为参数 ， G.(T) 为参数是α时的子树T的整体损失 参

数a权衡训练数据的拟合程度与模型的复杂度.

对国定的α ， 一定存在使损失函数 G.(T) 最小的于树，将其表示为乙。已在

损失函数马(T) 最小的意义下是最优的，容易验证这样的最优于树是唯一的 当

α大的时候，最优于树兀偏小， 当α小的时候，最优于树乙偏大极端情况， 当

α=0时， 整体树是最优的 当α→"时，根结点组成的单结点树是最优的-

Breim阳等人证明 可以用递归的方法对树进行剪枝.将α从小增大， 0=

吗〈呵 <...<a" <忡，产生一系列的区间 [呵.al+l). i=O. l. ... ， n; 剪枝得到的于树

序列对应着区间αε[饵，叫+.). i=O. I.... ， n 的最优子树序列{丑，凡 ，汇}， 序列中
的于树是嵌套的.

具体地，从整体树 T， 开始剪枝. 对马的任意内部结点 t ，以，为单结点树的

损失函数是

G.(t)=G(t)+α 

以 r 为根结点的子树写的损失函数是

乌{写)=C(式) +α I T， I

当 α=0及α充分小时， 有不等式

G.(百)<G.(t)

当 a增大时， 在某-a有

C.(T，)=G.与 (t)

(5.27) 

(5.28) 

(5 .29) 

(5 ,30) 

当α再增大时，不等式 (5，29) 反向只要α=豆豆匕主旦2 ，吃与 r有相同的损
| 吃j-1

失函数值，而，的结点少，因此，比吃更可取，对写进行剪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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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对 T， 中每一内部结点七计算

C(t)- C(T,) 
g(t)~--'-';ι-ισ31) 

IT, 1-1 

它表示剪枝后整体损失函数减少的程度.在 T， 中剪去 g(t)最小的巧，将得到的于

树作为罚，同时将最小的 g(t) 设为q 乓为区问[叫，电)的最优于树.

如此剪枝下去，直至得到根结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增加α的值，产生

新的区间

2 在剪枝得到的于树序列丑，几旦中通过交叉验证选取最优于树T.

具体地，利用独立的验证数据集，测试于树序列且，凡 ，旦中各棵子树的平

方误差或基尼指数 平方误差或基尼指数最小的决策树被认为是最优的决策

树 在于树序列中，每棵子树町，凡。，ζ都对应于一个参数叫，吨. .叫所以，当

最优子树 T， 确定时，对应的码也确定了，即得到最优决策树几，

现在写出 CART 剪枝算法

算法 5.7 ( CART 剪枝算法〕

输入 CART 算法生成的决策树丑 ，

输出 g 最优决策树丑，

(1)设 k~O. T= T, 
(2) 设α=忡。

(3)自下而上地对各内部结点 t 计算 C(T，). !式| 以及

r的-C(r，、
EO)=「军「

α=m皿(α， g(t))

这里，写表示以 r 为根结点的子树，C(可)是对训练数据的预测误差 • !r，! 是茸的
叶结点个数.

(4) 自上而下地访问内部结点 t ， 如果有 g(t) =α ，进行剪枝，并对叶结点，

以多数表决法决定其类，得到树T

(5) 设 k=k+l. ak = α. I;, =T 

(6) 如果T不是由根结点单独构成的树， !i!U回到步骤 (4)

(7) 采用交叉验证法在于树序列丑，丸。，旦中选取最优子树凡，

本章概要

1 分类决策树模型是表示基于特征对实例进行分类的树形结构.决策树可

以转换成-个岳由en 规则的集合，也可以看作是定义在特征空间划分上的类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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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概率分布

2 决策树学习 旨在构建一个与训练数据拟合很好，并且复杂度小的决策

树 因为从可能的决策树中直接选取最优决策树是 NP 完全问题.现实中采用启

发式方法学习次优的决策树-

决策树学习算法包括 3 部分特征选择、树的生成和树的剪枝.常用的算法

有四、 ω5 和 CART

3 特征选择的目的在于选取对训练数据能够分类的特征-特征选择的关键

是其准则 常用的准则如下:

(1) 样本集合D对特征A 的信息增益 (ID3)

g(D.A)=H(D)-H(DI A) 

非 I C.I ，__ IC.I 
H(D)=-) ~'， ::.'log， 

仨f l DI ‘ I DI

非 I D， I
H(DIA)=~:一:::-H(Ð1 )

~ I DIι 

其中 • H(D) 是数据集D的俐 • H(D，) 是数据集冉的烟 • H(DIA) 是数据集D对
特征 A 的条件熔 . D， 是D 中特征A取第 2 个值的样本子集. C，是D 中属于第 k
类的样本子集 n是特征A取值的个数.K是类的个数

(2) 样本集合D对特征 A 的信息增益比 CC4.5J

_g(D,A) 
g, (D.A) 一一-•. H(D) 

其中 ， g(D， A) 是信息增益， H(D) 是数据集D 的精

(3)样本集合D 的基尼指数 (CARTl

毛 (lc， l ì'
i(D)=I- 1:1 '，~， ' 1 

T.tUD I) 
特征A条件下集合D的基尼指数z

Gini(D，如四Gin响)+1旦Gini(D，)
l叫 IDI

4 决策树的生成 通常使用信息增益最大、信息增益比最大或基尼指数愚

小作为特征选择的准则.决策树的生成往往通过计算信息增益或其他指标，从根

结点开始，边归地产生决策树这相当于用信息增益或其他准则不断地选取局部

最优的特征，或将训练集分割为能够基本正确分类的于集

5 决策树的剪枝由于生成的决策树存在过拟合问题，需要对它进行剪校，以

简化学到的决策树决策树的剪枝，往往从己生成的树上剪掉一些叶结点或叶结
点以上的子树，并将其父结点或根结点作为新的叶结点，从而简化生成的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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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阅读

介绍决策树学习方法的文献很多，关于 ID3 可见文献[1]. C4.5 可见文献[2].

CART 可见文献口.4] 决策树学习一般性介绍可见文献[5 ~7] 与决策树类似的

分类方法还有决策列表 (decision list) 决策列表与决策树可以相互转换[町，决策
列表的学习方法可参见文献[9]

习题

5.1 根据表 5.1 所给的训练数据集，利用信息增益比 (C4.5 算法〉生成决策树

5.2 已知如表 5.2所示的训练数据，试用平方误差损失准则生成一个二叉回归树

褒 5.2 训辑搬据褒

10 

5 .3 证明 CART 剪枝算法中， 当α确定时，存在唯一的最小于树乙使损失函数

G.(T) 最小

5 .4 证明 CART剪枝算法中求出的于树序列{丑，写 .... . T"l 分别是区间αε[呵，α川)

的最优于树凡，这里 i= O， I ， 爪. 0=吗〈α't < ...<α~< 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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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精模型

逻辑斯谛回归 ( logistic regression) 是统计学习中的经典分类方法最大婶是

概率模型学习的个准则，将其推广jU分类问题得到最大煽模型{maxim田n entropy 

modeD. 逻缉斯谛回归模型与最大娟模型都属于对数线性模型本章首先介绍逻

籍斯谛回归模型，然后介绍最大精模型，最后讲述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煽模型的

学习算法，包括改进的迭代尺度算法和拟牛顿法.

6.1 逻篝斯谛回归模型

6.1.1 逻辑斯谛分布

首先介绍逻辑斯谛分布 (logistic distribution) 
定义 6.1 (逻辐斯谛分布〉 设x 是连续随机变量， X服从逻辑斯谛分布是指

X具有下列分布函数和密度函数:

F(x) = P(X白)=~百τ(6.1)l+e ,- ,.,., 

r忡11)lr

f(x) = F'(x) =-一二...".气万了" (6.2) 
只l+e-l~ …y

式中， μ为位置参数， r>O为形状参数

逻辑斯谛分布的密度函数f(x)和分布函数 F(功的图形如图 6.1 所示.分布函

数属于逻辑斯谛函数，其图形是一条 S 形曲线〈咿。id curve) 该曲线叫什)
为中心对称，即满足

F←x+μ) -j=-FU-μ)+j 
曲线在中心附近增长速度较快， 在两端增长速度较慢.形状参数y的值越小，曲

线在中心附近增长得越快

爪 r
图 6.1 逻辑斯督管分布的密度画撒与分布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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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工项逻霸斯谛回归模型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Cbinomia1 1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是→种分类模型，

由条件概率分布 P(YIX) 表示，形式为参数化的逻辑斯谛分布这里，随机变量x

取值为实数，随机变量Y取值为 l 或。我们通过监督学习的方法来估计模型参数.

定义 6.2 C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是如下的矗件概率

分布z

xp(w.x+b) 
P(Y~llx)~一一一一-一':;: (6.3) 

l+ exp(w.x+b) 

P(Y~Olx)~一一一」一-" (6.4) 
l+exp(w.x+b) 

这里， xeR" 是输入 • Ye {O.I} 是输出. weR州和 be R是参数. w称为权值向

量， b称为偏置 ， w.x为 w和 x 的内积.

对于给定的输入实例 x ， 按照式 (6.3) 和式 (6.4)可以求得 P(Y~IIx) 和

P(Y~Olx) . 逻辑斯谛回归比较两个条件概率值的大小，将实例x分到概率值较

大的那一类.

有时为了方便，将权值向量和输入向量加以扩充，仍记作 W ， X ， 即 w~(w"'，

时气 ，以时 ， b)' ， x~(x肿 ， x'气 '， x(时， 1)' 这时，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如下:
xp(w.x) 

P(Y~IIx)~一--一一 (6.5) 
p(w.x) 

P(Y~O l x)~:-一-L-66)
xp(w.x) 

现在考查逻辑斯谛回归模型的特点 一个事件的几率 Cod由〕是指该事件发
生的概率与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的比值如果事件发生的概率是 p ， 那么该事件

的几率是-L，该事件的对数几率(logodds) 或 logit 函数是
I-p 

logit (p) ~ logτL 
l-P 

对逻辑斯谛回归而言，由式 (6.5)与式 (6.6) 得

I皿卫王三坦L:::w.x旦 =::w.r

ν I-P(Y~I I x) 

这就是说，在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中，输出 Y~I 的对数几率是输入x的线性函数
或者说，输出 Y~l 的对数几率是由输入x的线性函数表示的模型，即逻辑斯谛回
归模型

换一个角度看，考虑对输入x进行分类的线性函数 W'X. 其值域为实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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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里xεRIt+I ， Wε R~' 通过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定义式 (6.5) 可以将线性函

数 w. x转换为概率

p(w.x) 
P(Y= lI x)=一-一一一一

+ exp(w.x) 

这时，线性函数的值越接近正无穷，概率值就越接近 1 ，线性函数的值越接近负

无穷，概率值就越接近 o (如图 6. 1 所示) . 这样的模型就是逻键斯谛回归模型-

6.1.3 模型参数估计

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学习时，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 T = {饵 ，y，)，问 ， y，)，"'，

(XN'YN)) ， 其中，乓 E R" , y, E {O,I} ，可以应用极大似然估计法估计模型参数，从

而得到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设 P(Y=l l x)=lf(吟 ， P(Y= Olx)= I-lf(x) 

似然函数为

对数似然函数为

ncπ(x， )Y' [I - 峙-，)]'哨

N 

L(叫 = ~)Y， 10g lf(x,) + (I- y， ) log(l- lf位，))]

争 1 ,. ,__ lf(x,) . , ._" _,,, 1 2.1 y, log . " " ': ' , +Jog(I - lf(x,)) 1 ::;'L" -1 - lf(x;) -- , ' '' 1 
N 

= L [y, (w , x,) -log(I +exp(w. x,)] 

对L(w) 求极大值，得到 w的估计值

这样，问题就变成了以对数似然函数为目标函数的最优化问题逻辑斯谛回

归学习中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梯度下降法及拟牛顿法，

假设w的极大似然估计值是命，那么学到的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为

P(Y=llx)=二翌巴:王L
+ exp(命 . x)

P(Y= O l x)=一一 1 一-
l+ exp(面' .x)

6.1.4 多项逻辑斯谛回归

上面介绍的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是二项分类模型，用于二类分类可以将其推

广为多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multi~nomina1 logistic regression m叫el)，用于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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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假设离散型随机变量Y的取值集合是 {1.2.....KJ. 那么多项逻辑斯谛回归

模型是
exp(叫 .x)

P(Y=k lx)=-亏子二L二ι-. k=l.马 .K-1 (6.7) 
1+ Lexp(w. .x) 

P(Y=K lx)=一τJ一一一 (6.8) 
I+L阻p(叫 .x)

这里 xeR..... \，叫 εR"H

二项逻辑斯谛回归的参数估计法也可以推广到多项逻辑斯谛回归.

6.2 最大煽模型

最大娟模型 (m且nnum 白宫。.pym时也1)由最大摘原理推导实现.这里首先叙述

一般的最大精原理，然后讲解最大情模型的推导，最后给出最大精模型学习的形式-

6.2.1 最大燎原理

最大娴原理是概率模型学习的一个准则最大滴原理认为，学习概率模型时，
在所有可能的概率模型(分布〉中，精最大的模型是最好的模型.通常用约束条

件来确定概率模型的集合，所以，最大娴原理也可以表述为在满足约束是件的模
型集合中选取娟最大的模型

假设离散随机变量X 的概率分布是P(X). 则其摘〈参照 5.2.2 节〉是

H(P)=-LP(x)logP(x) (6.9) 

铺满足下列不等式z

。 毛 H(P)'; log I X I 

式中.IX I 是 X 的取值个数，当且仅当X 的分布是均匀分布时右边的等号成
立.这就是说， 当 X服从均匀分布时，熔最大.

直观地，最大精原理认为要选择的概率模型首先必须满足已有的事实，即约
束条件在没有更多信息的情况下，那些不确定的部分都是"等可能的"最大
娴原理通过娟的最大化来表示等可能性"等可能"不容易操作，而精则是一个
可优化的数值指标

首先，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介绍一下最大炮原理①

由此例来自.帮文献川



6.2 最大蛐模型 81 

例 6.1 假设随机变量X有 5 个取值 {A， B， C，D，E} ， 要估计取各个值的概率

P(功， P(B)， P(C)， P(D)， P(E).

解这些概率值满足以下约束条件:

P(A)+P(B)+P(C)+P(D)+P(E)=I 

满足这个约束条件的概率分布有无穷多个如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仍要对概率

分布进行估计，一个办法就是认为这个分布中取各个值的概率是相等的g

P(A) = P(B) = P(C) = P(D) = P(加i

等概率表示了对事实的无知.因为没有更多的信息，这种判断是合理的.

有时，能从一些先验知识中得到一些对概率值的约束条件，例如-

P(A)+P(B) =主
!o 

P(A) + P(B)+P(C) + P(D)+P(E) =1 

满足这两个约束条件的概率分布仍然有无穷多个，在缺少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可

以认为 A 与 B 是等概率的， C, D与 E是等概率的， 于是，

P(A) = P(B) =主
20 

P(C) = P(D)=P(E) =主

如果还有第 3 个约束条件

刚+mzj

P(A)+P(B) =三
!o 

P(A) + P(B) + P(C) +P(D)+ P(E) =1 

可以继续按照满足约束条件下求等概率的方法估计概率分布 这里不再继续讨

论 以上概率模型学习的方法正是遵循了最大煽原理 .

图 6.2 提供了用最大精原理进行概率模型选择的儿何解释概率模型集合?
可由欧氏空间中的单纯形 ( simplex) ⑧表示，如左图的三角形 (2-单纯形〉 个

点代表一个模型，整个单纯形代表模型集合右图上的-条直线对应于一个约束
条件，直线的交集对应于满足所有约束备件的模型集合 般地，这样的模型仍

有无穷多个.学习的目的是在可能的模型集合中选择最优模型，而最大精原理则
给出最优模型选择的一个准则

@单纯形是在 n 维欧氏空间巾的 .+ 1 个仿射无关的点的集合的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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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幌率模型空间 睛足的束条件的模型提合

图 6.2 榄率模型集合

6.2.2 最大煽模型的定义

最大娴原理是统计学习的 般原理，将它应用到分类得到最大情模型

假设分类模型是一个条件概率分布 P(YIX). XE X<;;R"表示输入.YEY表
示输出.X 和y分别是输入和输出的集舍，这个模型表示的是对于给定的输入 X.

以靠件概率 P(YIX) 输出 Y.

给定一个训练数据集

T ~ {(X"y,). (X,.y,).....(XN.yN)} 

学习的目标是用最大精原理选择最好的分类模型

首先考虑模型应该满足的矗件给定训练数据集，可以确定联合分布 P(X. Yl
的经验分布和边缘分布P(X) 的经验分布，分别以 p(X.Y)和 p(X)表示，这里，

阳=几Y~y)~旦干二fl

阳~x)~咛丘

其中 • v(x=x.Y~y) 表示训练数据中样本 (x.y) 出现的频数 • v(X~x) 表示训练
数据中输入x出现的频数.N表示训练样本容量

用特征函数 (feature function) f(x， y) 描述输入x和输出 y之间的某一个事
实.其定义是

「 与y满足某一事实
f(x.y) ~ c ::._:: 

10. 否则

宫是一个二值函数⑧， 当 x和 y满足这个事实时取值为I.否则取值为 O.

特征函数f(x.y) 关于经验分布 p(X.Y)的期望值，用 E，(f) 表示

E,(f) ~ l:P(x.y)f(x.y) 

'" 
特征函数f(x.y) 关于模型P(YIX) 与经验分布户(X) 的期望值，用 E，(f) 表示

③ -!酷地，特征函数可以是任意实债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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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 LP(x)P(Yl x)f价.y)

如果模型能够获取训练数据中的信息，那么就可以假设这两个期望值相等，即

E, (f) = E,(f) (6.10) 

或

LP(x)P(Y I x)f(x.y) = LP(x.y)f(x.y) (6.11) 

我们将式 (6.10) 或式 (6.11) 作为模型学习的约束条件.假如有 n 个特征函数

!， (x.纱 • i=1.2，"'， n. 那么就有n个约束条件
定义 6.3 (最大摘模型〉 假设满足所有约束条件的模型集合为

C ,, {PePIE,(!, )=E,(!,). ;=1.2.....") (6.12) 

定义在条件概率分布 P(YIX) 上的条件俯为

H(P) =-LP(x)P(y I x)logP(yl x) (6.13) 

则模型集合 C 中条件精 H(P) 最大的模型称为最大精模型.式中的对数为自然

对数

6.2.3 是大煽模型的学习

最大精模型的学习过程就是求解最大精模型的过程最大娟模型的学习可以
形式化为约束最优化问题.

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 T={(乓 .y，).的.y， ).....(XN.yN)}以及特征函数!，(x.y).
i=1,2, 月，最大精模型的学习等价于约束最优化问题

呢:'t H(P)= -LP(x)PωIx)logP(y lx) 
.., 

S.t. E,(/,) = E,(!,). ; = 1.2.. 月
LP(Y lx)=1 

按照最优化问题的习惯，将求最大值问题改写为等价的求最小值问题.

号~g -H(P) = LP(x)P(Ylx)logP(Ylx) (6.14) 

S.t. Ep{兀) - E，(!，)=O . ;=1.2... .." (6.15) 

LP(Y l x)=1 币.1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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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约束最优化问题 (6.14) - (6.16)，所得出的解，就是最大滴模型学习的

解.下面给出具体推导

这里，将约束最优化的原始问题转换为无约束最优化的对偶问题⑥ 通过求

解对偶问题求解原始问题

首先，引进拉格朗日乘子吨，叫，吨， ，叫，定义拉格朗日函数L(P， 叫:

川=-H(P)

=罢铲汽阳阳(x份x均)汽附川gP(y lx)+叫 (1号P(yl 吵

+ 吉辛争剖w叫叫{~铲P(x位x， y川)1.爪仙(xωx叮y吁F汽~阳阳(仅ω附x功x)P归州P
最优化的原始问题是

对偶问题是

电111 m皿 L(P， w)
m ‘• w 

回回 n:U!; L(P， w)
w ....\,; 

(6.18) 

(6.19) 

由于拉格朗日函数 L(P，叫是 P 的凸函数，原始问题 (6.18) 的解与对偶问题

(6.19) 的解是等价的，这样，可以通过求解对偶问题 (6.1引来求解原始问题 (6.18)
首先，求解对偶问题 (6.19) 内部的极小化问题轧fP L(P. w). ~ig L(P, w)是 w 的

函数，将其记作

'F(w) ~'J1.iI' L(P， w)~L(凡， w) (6.20) 

'F(w)称为对偶函数 同时，将其解记作

凡 =arg~pL(P， w)=凡(ylx) (6.21) 

具体地，求 L(P， w)对 P(y l 坤的偏导数

努市?(Uω叫圳帅x功圳圳)川州阳(1阳10

= 5F纠岛削叫(xωx功刊)(机(
令偏导数等于 0，在户。)>0 的情况下，解得

⑨，惨剧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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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I x)=exp(争…

由于LP(Y lx)= I . 得
y 

8' 

P'(y lx)古叫去w，!， (X. y)) (叫
其中，

Z.(x)=L叫主w，兀(杭州 1 (6均
y 、 '~1 J 

Z.(x) 称为规范化因子 ， !， (X.y) 是特征函数õ W，是特征的权值.由式 (6.22)、式 (6.23)

表示的模型凡=凡(Y lx)就是最大精模型.这里.w是最大炮模型中的参数向量

之后，求解对偶问题外部的极大化问题

将其解记为 w. 即

m阻 'f'(w)
w 

w.=盯gmax 'f'(w) 

(6.24) 

(6.25) 

这就是说，可以应用最优化算法求对偶函数 'f'(w) 的极大化， 得到旷 ， 用来

表示 p' E C 这里• p' =气=气 (Y lx) 是学习到的最优模型(最大婿模型).也

就是说，最大煽模型的学习归结为对偶函数 'f'(叶的极大化

例 6.2 学习例 6.1 中的最大娟模型.

解为了方便，分别以 y，.片，月，片，为表示ι B. C. D 和 E. 于是最大娟模

型学习的最优化问题是

min -H(P) = LP(y， )1咱P(y，)

5.t. P(y,) + P(y,) = P(y,) + P(y,) =立
10 

立即'，)=主P(y，)=1

引进拉格朗日乘子吨，叫，定义拉格朗日函数

M川=言P(y，)logP(y，)叫P(y， ) +灿)古)+吨(主P(y，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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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拉格朗日对偶性，可以通过求解对偶最优化问题得到原始最优化问题的

解，所以求解

回皿吨nL(P， w)
w 

首先求解L(P， w)关于P 的极小化问题.为此，固定吨，叫，求偏导数z

ilL(P,w) 
--一= I + logP(y,) +叫 +w，
dP(y,) 

dL(P,,, 
二二L牛羊 =1 +logP(y,) +叫+叫
aP(yz)46d 

dL(P， 叫
--一= I + logP(y,) +叫
òP(y,) 
dL(P飞叫
二-二三 =1+logP(y，)+吨
dP(y,) 
dL(P， 叫
二-ι~=1+1ogP(yi)+WOdP(y,) --0 - ~" , 

+各偏导数等于 0，解得

P(y， )=P(y，)=e-'叫-，

P(y,) = P(y, ) = P(y,) = e吨-，

于是，

mjnL(P, w) = L(凡， w)= -2e 叫 吨-'-3e吨-' -三w， 盹
10' 

再求解L(凡， w)关于w的极大化问题=

m剧 L(凡，w)= -2e 呵呵-' _3e-中1 -iW1 Wn 
w 町 10'

分别求 L(凡， w)对吨，叫的偏导数并令其为 O. 得到
3
-m

-l 

=7-I •= 
吨
-4 
町
、
ee 

于是得到所要求的概率分布为

P(y,) = P(y,) =立.. 20 

P(y,) = P(y,) = P(y,) =工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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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极大似然估计

从以上最大精精型学习中可以看出，最大精模型是由式 (6.22). 式 (6.23) 表示的

盎件概率分布下面证明对偶函数的极大化等价于最大婿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

己知训练数据的经验概率分布 P(X，η ，条件概率分布 P(Y I X) 的对数似然

函数表示为

L，(凡) = log fIP(y I 功'<..，) = LP(x,y) logP(y I x) 
11. .:1 11..,. 

当条件概率分布 P(Y lx)是最大摘模型 (6.22) 和 (6.23) 时，对数似然函数L，(凡)为

L庐(凡)= LP(x,y) logP(Y lx) 

= LP(x，y)主w，[， (x， y) - LP(x,y) log z.(x) 

= LP(x，y)立时(x， y)- LP(x)logZ.(x) (6.26) 

再看对偶函数'I'(w) 由武 (6. 17) 及式 (6.20) 可得

F忡忡LP(x)凡(Ylx)log凡(ylx)
., 

+争Ü?叫阶铲'(x)凡(ylx胁炒

=5铲ω喜叫且加胁仙ο仇ω，y卅5驴灰巩(Y l x{IOgω|咛w，[， (X， y))

= LP(x,y)Lw,[, (x,y) - LP(x)凡(y I x)logZ.(x) 
/wl "Jl.y 

= LP(x，y)主w，[， (x， y)- LP(巾gZ.(x)

最后一步用到 LP(Ylx)=I.
y 

比较式 (6.26) 和式 (6.27)，可得

'I'(w)=L，(凡)

(6.27) 

既然对偶函数 'I'(w)等价于对数似然函数L，(凡)，于是证明了最大煽模型学习中

的对偶函数极大化等价于最大精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这一事实

这样.最大精模型的学习问题就转换为具体求解对数似然函数极大化或对偶
函数极大化的问题

可以将最大炮模型写成更一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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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 l功=布叫ZMM) 币 28)

其中，

M? 
这里， XεR"为输入 ， yε (l， 2，... ， K}为输出， weR"为权值向量，!， (x， y) ， i = 1,2,..., " 

为任意实值特征函数.

最大精模型与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有类似的形式， 官们又称为对数线性模型

( log line缸 model ) 模型学习就是在给定的训练数据条件下对模型进行极大似然

估计或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

6.3 模型学习的最优化算法

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最大炮模型学习归结为以似然函数为目标函数的最优化

问题，通常通过迭代算法求解从最优化的观点看，这时的目标函数具有很好的

性质-它是光滑的凸函数，因此事种最优化的方法都适用，保证能找到全局最优

解常用的方法有改进的地代尺度法、梯度下降法、牛顿法或拟牛顿法，牛顿法

或拟牛顿法一般收敛速度更快

下面介绍基于改进的法代尺度法与拟牛顿法的最大烟模型学习算法梯度下

降法参阅附录A

6.3.1 改造的迭代尺度法

改进的法代只度法(improved iterative scaling. IIS ) 是-种最大简模型学习

的最优化算法

己知最大娴模型为

p.(YI萨布剧p(t， w，!， (X'Y))

其中，

孔。)=平exp(Zmz。，y))

对数似然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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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 
z 

何
应
。

O X 
PP ?'-z y hH FL 

叫

"VL
-M 

y x mP 
Y
且
时

HV ,L 

目标是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学习模型参数， RP求对数似然函数的极大值命

IIS 的想法是·假设最大炮模型当前的参数向量是 w=(叫，叫， ， 叫)'，我们

希望找到一个新的参数向量w+5=(叫+码，叫 +ð'2 ， ...， W，， +OIl )T ， 使得模型的对数

似然函数值增大.如果能有这样一种参数向量更新的方法τw→ W+ð. 那么就

可以重复使用这一方法， 直至找到对数似然函数的最大值

对于给定的经验分布 P(x， y) ， 模型参数从w到 w+ó. 对数似然函数的改变
量是

L(w+5)-L(叫 = 2:P(x,y) logP_ ,(y I x) - 2: P(x， y) log凡(y l x)

= 2: P(x， y)主制(x， y)- 2:P(x)log年出
~ . 'W' ,." . •. ~ - Z...(x) 

利用不等式

-10gα 注1α， α>0

建立对数似然函数改变量的下界

L(w咱-L(w) ~ 2:户。， y)土4月(x， y)+I - LP(x)ι，(x) 
士7 古; ... '";" Zw(x) 

=ZPU，唁5，J， (x， y) +1-2: P(x平(y lx)呻t，5，月。
将右端记为

A(51叫=2: P(x， y)争J， (x， y)+I- 2:P吨凡(y l x)阻pt，冉兀。， y)

于是有

L(w+ ó) -L(w) 注 A(5 I w)

即 A(51w)是对数似然函数改变量的一个下界

如果能找到适当的 6使下界 A(51 叫提高，那么对数似然函数也会提高然
而，函数 A(51w)中的 6是一个向量，吉有多个变量，不易同时优化 lIS 试图一

次只优化其中-个变量冉，而固定其他变量鸟 ， 1 *"J. 
为达到这 目的，IIS 进一步降低下界A(5Iw) 具体地， 1IS 引进-个量f'(x， y) ，

f ' (x ,y) = 2:J, (x,y) 

因为且是二值函数，故f'(x， y)表示所有特征在怡，y) 出现的次数这样， A(5 1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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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写为

A(ö l w)~ I: P(x.y)主 o，/，(x.y)+I- I:P(x)I:p.(Y lx)叫f'(x.y)主且但21
:;-"''"' 1 - J" -"Y l. J '~'.T"f:t f气x.y) ) 

(6.30) 

利用指数函数的凸性以及对任意1 . 有4坠& ;;' 0且安正坠&~1这→事实，根
f ' (x.y) - -~f.;;' f ' (x.y) 

据 Iensen 不等式，得到

(UX1)+rhy) 主>~立已~ö.!' (x.y) 走Ó; ，L :.~~.，.一";exp(ö.!气x， y))
告'f' (x.y) -" '-''') ~ f.;;' f气x.y)

于是式 (6 .30) 可改写为

A(ölw)主I: P(x.y)艺创(x.y)+I-I: P(x)I:凡(y l x):t r业公1叫(再f' (x.y))t.1 l f ' (x,y)) 

(6.31) 
记不等式 (6.31) 右端为

B(ö l 叫 =I: P(x.y)主仰.y)+I- I:P(x)I:p.(Y lx)土问且1exp(o，f'(x， y))
.r" 1..\ 忌， 但lf'(x.y))

于是得到

L(w+ ö) -L(wPB(ö lw) 

这里 ， B(ö l w)是对数似然函数改变量的一个新的(相对不紧的) 下界

求 B(ölw)对 ö， 的偏导数，
iJB(ö 叫
空铲=5PMUy)号或x)平凡(ylx胁，川

在式 (6.32) 里，除高外不吉任何其他变量.~偏导数为 0 得到
(6.32) 

I: P(x民(y I x)/， (x， y)exp(o，f'(x， y))~Eþ (/，) (6.33) 

于是，依次对4求解方程 (6.33) 可以求出 ö.

这就给出了一种求w的最优解的法代算法，即改进的迭代尺度算法 lIS .
算法 6.1 (改进的迭代尺度算法 ns)

输入2 特征函数且，儿......f" 经验分布户(X.Y). 模型凡(ylx)
输出最优参数值叫，最优模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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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所有 ie {1.Z.... .叶，取初值叫 ~O

(2) 对每-ie {1.2.....n} 

(a) 令码是方程

l: P(x)P(y I x)J, (x.y)exp(ô, f'(x.y)) ~ E,(J,) 

的解，这里，

f'(x.y)~ l:J， (x.外

( b) 更新 w，值·叫←叫 +ô，

(3)如果不是所有 w，都收敛，重复步 (2).

91 

这-算法关键的一步是(吟，即求解方程 (6.33) 中的 ô， 如果f气x.y) 是常数，

即对任何x， y. 有 f'(x.y)~M. 那么高可以显式地表示成

1..E,(J,) o， =~loll'::丘-一
. M " Ep(J,) (6.34) 

如果 f'(x.y) 不是常数，那么必须通过数值计算求0，. 简单有效的方法是牛顿
法 以 g(冉)~O表示方程 (6.33). 牛顿法通过法代求得苟，使得g(可)~O. 迭代
公式是

~hl)=&k)_旦旦i
-, g'(可，，)

(6.35) 

只要适当选取初始值衔的，由于 ô， 的方程 (ι33) 有单根，因此牛顿法恒收敛，而
且收敛速度很快

6.3.2 拟牛顿法

是大娟模型学习还可以应用牛顿法或拟牛顿出去 参阅附录 B.
对于最大炮模型而言，

目标函数z

四pl l:叫J， (x ， y) I 
凡(y lx)~~叫 J 、

Z臼pl l:w,J,(x.y) I 
y 飞、归 J

出 f忡忡FO)lospxp(Zw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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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

g(w)=f旦旦，旦旦， 些.'2 1
\ d叫 b吨 ， dW. ) 

其中

iif(叫 '<""' ñ
二号子= 2.， P(X)凡 (Y l x)!， (x， y) 马(!，)， i=I,2,...,n 
叫'.'

相应的拟牛顿法 BFGS 算法如下

算法 6.2 (最大精模型学习的 BFGS 算法〉

输入.特征函数且，f，，...，f，，， 经验分布 P(x， y) ，目标函数f(叶，梯度 g(叫=
Vf(叫，精度要求 E ，

输出 z 最优参数值 w'; 最优模型 p..(y l x)

( 1) 选定初始点时。取B。为正定对称矩阵，置 k=O

(2) 计算 g.=g(w'勺 . 若 IIg. II<E ， Ji!1j停止计算，得 w. =W:*l: 否则转 (3)

(3)由 Bjp~ =-gk求出 P.

(4 ) 一维搜索z 求 À， 使得

f(w'的 +À，p*)= T.!~f(w{的 +λ-P. )

( 5 ) 置wC.l:+l) = Wk ) + À, P /C 

(6) 计算 g.t+l = g(..Jk+ l吁，若 IIg..， I I< E ，则停止计算，得 w'= 川咐'否则，
按下式求出 BA+l

且 ， =B. + 1::正-主型生
… ~ y; 01; ó.LBjOk 

其中，

Y. =gk+l-gk' Ôk =WA+I J _ W句

(7) 宣 k=k+l ， 转 (3).

本章概要

I.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是由以下条件概率分布表示的分类模型 逻辑斯谛回

归模型可以用于二类或多类分类
exp(吨 .x)

P(Y=klx)= ;~;\"一一一一 k=I ， 2，...， K-I
1+ 2., exp(w, .x) 



继续阅读

P(Y = K l x)=一丁了i一一一一
1+ ~exp( w. .x) 

这里 ， x为输入特征， w为特征的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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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斯谛回归模型源自逻辑斯谛分布，其分布函数F(x)是 S 形函数逻辑斯

谛回归模型是由输入的线性函数表示的输出的对数几率模型.

2 最大娟模型是由以下条件概率分布表示的分类模型.最大娟模型也可以

用于二类或多类分类.

以y l x)=布exp(ZM叫

M=zmp(ZMUJ)) 
其中 • Zw(x) 是规范化因子.!，为特征函数 • w， 为特征的权值

3 最大婿模型可以由最大精原理推导得出 最大精原理是概率模型学习或

估计的一个准则最大烟原理认为在所有可能的概率模型(分布〉的集合中，精

最大的模型是最好的模型

最大烟原理应用到分类模型的学习中，有以下约束最优化问题2

min - H(P)=LP(x)P(Y lx) logP(Y lx) 

5.!. P(月)-P(/，) = 0. i=I.2.....n 

LP(Y lx)= 1 

求解此最优化问题的对偶问题得到最大娴模型

4. 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与最大精模型都属于对数线性模型

5 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及最大精模型学习一般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或E则化
的极大似然估计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及最大精模型学习可以形式化为无约束最优

化问题.求解该最优化问题的算法有改进的迭代尺度法、梯度下降法、拟牛顿法

继续阅读

逻辑斯谛回归的介绍参见文献[1]. 最大煽模型的介绍参见文献[2.3] 逻辑

斯谛回归模型与朴素贝叶斯模型的关系参见文献[吨，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与

A由B∞st 的关系参见立献[坷，逻辑斯谛回归模型与核函数的关系参见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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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6.1 确认逻辑斯谛分布属于指数分布族

6 .2 写出逻辑斯谛回归模型学习的梯度下降算法.

6.3 写出最大娟模型学习的 DFP 算法. (关于-般的 DFP 算法参见附录 B)

参考文献

[1] ""部:rA，Della Pî由'8. 8D， 民锐raVD. Am皿nnum .. 蚀>PY略加国chtonatural!回事，...严回国回事

Computational Linguist口.1996， 22(1)， 39-7 1

[2] B吨er A. The Improv国 I国咄咄ScalingA1gori也m: AG四，tJelntt回即tioo. htψ://www.cs.cmu.础M

afslcsluser/abergerlwww/psJscaling.ps 

[3] Hastie T, Tibshirani R. Friedman 1.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BI回ng: 0皿aMini吨，

Inference, and PrediCtiOD. Springer-Verlag. 2001 (中译本。统计学习基础-敢据挖掘、撞

理与预棚范明，柴玉梅，替虹英等泽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阳4)

[4] Mitcbell TM. Machine ~ing. McGraw-Hill Companies.lnc. 1997 (中译本=机器学习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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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章支持向量机

支持向盘机 Csup归11 vector machines I SVM) 是一种二类分类模型.它的基

本模型是定义在特征空间上的问隔最大的线性分类器，间隔最大使它有别于感知

机:支持向盘机还包括核技巧，这使它成为实质上的非线性分类器.支持向量机

的学习策略就是间隔最大化，可形式化为一个求解凸二次规划〈∞nvex quadratic 

programm皿g) 的问题，也等价于正则化的合页损失函数的最小化问题.支持向

量机的学习算法是求解凸二次规划的最优化算法

支持向量机学习方法包含构建由简至繁的模型，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C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in line町lys叩arable c随时、线性支持向量机 C linea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及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C non-linear sup归rt vector machine). 简单

模型是复杂模型的基础，也是复杂模型的特殊情况.当训练数据线性可分时，通

过硬间隔最大化 Chard m吨10m臼皿ization)，学习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即线性可

分支持向量机，又称为硬间隔支持向量机z 当训练数据近似线性可分时，通过软

间隔最大化 C soft margin m皿imizatì时，也学习一个线性的分类器，即线性支持

向量机，又称为软间隔支持向量机，当训练数据线性不可分时，通过使用核技巧

(kemel trick) 及软间隔最大化，学习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当输入空间为欧氏空间或离散集合、特征空间为希尔伯特空间时，核函数

C kemel function) 表示将输入从输入空间映射到特征空间得到的特征向量之间的

内积通过使用核函数可以学习非线性支持向量机，等价于隐式地在高维的特征

空间中学习线性支持向盘机.这样的方法称为核技巧，核方法 (kemel method) 是

比支持向量机更为一般的机器学习方法.

Cort由与飞lapnik 提出线性支持向量机 I Boser、 Guyon 与 Vapnik 又引入核技

巧，提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本章按照上述思路介绍 3类支持向盘机、核函数及→种快速学习算法-序

列最小最优化算法。MO)

7.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与硬间隔最大化

7.1.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考虑一个三类分类问题假设输入空间与特征空间为两个不同的空间.输入

空间为欧氏空间或离散集合，特征空间为欧氏空间或希尔伯特空间.线性可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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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向量机、线性支持向量机假设这两个空间的元素一一对应，并将输入空间中的

输入映射为特征空间中的特征向盘.非线性支持向盘机利用一个从输入空间到特

征空间的非线性映射将输入映射为特征向量所以，输入都由输入空间转换到特

征空间，支持向盘机的学习是在特征空间进行的

假设给定一个特征空间 t的训练数据集

T = {(x"y,),(x"y,),.. ., (XN'YN)) 

其中 ， x， εX=R帽 ， y,eY={+I ,-I} , i=I,2,"', N , . x， 为第 i个特征向量，也称为

实例，且为 X， 的类标记，当 Yi=+l 时，称 x， 为E例，当 y， =-1 时，称X， 为负例 ，

饵，y，)称为样本点 再假设训练数据集是线性可分的(见定义 2.2)

学习的目标是在特征空间中找到一个分离超平面，能将实例分到不同的

类分离超平面对应于方程 w.x+b=O ， 它由法l句量w和截距b决定，可用(叫b)
来表示分离超平面将特征空间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正类 -部分是负类.法
向量指向的-侧为正类，另 例为负类

一般地， 当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时，存在无穷个分离超平面可将两类数据正确
分开. ~事知:!IL利用误分类最小的策略，求得分离超平面，不过这时的解有无穷多
个，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利用间隔最大化求最优分离超平面，这时，解是唯一的

定义 7.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给定线性可分训练数据集，通过间隔最大

化或等价地求解相应的凸二次规划问题学习得到的分离超平面为

w. .x+b" =0 (7.1) 

以及相应的分类决策函数

j(x) = sign(w' .x+b') (7.2) 

称为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考虑如图 7.1 所示的二维特征空间中的分类问题，圈中 "0" 表示正例， "x"

表示负例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这时有许多直线能将两类数据正确划分。线性可
分支持向量机对应着将两类数据正确划分并且间隔最大的直线，如图 7. 1 所示

. A 
C B. 0 。. 

。
。。。

。

x x 

图 7.1 二类分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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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隔最大及相应的约束最优化问题将在下面叙述这里先介绍函数间隔和几

何间隔的概念

7.1.2 函数间隔和几何间隔

在回 7.1 中 ， 有 A ， B , C三个点，表示 3 个实例， 均在分离超平面的正类→

侧， 预测它们的类点A 距分离超平面较远， 若预测该点为正类， 就比较确信预

测是正确的z 点 C距分离超平面较近， 若预测该点为E类就不那么确信: 点 B 介

于点A 与 C之间，预测其为正类的确信度也在A 与 C之间.

一般来说， 一个点距离分离超平面的远近可以表示分类预测的确信程度在

超平面 w.x+ b = O确定的情况下， Iw . x+ bl能够相对地表示点x距离超平面的远

近.而 w.x + b 的符号与类标记y 的符号是否一致能够表示分类是否正确. 所以

可用量 y(w . x +b)来表示分类的正确性及确信度， 这就是函数间隔〈白血口ional

margin l 的概念

定义 7.2 (函数间隔〉 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T和超平面忡，坊 ，定义超平

面忡，的关于样本点 (x，ρy， ) 的函数间隔为

~ = ys(w.x, +的 (7.3) 

定义超平面仙'， b) 关于训练数据集T的函数间隔为超平面忡， b) 关于T中所有样

本点饵，y， ) 的函数间隔之最小值， 即

F= zEjYLt (7.4) 

函数间隔可以表示分类预测的正确性及确信度但是选择分离超平面时， 只

有函数间隔还不够，因为只要成比例地改变w和 b ， 例如将它们改为 2w和劫，超

平面并没有改变，但函数间隔却成为原来的 2 倍.这一事实启示我们， 可以对分离

超平面的法向量w加某些约束，如规范化， lI wl卡 1. 使得间隔是确定的.这时函

数间隔成为儿何间隔 (geometric margin ) 

图 7.2 给出了超平面仙，b) 及其法向量w 点 A 表示某一实例抖，其类标记

为 Yi =+1 点A 与超平面(w，的的距离由线段AB给出，记作 r， .

w b 
YI =一一.X. +一一II wll' -' 'lI wll 

其中， IIwl l 为 w 的乌范数， 这是点 A在超平面正的一侧的情形如果点A在超

平面负的→侧，即 y， = -l. 那么点与超平面的距离为

r，= -(币1 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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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当样本点饵，只)被超平面忡，b) 正确分类时，点 X， 与超平面仙， b) 的

距离是

( w b I 
YI==YI\ 一一- . ，日+::-;; I 

lllwll ' IIwll) 
由这事实导出儿何间隔的概念，

巧 o 。

fl/o 00 。二，。
x x 

圈 7.2 几何间隔

定义 7.3 (几何间隔) 对于给定的训练数据集T和超平面(w，的，定义超平

面忡，的关于样本点 (XI' Y/) 的儿何间隔为

r, = y.(币iï X， + II ~II) (7.5) 

定义超平面忡'， b) 关于训练数据集T的几何间隔为超平丽忡， b) 关于T中所

有样本点帆， y，) 的儿何间隔之最小值， ap 

Y= ，m血 一 r.'-1..... /1' 
(7.6) 

超平面忡'， b) 关于样本点的，y， ) 的几何间隔一般是实例点到起平面的带符号

的距离 (signed distance)，当样本点被超平面正确分类时就是实例点到超平面的

距离.

从函数间隔和几何间隔的定义(式(7.3)- 式(7.6)) 可知，函数间隔和几何间

隔有下面的关系2

A ' _ rl 
'y =---'-'-
" IIwll 

(7η 

y= -L(78) 
IIwll 

如果 IIwl仨 1 ，那么函数间隔和儿何间隔相等.如果超平面参数w和b成比例地改
变(超平面没有改变)，函数间隔也按比比例改变，而几何间隔不变



71 钱性可分直持向量机与硬间隔最大化 99 

7.1.3 间隔最大化

支持向量机学习的基本想法是求解能够正确划分训练数据集并且几何间隔

最大的分离超平面对线性可分的训练数据集而言，线性可分分离超平面有无穷

多个(等价于感知机)，但是几何间隔最大的分离超平面是唯一的 这里的问隔

最大化又称为硬间隔最大化〈与将要讨论的训练数据集近似线性可分时的软间隔
最大化相对应〕

间隔最大化的直观解释是·对训练数据集找到儿何间隔最大的超平面意味着

以充分大的确信度对训练数据进行分类.也就是说，不仅将正负实例点分开，而

且对最难分的实例点(离超平面最近的点〉也有足够大的确信度将它们分开.这

样的超平面应该对未知的新实例有很好的分类预测能力

1 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

下面考虑如何求得一个几何间隔最大的分离超平面，即最大间隔分离翅平

面 具体地， 这个问题可以表示为下面的约束最优化问题·

m且 y
W.' (7.9) 

8.t. YII~乙.句 +-ι|注 y ， i=1,2,''',N (7.10) 
\.lI wll . 11 叫IJ

即我们希望最大化翅平面忡，b)关于训练数据集的几何间隔 r ， 约束条件表示的
是超平面忡，的关于每个训练样本点的几何间隔至少是 y.

考虑儿何间隔和函数间隔的关系式 (7.8)，可将这个问题改写为

m阻_t_
W.' Ilw ll (7.11) 

s.!. y,(w.x, +b) ;;;' r , i=1,2,"',N (7.12) 

函数问隔卢的取值并不影响最优化问题的解.事实上，假设将w和b 按比例
改变为λw和劫 ， 这时函数间隔成为 i!y. 函数间隔的这一改变对上面最优化问

题的不等式约束没有影响，对目标函数的优化也没有影响，也就是说，它产生一
个等价的最优化问题这样，就可以取 Y= l. 将 y=1代入上面的最优化问题，注

意到最大化 1 和最小化工 Il w ll' 是等价的·于是就得到下面的线性可分支持向
II wll 

量机学习的最优化问题

嗯 j叫川)
s.!. y,(w.x, +b)-1;;;'O , i=1,2,"',N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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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问
叫

se … m ny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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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一
凸

是这

(7.15) 

s.!. g,(w)"; 0 , i = 1,2"" ,k (7.16) 

h,(w) =0 , i =I,2,...,I (7.17) 

其中，目标函数f(w) 和约束函数g， (w)都是 R"上的连续可徽的凸函数， 约束函

数 h， (w) 是 R"上的仿射函数① 。

当目标函数f(叫是二次函数且约束函数 g，(叫是仿射函数时，上述自最优化

问题成为凸二次规划问题.

如果求出了约束最优化问题 (7.13) - (7. 14) 的解旷，扩 ， 那么就可以得到最

大间隔分离超平面 w' ， x +扩 =0及分类决策函数 f(x) = sign(w' .x +b丁，即线性可

分支持向盘机模型，

综上所述，就有下面的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学习算法 最大问隔法

(maximurn margin me血。dJ

算法 7.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学习算3击一一最大间隔法)

输入 z 线性可分训练数据集 T={帆 ， y， )，屿 ， y，)" " ， (XN 'YN)} ， 其中. XjE 

X=R". y/ ε Y=(-I， +I} ， i=1,2"" , N , 
输出: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

(1)构造并求解约束最优化问题·

守p j l|W|「
S.t. Yj(w ， xj+b)-l泣 。， i=1,2,"', N 

求得最优解旷， b'

( 2 ) 由此得到分离超平面z

w' . x+b' =0 

分类决策函数

f(x) = sign(w' . x+b') . 
2 最大间隔分离趋平面的存在唯性

线性可分训练数据集的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是存在且唯一的

定理 7.1 (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的存在唯-性〉 若训练数据集T线性可分， 则

可将训练数据集中的样本点完全正确分开的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存在且唯-

① f(x)称为仿'时函数.如果它精足 f(x)=a.x +b. oe R- . be R . .te R' 



7.1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与硬间隔最大化 101 

证明 (1)存在性

由于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所以算法 7. 1 中的最优化问题 (7 . 13) - (7.14) 一定

存在可行解卫由于目标函数有下界，所以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必有解， 记

作 (w' ， b') . 由于训练数据集中既有E类点又有负类点， 所以仙，b)=(O， b)不是最

优化的可行解，因而最优解 (w' ， b') 必满足旷 ;<0 由此得知分离超平面的存在性，

(2) 唯一性

首先证明最优化问题 (7.1 3) - (7.14)解中旷的唯→性假设问题 (7.13) - (7.14) 

存在两个最优解(叫，可)和(叫，可)显然 IIw: 1I = lI w; lI =c ，其中 c 是一个常数+

w=斗豆 b斗豆，易知帆的是问题川-(7 闷的可行解，从而有

同 Ilwll寸l叫 ||+iMi|=c

上式表明， 式中的不等号可变为等号，即 Il wll=~ ll w: 1I+~lI w; 11 ，从而有叫 =Âw;
2 .. 2 一 ι

1 -< 1 = 1.若 -<= -1 ， 则 W=ÚJ 忡，均不是问题 (7.13) - (7 . 14) 的可行解，矛盾.因

此必有λ=1，即

Wl =W2 

由此可以把两个最优解(叫，可)和 (w; ， b;) 分别写成 (w' ，可)和 (w' ， b;) 再证
可 =b~ . 设坷'和 x;是集合 {x， l y， =+1} 中分别对应于 (w' ， I;')和 (w' ， b;) 使得问题的

不等式等号成立的点，平和 x; 是集合 {x， ly， = -I} 中分别对应于 (w' ，可)和

川)使得问题的不等式等号成立的点，则由可寸(w' ,X; +w' ，豹，与=

七w..x~+旷 x;) 得

可 -b~ =才川扣:~)+w' 时动]
又因为

w'ox;+鸟1' ~l =w'.x;+可

w'ox;+b; ;去 l=w..~+b;

所以 ， w' ，(X; -x;)=O. 同理有 w' ，(';-X;)=O. 因此，

时 -h; = 。

由 w; = 时和1;' =1号可知，两个最优解(叫，可)和(叫，可}是相同的 ， 解的唯一性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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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问题 (7.13) - (7.14) 解的唯一性即得分离超平面是唯 的，

(3)分离超平面能将训练数据集中的两类点完全正确地分开

由解满足问题的约束条件即可得知.

3 支持向量和间隔边界

在线性可分情况下，训练数据集的样本点中与分离超平面距离最近的样本点

的实例称为支持向量 (s叩严民 veω叶，支持向量是使约束条件式 (7. 14) 等号成立

的点，即

y,(w.x,+b)-l =O 

对YI=+I 的正例点，支持向量在超平面

HI :w.x+b=l 

上，对 y， =-l 的负例点，支持向量在超平面

H2 :w.x+b=-1 

上如图 7.3 所示， 在矶和H， 上的点就是支持向量

、
、

、、、、。… 、、\飞、。 !W.

、民、"'-..、

… ×亏、\义、队、
X 、、飞、、、、」

x 、、"'-..、\盹
、"…x ，【、、、飞、、、飞

)( x -""、、----1 咱
… ι 、

Hz ' ''1 Iwl 

图 7.3 支持向量

注意到矶和H， 平行，并且没有实例点落在它们中间在H， 与 H，之间形成

一岳长带，分离超平面与它们平行且位于它们中央长带的宽度，即H， 与 H， 之

间的距离称为间隔 (m缸gin). 间隔依赖于分离超平面的法向量 W ，等于 2
Ilwll 

R 和H， 称为间隔边界

在决定分离超平而时只有支持向量起作用，而其他实例点并不起作用如果

移动直持向量将改变所求的解:但是如果在间隔边界以外移动其他实例点，甚至

去掉这些点，则解是不会改变的，由于支持向量奄确定分离超平面中起着决定性

作用， 所以将这种分类模型称为支持向量机支持向量的个数般很少，所以支

持向量机由很少的"重要的"训练样本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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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1 数据与例 2.1 相同 己知一个如图 7.4 所示的训练数据集，其正例点

是骂 =(3， 3)' ， x, =(4.3)' ，负例点是XJ = (l, l)T .试求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

) -
J扣
→
例

一

-
F

一
面
ι
6

平

\
一
超

E
\
4
5

离

x
…
、
-
比
"

。

\
\
44

为

川
、
一
占

3

最

\
\
一
隔

\
\
江

2

间

\
\
巾
」

飞
、
\
、
二

-
-
4

\
\
\
一

7

loE JV65

4321

i 

解 按照算法 7. 1.根据训练数据集构造约束最优化问题:

节;忡旷)
S.t 3叫 +3w1 +b ;注 1

4w] +3叫 +b 主主 l

-w\-吨 b;主 l

求得此最优化问题的解叫=吨÷b=2 于是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为

l 川 1 "，
":'xlι J +':"x\~J -2=0 
2 2 

其中，鸟 =(3， 3)' 与与=(1， 1)' 为支持向量

7,1.4 学习的对偶算法

为了求解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将它作为原始
最优化问题，应用拉格朗日对偶性〈参阅附录 C)，通过求解对偶问题 Cdual
problein) 得到原始问题 (primal problem) 的最优解，这就是线性可分支持向量

机的对偶算法 Cdual algori由m) 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对偶问题往往更容易求解，
二是自然引入核函数，进而推广到非线性分类问题

首先构建拉格朗日函数(Lagr田1ge function) 为此，对每-个不等式约束 (7.14)
引进拉格朗日乘于(La伊ngemultipli时 aj ;;:;: 0. i=I， 2，. ...N ， 定义拉格朗日函数2

. 

N N 

L仙，M=;|!wl「 -zm(wvb)+驴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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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α=帆，龟 ....， aN)T 为拉格朗日乘于向盘

根据拉格朗日对偶性，原始问题的对偶问题是极大极小问题z

m阻丐pL(w.b.α)

所以，为了得到对偶问题的解，需要先求L(w， b，α)对 w，b 的极小，再求对α的极大

(1)求喻L仙，b，的

将拉格朗日函数L忡'， b， α) 分别对 w，b 求偏导数井令其等于 0
N 

V，.L仙，b， a)=w-La/y/x/=o 

V.L川α)=主α'/y/=o
得

w=艺QjyjXj

主a/y/= 。

(7.19) 

(7.20) 

将式 (7.19) 代入拉格朗日函数 (7.1町，并利用式 (7.20)，即得

ω叫:去<<jajYI呐与)争Y』((Zm与}x，+忡q
寸ffa，a，川的 xJ)+ 'i:， a/

即
1 N N N 

嗯1 L忡'， b， a) = 辽L;a，鸟YIYj(X/ ， Xj)+La, 
"" 1-1 户 ，.，

(2) 求时lpL忡， b，α) 对 α 的极大，即是对偶问题

句
'
e

σ
 

q 
NTI-

M 
+ 

凡
马
, 

x v
, 

"v 
n鸥叫

α
 

N
T
'
"
ωm
 

NE
M 

--2 
皿a

N 

5.!. L;a,y, = 0 

aj~O. i=l.2,"',N 

将式 (7.21) 的目标函数曲求极大转换成求极小，就得到下面与之等价的对偶
最优化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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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n j￡LPFIYJUt -XJ}-Lt(722) 

S.t. fa,y, = 0 (7.23) 

a, ;' O. i=I.2.....N (7.24) 

考虑原始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和对偶最优化问题 (7.22) - (7.24). 原

始问题满足定理 C.2 的条件，所以存在旷，矿.P'. 使旷是原始问题的解，矿，β·

是对偶问题的解.这意味着求解原始问题 (7.13) - (7.14) 可以转换为求解对偶问

题(7.22) - (7.24) 

对线性可分训练数据集，假设对偶最优化问题 (7.22) - (7.24) 对 g 的解为

矿= (al' ， α'2....α.; )τ，可以由 α· 求得原始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对仰， b) 的

解 w. ， b' . 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 7.2 设矿=(.叫，αç . "，叫)' 是对偶最优化问题 (7.22) - (7.24) 的解，则
存在下标 ] • 使得 α:; >0. 并可按下式求得原始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的解
w.扩 =

w.=主αíY卢， (7.25) 

旷 =Yj - fa;内 'Xj ) (7.26) 

证明根据定理 C.3. KKT 条件成立，即得

V . L(w' .b' .a') = w'-土4月Xj =0 σ27) 

由此得

N 

V.L(wγ，α')=-La;y， =0 

Qí"(Y/(w. • 码 +扩) - 1)=0. i=I.2.... .N 

YI(W.'X(+旷)- 1 ;' 0 . i=I.2. ....N 

a/ ;;主 O . i=I.2.... .N 

w'=Lα从鸟

其中至少有一个α，/ >O(用反证法，假设α'=0. 由式 (7.2η 可知 w' =0. 而 w' = 。
不是原始最优化问题 (7.1 3) - (7.1 4) 的解， 产生矛盾).对此J 有

Yj(W' ， Xj +扩) -1=0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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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7 .25) 代入式 (7.28) 并注意到 Y/= l . 即得
N 

b' =YI - I;a，从(x"xl )

由此定理可知，分离超平面可以写成
N 

I;a;y，μoxj)+b' =0 (7.29) 

分类诀策函数可以写成

, N 、

!(x) = sign[ I;α;y，μ .x，)+b' [ (7.30) 

这就是说，分类决策函数只依赖于输入x和训练样本输入的内积 式 (7 .3 0) 称为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对偶形式

综上所述， 对于给定的线性可分训练数据集，可以首先求对偶问题 (7.22) 

(7.24) 的解α 再利用式 (7.25) 和式 (7.26) 求得原始问题的解旷， b' ， 从而得到

分离超平面及分类决策函数.这种算法称为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对偶学习算法，

是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学习的基本算法.

算法 7.2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学习算法〉

输入g 线性可分训练集T= (饵 ， y， )，仇 ， y，)，...， (XN'YN)}' 其中 毛 εX=R~. YjE 

Y=(-l,+l) , i = 1,2"" , N , 

输出·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

(1)构造并求解约束最优化问题

吧n j22qm抖。'j'XJ }兰q

nu vd 
叫

NT'-
M 

s 

a, ~ O. i=1 .2.. ...N 

求得簸优解 α. =(a;', a; ,… ,aH')T 

( 2) 计算

x 

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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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求得分离超平面

w' ， x+扩 ~O

分类决策函数2

f(x)~si伊(w' ， x+b')

在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中，由式 (7.25)、式 (7.26) 可知 w' 和扩只依赖于训

练数据中对应于可 >0 的样丰点 (x， .y;). 而其他样本点对旷和扩没有影响 我

们将训练数据中对应于￠旷 >0 的实例点冉 ER凋称为支持向量

定义 7，4 (支持向量〉 考虑原始最优化问题 (7.13) ~ (7.14) 及对偶最优化问

题 (7.22) ~ (7.24). 将训练数据集中对应于a/>O 的样本点的.y，) 的实例xjER"
称为支持向量

或

根据这一定义，支持向量一定在间隔边界上 由 KKT 互补条件可知，

α':c罗'/ (W.oX/+扩)-1)~0. i~I. 2.....N 

对应于 α~/ > 0 的实例鸟，有

yJw' 0码 +b')-I~O

w' 'Xj +b' = 土1

即 X. 一定在间隔边界上. 这里的支持向量的定义与前面给出的支持向量的定义是
-致的.

1!tJ 7,2 训练数据与例 7.1 相同.如圈 7.4 所示，正例点是 X1 = (3,3)T , x2 =例.3)'.
负例点是与 ~(1.1)'. 试用算法 7.2 求续性可分支持向量机.
解根据所给数据，对偶问题是

1 N N N 

哈n .;-~~a;α'jYIYj (Xj .X)-L Qj 
~ / . 1 j ..1 /.叫

才(时吐Sa; +2a:叫牛叫3叫叫)-a; -呜叫
S.t. <<1 +α-σ'1 =0 

α:1 ~O， i=1,2,3 

解这一最优化问题将肉=叫+呜代入目标函数井记为

13 
s(叫，时~4a，' +τa: + l Oa;a , -.a; - 2a, 

对M求偏导数并令其为 O. 易知帆时在点(%.-1)' ~极值，但该点不满足
约束条件吗 ~O ，所以最小值应在边界上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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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 2 ì 2... _~_ ， _I l_ ì 
当 a; =0 时， 最小值，/ O， ;ê;- /= -;ê;-， 当龟 = 0时，最小值，/ ~，叫=--\ ' 13 } 13 - .. - \ 4 ') 4 

是如s帆α呜时2ρ) 在q ÷α乌Q2 =0卢片=0 达到蛐蜘最协F札l

这样，叫叫寸对应的实例点乓呐'尚苟是支持向量根据式刮(阳
计算得

, 1 
叫=吨 2

b'=-2 

分离超平面为

nu = z >2 tW
A 

--2 + ,‘ x 
I-2 

分类决策函数为

f(归 . 
对于线性可分问题，上述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学习(硬间隔最大化〉算法是

完美的但是，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是理想的情形.在现实问题中，训练数据集往
往是线性不可分的，即在样本中出现噪声或特异点. 此时，有更般的学习算法.

7,2 线性支持向量机与软间隔最大化

7,2,1 线性支持向量机

线性可分问题的支持向量机学习方法，对线性不可分训练数据是不适用的，因

为这时上述方法中的不等式约束并不能都成立怎么才能将官扩展到线性不可分
问题呢?这就需要修改硬间隔最大化，使其成为软问隔最大化.

假设给定一个特征空间上的训练数据集

T= ((.码，只)， (x" y，)，"' ，(句 ， y.)}

其中，岛eX=R" ， y,eY={+I,-I} , i=I， 2 ， " '， N ， 码为第z个特征向量， y，为
码的类标记.再假设训练数据集不是线性可分的.通常情况是，训练数据中有一
些特异点 (out1i町)，将这些特异点除去后，剩下大部分的样本点组成的集合是线
性可分的

线性不可分意味着某些样本点 (XpY.)不能满足函数间隔大于等于 l 的约束矗
件 (7.1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对每个样本点(x"y，) 引进一个松弛变量ç_;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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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函数间隔加上松弛变量大于等于 I 这样，约束条件变为

YI(w.xl+b)~l- Ç; 

同时，对每个松弛变量ç， ， 支付 个代价4 目标函数由原来的j ||W|「变成
N 

109 

-:; l l w ll' 屹立在 (7.31) 
... j..J 

这里， C>O称为惩罚参数， 一般由应用问题决定， c值大时对误分类的惩罚增

大， C值小时对误分类的惩罚减小最小化目标函数 (7明古两层含义使jHW|lz

尽量小即间隔尽量大，同时使误分类点的个数尽量小， c是调和二者的系数，

有了上面的思路，可以和训练数据集线性可分时一样来考虑训练数据集线性不

可分时的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问题相应于硬间隔最大化， 它称为软间隔最大化

线性不可分的线性支持向量机的学习问题变成如下凸二次规划〈∞nvex

qua命utic progr田uning) 问题(原始问题〉

切 j川+中 σ

S.t. y,(w.x, +b);;'I-ç" ì=I.2,".,N (7.33) 

ç, ;;'0 , ì=I,2,"',N (7.34) 

原始问题 (7.32) - (7.34) 是一个凸二次规划问题，因而关于忡， b， ç) 的解是存

在的 可以证明 w的解是唯一的，但b 的解不唯一， b 的解存在于-个区问fllJ

设问题 (7.32) - (7.34) 的解是 w' ， b' ， 于是可以得到分离超平面w' ， x+扩 =0

及分类决策函数 f(x) = sign(w' .x+b') 称这样的模型为训练样本线性不可分时

的线性支持向量机，简称为线性支持向盘机显然，线性支持向量机包含线性可
分支持向量机 由于现实中训练数据集往往是线性不可分的，线性支持向量机具
有更广的适用性.

下面给出线性支持向量机的定义

定义 7.5 (线性支持向量机) 对于给定的线性不可分的训练数据集，通过求
解凸二次规划问题，即软间隔最大化问题 (7 .32) - (7 .34)，得到的分离超平面为

w' .x+bo.=O (7.35) 

以及相应的分类决策函数

f(x)=sign(w' .x+旷) (7.36) 

称为线性支持向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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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学习的对偶算法

原始问题 (7.32) - (7.34) 的对偶问题是

1 N N H 

mn;zzq叩'，y/x/ OXJ) - ~a， (7.37) 

N 

5.t. :La,y, = 0 (7.38) 

。 运 a，:运 C ， i=1,2,"',N (7.39) 

原始最优化问题 (7 .32) - (7.34) 的拉格朗日函数是
N N N 

L忡'， b， ç，a， ll) =';'11 wll' +C:L~ - :La,(y,(w.x, +的 -1+~)- :Lμ』ι(7.4的
4μ 阳 /，，! 1_ 1 

其中 a，;;注 0，刮 去 。

对偶问题是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大极小问题首先求L忡'， b ， ç，α，μ)对 w，b， ç 的
极小，由

nu =nu 
y叫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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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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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N 

w=La,y,x; 

N 

La,y,= O 

c-αtμ:1=0 

将式 (7.41) - (7.43) 代入式 (7.40)，得

(7.41) 

(7.42) 

(7.43) 

嘿L叫叫=i辛辛呐川 x} )唁q
再对gppL(叫b，ια，μ)求 α 的极大，即得对偶问题g

中注Zqm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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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s.l 艺α~{YI =0 (7.45) 

C-a,-p,=O (7.46) 

(7 .47) 

(7.48) 

a, :3: 0 

jJ/ ;注 O. i=1.2.....N 

将对偶最优化问题 (7.44) - (7.48) 进行变换.利用等式约束 (7.46) 消去间，

从而只留下变量α" 并将约束 (7.46) - (7.48) 写成

O ~ a， 连三 C (7.49) 

再将对目标函数求极大转换为求极小，于是得到对偶问题 (7.37) - (7.39) 

可以通过求解对偶问题而得到原始问题的解，进而确定分离超平面和决策函

数.为此， 就可以定理的形式叙述原始问题的最优解和对偶问题的最优解的关系

定理 7.3 设α. =(呵，α'2.... .乌' )' 是对偶问题 (7.3η -(7.39) 的一个解，若

存在α· 的一个分量a/. O < a/<c. 则原始问题 (7.3勾- (7.34) 的解 w. ， bO 可按
下式求得3

N 

w' = 1;α'/ y/x/ (7.50) 

b'=yj -主y，a;(乓吵 阳)

证明 原始问题是凸二次规划问题，解满足 KKT条件，即得
N 

V. L(w' .b' .f. a' .I/)=w' - 1;a;y,x, =0 (7.52) 

V.L(w' .b'.f .a' .1'') =-f.咐'， =0

V，L(w'.扩 .f .α\μ')=c α-μ'=0

a;(y,(w' .x, +b')-l+ç;)=O (7.53) 

μ';ç; =0 (7.54) 

y/(w' ，叫+旷 ) -l+ç; 泣 。

Ç，'泣 。

α 法 O

#/ ;;::: 0 . i=1,2....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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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7.52) 易知式 (7.50) 成立 再由式 (7. 53) - (7.54) 可知，若存在aj ' ，

。<<旷 <C ， 则 y/(w'.码+扩)-1=0 由此即得式 (7.51)

由此定理可知，分离超平面可以写成

n
υ
 

-LU + ) x x ( UH q 
NZ
M (7.55) 

分类决策函数可以写成

f忡咽l立的，，(叫川ì (7.56) 
飞 a叫 J

式 (7.56) 为线性支持向量机的对偶形式

综合前面的结果，有下面的算法

算法 7.3 (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算法〕

输入s 训练数据集T={(x"y，)，的 ， y，j，...， (XN ' YN)) ， 其中，乓εX=R" ， y， ε 
Y={-I,+I} , i=I，且 ，N ，

输出 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

(1)选择惩罚参数 C>O ，构造并求解凸二次规划问题

q 
NV
'"M V

K丁
X 

V
叮

ν
'
 

冉冉

NZ
H 

U

宁
』M

I
-2 m 

AV VJ 
α，
 

N
T
纣

，
、

。 运 α~I~C ， i=1,2.... ,N 

求得最优解α'=(呵，α"α'N')T
N 

(2) 计算旷 = ~α;y/x，

选择旷的-个分量 α'} 适合条件。〈α，/ <C. 计算

扩=巧立川队 'Xj
(3)求得分离超平面

w' .x+h' =0 

分类决策函数

f(x)=si胆(w' ， x+b')

步骤。)中，对任一适合条件。〈吧'<C 的α~/ .按式 (7.51) 都可求出 b' ， 但是由
于原始问题 (7. 32) - (7.34) 对b 的解并不唯一(11 1，所以实际计算时可以取在所有



7.2 线性支持向量机与软间隔最大化

符合条件的样本点上的平均值.

7.2.3支持向量

113 

在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 将对偶问题 (7.3η-(7.39) 的解α. =(叫，叫， ，α:~)T 

中对应于 α'/ >0 的样本点 (X1 •只)的实例 x， 称为支持向量〈软间隔的支持向量).如

图 7.5 所示，这时的支持向量要比线性可分时的情况复杂一些 圈中，分离超平

面由实线表示， 间隔边界由虚线表示， 正例点由<4 0 "表示 ， 负例点由 "x "表示图

中还标出了实例引到间隔边界的距离王L
l叶 .

、-l~?

图 7.5 软间隔的支持向量

2 
Iwl 

软间隔的支持向量 x， 或者在间隔边界上，或者在间隔边界与分离超平面之

间，或者在分离超平面误分-侧若α:;<C . 则占 = 0 ， 支持向量x，恰好落在间
隔边界上;若α:; =C , 0 < 在< 1， 贝u分类正确，码在间隔边界与分离超平面之间;

若 a;=C ， ';, =1 , ~Ux， 在分离超平面上:若α':=C ， 在>1，如tlxi 位于分离超
平面误分一侧，

7.2A 合页损失函数

对于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来说，其模型为分离超平面旷 x+扩 =0及决策函
数f(x) = sign(w' .x+b') ， 其学习策略为软间隔最大化，学习算法为凸二次规划

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还有另外)种解释，就是最小化以下目标函数

主[l- y， (w 川)]. +'< 11 wll' (7.57) 

目标函数的第 l 项是经验损失或经验风险，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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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w.x+b))=[I- y(w.x+b)l. (7.58) 

称为合页损失函数 (hinge los8 function) 下标 u+" 表示以下取正值的函数.

Iz. z >0 
[zl. =仁- -

lυz毛υ
(7.59) 

这就是说，当样本点问，y;)被E确分类且函数间隔(确信度) y， (w.x，+的大于 1

时，损失是 0，否则损失是l-yJw.x， +b). 注意到在图 7.5 中的实例点与被正确

分类，但损失不是 0 目标函数的第 2 项是系数为 A 的 w 的乌范数，是正则化项.

定理 7.4 线性支持向量机原始最优化问题·

嗯 j||中

S. t. y,(w.x,+b);;'I- ç" i=I,2,..., N (7.61) 

Ç, ;;'0 , i=I,2,..., N (7.62) 

等价于最优化问题
N 

T Z[1-ydw们叫 +λ川Z 阳)

证明 可将最优化问题 (7.63) 写成问题 (7.60) - (7.62). 令

I-y,(w.x, + b)=ç, . ç，;刊 (7.64)

则 yJw . x/ +的 主 l 于是 w ， b ，ç， 满足约束条件 (7.61) - (7.62) 由式 (7.64) 有，
[1 - Yf(W'X, +明. =[在 1. =ç， . 所以最优化问题 (7.63) 可写成

若取 Â=土，则
2C 

与式 (7.60) 等价.

】幅

吼r tt Ç, +Âllw ll' 

T 吉(~IIWII'+中)

反之，也可将最优化问题 (7.60) - (7.62) 表示成问题 (7.63) . • 

合页损失函数的图形如图 7.6 所示，横轴是函数间隔 y(w .x+坊，纵轴是损
失 由于函数形状像一个合页，故名告页损失函数

图中还画出 0-1 损失函数，可以认为它是二类分类问题的真正的损失函数，而

告页损失函数是 0-1 损失函数的上界 由于 0-1 损失函数不是连续可导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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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由其构成的目标函数比较困难， 可以认为线性支持向量机是优化由。-1 损失

函数的上界(合页损失函数〉构成的目标函数这时的上界损失函数又称为代理

损失函数 Csurrogate 108s functÎon) 

(0.的 (1.0) 函鼓间隔兴w .x+b)

圄 7.6 合页损失厨盘

图 7.6 中虚线显示的是感知机的损失函数 [y， (w-x， + b)]， 这时，当样本点问 ， y， )

被正确分类时，损失是 0，否则损失是 -y，(w.乓 +b) 相比之下，合页损失函数
不仅要分类正确，而且确信度足够高时损失才是 O. 也就是说，合页损失画数对

学习有更高的要求，

7.3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与核函数

对解线性分类问题，线性分类支持向量机是 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但是，有

时分类问题是非线性的，这时可以使用非线性支持向量机本节叙述非线性支持
向盘机，其主要特点是利用核技巧 (kemel trick) 为此，先要介绍核技巧，核技

巧不仅应用于支持向量机，而且应用于其他统计学习问题

7.3,1 核技巧

1 非线性分类问题

非线性分类问题是指通过利用非线性模型才能很好地进行分类的问题.先看
一个例子如 7.7左图，是个分类问题，图中表示正实例点‘x" 表示负

实例点.由图可见，无法用直线〈线性模型)将正负实例正确分开，但可以用一
条椭圆曲线〈非线性模型)将它们正确分开

~般来说， 对给定的一个训练数据集 T={饵，川，问 ， y，)， ... . (X..yN)}. 其中，
实例 x， 属于输入空间 ， x， εX=R'，对应的标记有两类y， eY={-l， +I) ， i=l, 

2，''' ， N . 如果能用r中的~个超曲面将正负例正确分开，则称这个问题为非线
性可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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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

~" 

到"

国 7.7 非蝇性分类问题与核技巧示例

非线性问题往往不好求解，所以希望能用解线性分类问题的方法解决这个问

题所采取的方法是进行一个非线性变换，将非线性问题变换为线性问题，通过解

变换后的线性问题的方法求解原来的非线性问题.对图 7 .7 所示的例于，通过变

换，将左图中椭圆变换成右图中的直线，将非线性分类问题变换为线性分类问题

设原空间为XcR1.x=(x例， X(l))τeX.新空间为Zc R1.z=(z(飞 z山)τeZ.

定义从原空间到新空间的变换〈映射)

z = Ø(X) = ((X" ))' .(X'勾)')'

经过变换 z =Ø(功，原空间 XcR1变换为新空间 ZcR2 ，原空间中的点相应地

变换为新空间中的点，原空间中的椭圆

叫 (X{I})2 + W
2 
(X{1})2 + b = 0 

变换成为新空间中的直线

W,Z(I) +W2Z由 +b=O

在变换后的新空间里，直线叫Z(I) + W 2Z (2) + b = 0可以将变换后的正负实例点正确
分开 这样， 原空间的非线性可分问题就变成了新空间的线性可分问题.

上面的例子说明，用线性分类方法求解非线性分类问题分为两步·首先使用

→个变换将原空间的数据映射到新空间: 然后在新空间里用线性分类学习方法从

训练数据中学习分类模型核技巧就属于这样的方法

核技巧应用到支持向量机，其基本想法就是通过一个非线性变换将输入空间

(欧氏空间 R"或离散集合)对应于一个特征空间(希尔伯特空间 1t ).使得在输

入空间 R' 中的超曲面模型对应于特征空间旧中的超平面模型〈支持向量机)这
样.分类问题的学习任务通过在特征空间中求解线性支持向量机就可以完成，

2 核函数的定义

定义 7.6 (核函鼓) 设X是输入空间(欧氏空间 R"的子集或离散集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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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对为特征空间(希尔伯特空间)，如果存在一个从X }lJ 对的映射

Ø(x):X •1{ (7.65) 

使得对所有几zeX. 函数K(x，z) 满足矗件

K(x, z) = Ø(x).φ(z) (7.66) 

则称K(x， z) 为核函数，枫叶为映射函数，式中 Ø(x)'Ø(z) 为 Ø(x)和 φ(z) 的内积

核技巧的想法是，在学习与预测中只定义核函数K(x， z) ， 而不显式地定义映
射函数φ 。 通常，直接计算K(x， z) 比较容易，而通过φ(x) 和 φ(z) 计算K仪， z) 并
不容易-注意， φ是输入空间 R"到特征空间刊的映射，特征空间对 一般是高维

的，甚至是无穷维的 可以看到，对于给定的核K(x， z) ，特征空间对和映射函

数φ 的取法并不唯- 可以取不同的特征空间，即使是在同-特征空间里也可以
取不同的映射.

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核函数和映射函数的关系.

例 7.3 假设输入空间是旨，核函数是 K(x， z) = (x.z)' ， 试找出其相关的特

征空间对和映射Ø(x): R' →对 .

解取特征雪间对=R' ， iG x=(x啊， X(2 1 )T. Z = (z{l) ， z(勺，由于

(X . Z)2 = (X(]lz (ll +X(2)Z(2))2 ;:: (X(llz(勺2 + 2x(与〈与(2)Z(2) + (X(21Z(11)2 

所以可以取映射

φ(x) = ((X">)' ，.J2x'"户， (x问)')'

容易验证 Ø(x) 'Ø(z) = (X'Z)' =K(x ,z) 

仍取 1t = R3 以及

州寸川-仰，川到(川x

同样有￠圳(x呻) .ø叭(z叶)=(x.z斗)' = K(x， z功).
还可以取衍=R4和

Ø(x) = ((x川)2， x(与{纱 ， X(l)X(2) .(X(2))2 )T • 

3 核技巧在直持向量机申的应用

我们注意到在线性支持向盘机的对偶问题中 ， 无论是目标函数还是决策函数

(分离超平面)都只涉及输入实例与实例之间的内积 在对偶问题的目标函数

(7.37) 中的内积牛马可以用核函数K饵 ， x，) = Ø(X， ) 'Ø(X，) 来代替此时对偶问题
的目标函数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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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N N 

W(.α)=;ZZGF川

同样，分类决策函数中的内积也可以用核函数代替，而分类决策函数式成为

f航飞 f 凡 、

f(x) =signl La;y，Ø(x， )'Ø(x)+ 扩 I=signl La;y，K(鸟 ， x)+b' l (7.68) 

这等价于经过映射函数φ将原来的输入空间严换到一个新的特征空间，将输

入空间中的内积 Xj'XJ 变换为特征空间中的内积 Ø(x，).Ø(xj ). 在新的特征空间里
从训练样本中学习线性支持向量机当映射函数是非线性函数时，学习到的青有

核画数的支持向量机是非线性分类模型.

也就是说，在核函数K(x， z) 给定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解线性分类问题的方法

求解非线性分类问题的支持向量机学习是隐式地在特征空间进行的，不需要显

式地定义特征空间和映射函数.这样的技巧称为核技巧，它是巧妙地利用线性分

类学习方法与核函数解决非线性问题的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依赖领域知识

直接选择核函数，核黯数选择的有效性需要通过实验验证.

7.3.2 正定核

己知映射函数 ø ，可以通过 Ø(x)和 Ø(z) 的内积求得核函数 K(x，均 不用构造

映射 Ø(功能否直接判断一个给定的函数 K(x， z) 是不是核函数?或者说，函数

K(x， z) 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成为核函数9

本节叙述正定核的充要矗件 通常所说的核函数就是正定核函数忡。但饥ve

defmite kemel fu皿tion). 为证明此定理先介绍有关的预备知识

假设K(x， z) 是定义在 XxX上的对称函数，并且对任意的码，岛 ， .. .. x"'eX.

K(x， z) 关于码 ， x2 ， ...x，俐的 Gram 矩阵是半正定的可以依据函数 K(x， z) ，构成

个希尔伯特空间(H曲目叩ace)，其步骤是·首先定义映射￠并构成向量壁间 5 ，

然后在S上定义内积构成内积空间，最后将5完备化构成希尔伯特空间

1 定义映射，构成向量空间 S

先定义映射

ø:x• K(. ,x) (7.69) 

根据这一映射，对任意XjE X. <<, E R. i =1， 2，. ...m. 定义线性组合

f卜)=艺a，K(. ， x，) (7.70) 

考虑由线性组合为元素的集合S 由于集合S对加法和数乘运算是封闭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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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构成一个向量空间.

2 在3上定义内积， 使其成为内积空间

在3上定义一个运算. ，对任意 f， gεS ，

f(伊 L;a，K("x，)

g(')= L;ßJK("zJ) 

定义运算'

119 

(7.71) 

(7.72) 

f'g.主主α;ßß(x"Zj) (7 均

证明运算*是空间 S 的内积 为此要证

(1) (cf)'g=cU'g) , ce R 

( 2) (f+g)'h=f时 +g叶 ， heS 

(3) f.g=g'f 

(4) f' f'主 0 ，

(7.74) 

(7.75) 

(7.76) 
(7.77) 

f'f=O件 f=O (7 .78) 

其中， (1)-(3) 囱式 (7.70) -式 (7.72) 及K衍， Z) 的对称性容易得到.现证 件)
之式 (7.77) 由式 (7.70) 及式 (7.73) 可得3

f>f= L;α』α川X{.Xj )
I.J- l 

由 Gram矩阵的半正定性知上式右端非负，即 f> f :;" O

再证 (4) 之式 (7.78). 充分性显然 为证必要性，首先证明不等式z

I f斗「运U>刀(g>g)

设f， gεS ， ..l eR ，则 f+ ..lgeS ， 于是，

U+ λg)叫f+ ..lg) 善。

户 f+2λU> g)+ ..l'(g' g):;" 0 

其左端是λ 的二次三项式， 非负 ， 其;如j卸j式小于等于 0， &P 

U.g)' -U> f)(g'g) 运。

于是式 (7.79) 得证现证若f事 f=O ， 则 f=O 事实上，若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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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 2:a;K( " x,) 

则按运算*的定义式 (7.73) ，对任意的 xeX. 有

K(. ，均 *f=艺a，K(x，x， ) = f(x) 

于是，

1 f(x) l'斗 K(. ， x)* f~ 

由式 (7.79) 和式 (7.77) 有

IK( . ，功* 11'运 (K(. ， x)*K(. ， x))(f' f)= K(x ,x)(f' f) 

由式 (7.80) 有

I /(x)l'罢王 K(x， x)(f' 1) 

此式表明，当f事 f=O时，对任意的x都有 1 f(x )l = 0 

(7.80) 

至此， 证明了布为向最空间 S 的内积.赋予内积的向量空间为内积空间.因

此S是一个内权空问 既然，为 3的内积运算，那么仍然用.表示， 即若

1(.)= 2:a ,K(. ,x,), g(.)= 2:ß.川"Zj )

则

1 .g= 2:2:a,ßjK(x"zJ) (7.81) 

3 将内积空间3完备化为希尔伯特空间

现在将内积空间S完备化，由式(7.81) 定义的内积可以得到范数

11 / 11 =疗歹 (7.82) 

因此， S 是个赋范向量空间根据泛函分析理论，对于不完备的赋范向最空间S ，

一定可以使之完备化，得到完晶的赋范向量空间坷 -个内积空间，当作为一个

赋范向量空间是完备的时候， 就是希尔伯特空间。这样，就得到了希尔伯特空
间衍

这一希尔伯特空间饵称为再生核希尔伯特空间 (reprodu口ng kernel Hi1bert 

space , RKHS) 这是由于核K具有再生性，即满足

K(. ,x) ' I=f(x) (7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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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K(. ,x).K(. ,z)=K(x,z) (7.84) 

称为再生核.

4. lE定核的充要条件

定理 7.5 (正定攘的秃要条件) 设K:XxX→ R是对称函数，且tlK(x，均为正

定核函数的充要条件是对任意X1EX. 庐山，...，m ， K(x， z) 对应的臼田n矩阵·

K=[K屿 ， Xj )J时 (7.85) 

是半正定矩阵，

证明 必要性.由于K阳， z) 是XxX上的正定核，所以存在从r到希尔伯特

空间坷的映射φ ，使得

K衍， z)=Ø(x)'Ø(z)

于是，对任意乓.x2 .....x...' 构造 K(x， z) 关于码 .x2 ， ...x，酬的 G由也矩阵

[K,l.,. =[K(鸟 ， xj)l.~

对任意 C\. e，.，"'， C"， εR ，有

LCjcjK(XjρX归 LC，Cj(Ø(x，卜 Ø(xj ))
I,}=I 1,/ - 1 

如你，悄巧，叶
表明 K(x， z) 关于抖.xl' ....x'" 的 Gram 矩阵是半正定的

充分性己知对称函数K(x， z) 对任意码，岛，...， x. e X , K(x， z) 关于 x" 引 .... .x俐

的Gram矩阵是半正定的.根据前面的结果，对给定的 K(x，功，可以构造从X到

某个希尔伯特空间坷的映射

币 x→ K(. ， x) (7.86) 

由式 (7.83) 可知，
K(. ,x).f=f(x) 

并且

K(. ,x).K( .,Z)= K(x,z) 

由式 (7.86) 即得

K(x， z) =φ(x)'Ø(z) 

表明 K(x， z) 是XxX上的核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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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给出了正定核的充要条件，因此可以作为正定核， 即核函数的另一定义

定义 7.7 (正定楼的等价定义) 设X c R" , K(x， z) 是定义在XxX上的对称

函数，如果对任意引 eX， ì=1,2,...,m. K巾，z) 对应的 Gl1lm 矩阵

K=[K屿， xJ)J.叫 (7.87)

是半正定矩阵，则称K(x， z) 是正定核

这一定义在构造核函数时很有用但对于一个具体函数K(x， z) 来说，检验它

是否为正定核函数并不容易，因为要求对任意有限输入集饵 .xl.... ， x"'} 验证K对

应的 Gram矩阵是否为半E定的 在实际问题中往往应用己有的核函数另外，

由 Mercer定理可以得到 Mercer 核 (M町cer Kemel) ( J日，正定核比 Mercer核更具

一般性. 下面介绍些常用的核函数

7.3.3 常用核函数

1. ;;项式核函数( polynomial kernel func\ion ) 

K(x,z) = (x.z+1)' (7.88) 

对应的支持向量机是一个p次多项式分类器在此情形下，分类决策函数成为

，.、

!(x)=signl 2:a;y,(x,.x+1)' +b'l (7.89) 

2 高斯核函数( Gaussian kernel function) 

( IIx-zll' 1 
K(x,z) = expl 气，，~" I (7.90) 

对应的支持向量机是高斯径向基函数 (radial basis function) 分类器在此情形下，
分类决策函数成为

川gn(ta;λ叶与t)+b'J (7.91) 

3 字符串核函数( string kernel function ) 

核函数不仅可以定且在欧氏空间上，还可以定义在离散数据的集合上比如，
字符串核是定义在字符串集合上的核函数，字符串核函数在文本分类、信息检索、
生物信息学等方面都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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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个有限字符表 I. 字符串 s是从Z 中取出的有限个字符的序列，包括

空字符串 字符串 s 的长度用 Isl表示，它的元素记作 s(l)s(2)...s(l s 1) 两个字符

串 s和 t 的连接记作 st . 所有长度为 n的字符串的集合记作r，所有字符串的集

合记作I" =UI' . 
考虑字符串 s 的于串 u 给定一个指标序列 i=(句 ， 11 .. .. ， ι， )， 1 理;; i< 乌〈

<i，.，'司 s l . s 的于串定义为 u = s(i) = s(i)s(i， )...s(如)，其长度记作 I(i) = i，.， - i+ 1.如

果 E 是连续的，则 I(i) 斗 u l ， 否则 ， /(i)'叶 叫·

假设S是*度大于或等于n字符串的集合， s是 S 的元素.现在建立字符串

集合SiU特征空间凡 =RE" 的映射民(s) . R'" 表示定义在r上的实数空间，其

每一维对应一个字符串 ueI" • 映射 ø.(S) 将字符串 s对应于空间 RE侧的一个向量，

其在 u 维上的取值为

I在 (S)]. = L À.'川
.:.o {I)-也

(7.92) 

这里 ， 0 < ，1 <;;1 是一个衰减参数， /(i)表示字符串 t 的长度，求和在s 中所有与U相
同的于串上进行

例如，假设Z为英文字符集， n 为 3 ， S 为*度大于或等于 3 的字符串的集合

考虑将字符集S映射到特征空间 H， 矶的~维对应于字符串 asd。这时， 字

符串 "N嗣d吨" 与 (' lass d田"在这一维上的值分别是[鸭(Nasdaq)]耐=.，1_l和

[鸭(1回归das)].." = U' (口为空格〉在第 l 个字符串里， asd 是连续的于串 在

第 2个字符串里，由d是长度为 5 的不连续于串，共出现 2 次.

两个字符串 s和，上的字符串核函数是基于映射也的特征空间中的内积2

ι (s， t) = L [ø. (s)]. [ø. (t) l. = L L ，1"切川 (7.93) 
隔L" ....r(l.ρ叫纱，，(1)町

字符串核函数 k.(s， t) 给出了字符串 s 和Jt 中*度等于n 的所有于串组成的特征向

的余弦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 ) 直观上，两个字符串相同的于串越多，它们

就越相似，字符申核函数的值就越大字符串核函数可以自动态规划快速地计算

7.3.4 非线性支持向量分类机

如上所述，利用核技巧，可以将线性分类的学习方法应用到非线性分类问题

中去.将线性支持向盘机扩展到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只需将线性支持向盘机对偶
形式中的内积换成核函数

定义 7.8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从非线性分类训练集，通过核函数与软间隔

最大化，或凸二次规划 (7.95) -(7.97) ，学习得到的分类决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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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 飞

f (x) =创gn l L.a;y，K(x，引 ) + b' I (7.94) 

称为非线性支持向量， K(x， z) 是正定核函数.

下面叙述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算法

算法 7，4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 T ={帆 ，y， )，问 ，y， )，… ， (XN ' YN忡，其中鸟εX=RIr ， Y/ E 
Y = {- I,+ I) , i =I,2,. .., N: 

输出 ， 分类决策函数

(1)选取适当的核函数K(x， z) 和适当的参数 C，构造井求解最优化问题

m j￡Zqmy州

5.1 艺α俨o (7 蚓

o ~a，. 运 C ， i= I,2"" ,N (7.97) 

求得最优解a' = (，叫，α.; ， α，~)T

( 2 ) 选择α· 的一个正分量。〈α~ <C ， 计算
N 

b' =Yj - L.叫y，K(矶 ， xj )

(3)构造决策画数=

fhhsap(ZMX Xt叫 ·
当K(x， z) 是正定核函数时， 问题 (7.95) - (7 .97) 是凸二次规划问题， 解是存在的.

7.4 序列最小最优化算法

本节讨论支持向量机学习的实现问题e 我们知道， 支持向量机的学习问题可

以形式化为求解凸二次规划问题这样的凸二次规划问题具有全局最优解，并且

有许多最优化算法可以用于这一问题的求解但是当训练样本容量很大时， 这些
算法往往变得非常低效，以致无法使用 所以，如何高效地实现支持向量机学习

就成为 个重要的问题 目前人们己提出许多快速实现算法.本节讲述其中的序
列最小最优化 Csequential minimal optimization . SMO) 算法，这种算法 1998 年
由 Platt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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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 算法要解如下凸二次规划的对偶问题.

mm j拉响川ω)兰α， σ98) 

5.1 主a，Y， =0 (7蚓

O";a, ";C , i=1,2,"',N (7.1∞) 

在这个问题中，变量是拉格朗日乘子，一个变量α，对应于一个样本点 (x"y， ) ，变

量的总数等于训练样本容量 N.

SMO 算法是一种启发式算法，其基本思路是:如果所有变量的解都满足此

最优化问题的 KKT条件 ( Karu5h-Kuhn-Tuck町 conditions)，那么这个最优化问题
的解就得到了 因为 KKT 条件是该最优化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否则，选择两

个变量，固定其他变量，针对这两个变量构建一个二次规划问题.这个二次规划

问题关于这两个变量的解应该更接近原始二次规划问题的解， 因为这会使得原始
二次规划问题的目标函数值变得更小重要的是，这时于问题可以通过解析方法

求解，这样就可以太大提高整个算法的计算速度子问题有两个变量， 一个是违

反 KKT条件最严重的那→个， 另一个由约束条件自动确定.如此， SMO算法将
原问题不断分解为子问题并对于问题求解，进而达到求解原问题的目的

注意， 子问题的两个变量中只有一个是自由变量。假设叫，吨为两个变量，
鸣，吨 ，... ， aN固定，那么由等式约束 (7.99) 可知

a\ '= -y\艺a" Yi

如果吗确定，那么叫也随之确定.所以子问题中同时更新两个变量，

整个 SMO 算法包括两个部分2 求解两个变量二次规划的解析方法和选择变
量的启发式方法

7.4.1 两个变量二次规划的求解方法

不失一般性，假设选择的两个变量是叫，鸣，其他变量呵。 =3， 4，"'，的是固
定的， 于是 SMO 的最优化问题 (7.98) - (7.1 00) 的子问题可以写成z

E照1哇变 W叫(归伺α叫1υJ尚，a，σ呜时'，)叶)
N N 

-(叫 +α与) + y1a\ L，y/a，凡 + Y2a2 L y/a/KI2 (7.101)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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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ι叫a ν凡川

N

z
闯

hy 
n『

+ VJ q t s 
(7.102) 

O ~ ai~C ， ;=1,2 (7. 103) 

其中 • K， =K饵 .x).i.j=I.2.... .N . ç是常数，目标函数式 (7.101) 中省略了不

含叫，鸣的常数项

为了求解两个变量的二次规划问题 (7.1 01) - (7.10坷，首先分析约束条件，然

后在此约束条抖下求极小，

由于只有两个变盘问'<<2)' 约束可以用三维空间中的图形表示〈如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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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7.8 二变量优化问题图示

不等式约束 (7.103) 使得饵，鸟)在盒子 [O.CJx[O.CJ 内，等式约束 (7.102) 使

(叫，吨)在平行于盒子 [O.C]x[O.C] 的对角钱的直线上 因此要求的是目标函数在

一条丰行于对角线的钱段上的最优值这使得两个变量的最优化问题成为实质上

的单变量的最优化问题，不妨考虑为变量鸟的最优化问题

假设问题 (7.101)-σ103) 的初始可行解为a;'".a;". 最优解为可-可仰， 并
且假设在沿着约束方向未经剪辑时鸟的最优解为4何.-

由于α产需满足不等式约束 (7.10月，所以最优值α广的取值范国必须满足
条件

L 罢王α，主主 H

其中 • L 与 H 是α产所在的对角线段端点的界 如果 Y1 *Y2 (如图 7 .8 左困所
示).则

L=m田(0.α~~- a;'勺 • H=rnin(C.C+αfM-α~1d) 

如果 Yl =Y2 (如图 7.8 右图所示).则

L=m皿(0.<万;随 +a;'" - C). H=rnin(C.a;"+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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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首先求沿着约束方向未经剪辑即未考虑不等式约束 (7.103) 时码的最

优解 α';"".四:然后再求剪辑后吨的解叫"我们用定理来叙述这个结果.为了叙

述简单，记

) MW -7
' 

( 
，
。

+ ) x xf { K Vd q N
T
L宫

= ) x ( oe 

令

E， = g川 =(主吼叫)+才几 i== 1. 2 川)
当 i=1， 2 时 ， E， 为函数 g(x)对输入 X， 的预测值与真实输出 y，之差.

定理 7.6 最优化问题 (7. 101) ~ (7.103) 沿着约束方向未经剪辑时的解是

y，(矿，、
伊晒=可+474 (7则

其中，

布 =Ku +K22 -2几=怡的) - <I>(x,)II' (7.107) 

φ(x) 是输入壁问到特征空间的映射• E" i=l， 2. 由式 (7.105) 给出

经剪辑后鸣的解是

I H， αfw用 >H

叫制={得倒皿 ， L ζ叫盹皿运H

IL， 叫H皿 <L

(7.108) 

由得"求得叫酬是

叫阳= a.oId + Y1Y2 (G俨 a;"'") (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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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函数可写成

W(M)=jkd卡d叫K"帆
-(a1 + σ'2)+YI川a1 +Y2飞α" (7.110) 

由叫y， =ç-龟y， 及l=l ， 可将 αl表示为

a j =(Ç - Ylα'l)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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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入式 (7.110) ，得到只是龟的函数的目标函数

对吗求导数

问)卡l(ç-azyz叫时+的(ç-a，y，)龟
-(ç-aZY2)YI - α~l +η (ç-a，与Y2)+Y2V2乌

aw 
τ~=Kll呜 +K.na..与 -2K11αzv_, 

-Kut;Yl + Kl2 ÇyZ + YIY2 -1-vIY~ + Y2 \o'2 

令其为 0，得到

(KII + K 21 - 2K12J叫 = Y2(Y: - y\ +çKu -ÇK11 +吨-\12)

可'[Y'-Y' +码:吁非(阶机ζJ -b) 
卡的中鸟K'J -b J] 

将 ç=叫。l<I y1 +得"y，代入，得到

(Ku +K12 -2几时…= Y2 ((K11 +K12 -2K1Z )a;ld yz + Y2 - y\ +g(.毛)寸的))

=(KIl +Kll-2KI1>α~:O + YZ(El -E2) 

将可=KII+K21- 2KI1代入，于是得到

俨4斗且
要使其满足不等式约束必须将其限制在区间 [L， H] 内，从而得到叫"的表达

式 (7.108) .由等式约束 (7.1归)，得到咛"的表达式 (7.1 09) .于是得到最优化问

题 (7.101) - (7.103) 的解(砰-得-)

7.4.2 变量的选择方法

SMO算法在每个于问题中选择两个变量优化，其中至少-个变量是违反 KKT

条件的

1 第 1 个变量的选择

SMO 称选择第 1 个变量的过程为外层循环 外层循环在训练样本中选取违

反 KKT 条件最严重的样本点，并将其对应的变量作为第 1 个变量 具体地，检

验训练样本点饵， y，)是否满足 KKT 条件，即

<<1 =O<:=> Ylg(xl)~1 (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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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C仲 y，g(x， )~1 (7.112) 

aj=C<=珍 y，g(x， )<;;1 (7.113) 

其中 • g(x，)~立即川Xj ， x} )+b

该检验是在ε范围内进行的.在检验过程中，外层循环首先遍历所有满足条

件。〈叫 <C 的样本点，即在间隔边界上的支持向盘点，检验它们是否满足 KKT

条件如果这些样本点都满足 KKT 条件，那么遍历整个训练集，检验它们是否
满足 KKT 条件.

2 第 2个变量的选择

SMO称选择第 2个变量的过程为内层循环.假设在外层循环中已经找到第 1

个变量叫，现在要在内层循环中找第 2 个变量呜 第 2 个变量选择的标准是希望
能使龟有足够大的变化.

由式 (7. 1 06)和式 (7.108) 可知，咛"是依赖于|鸟 -E， I 的，为了加快计算速

度，一种简单的做法是选择龟，使其对应的|鸟 -E， I 最大.因为q 己定，码也确
定了.如果 E， 是正的，那么选择最小的 E，作为鸟，如果 E， 是负的，那么选择最
大的 E，作为且 为了节省计算时间，将所有 E，m保存在-个列表中.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内层循环通过以上方法选择的鸣不能使目标函数有足够

的下降，那么采用以下启发式规则继续选择吨·遍历在伺隔边界上的支持向量点，
依次将其对应的变量作为吗试用，直到目标函数有足够的下降若找不到合适的
α" 那么遍历训练数据集s 若仍找不到合适的龟，则放弃第 I 个呵，再通过外层
循环寻求另外的q

3 计算阉值b和差值E，

在每次完成两个变量的优化后，都要重新计算阑值b 当 0<时-<C时， 由
KKT 条件 (7.112) 可知z

月
-b + K 

且
q 

NZ
M 

于是，
N 

q'_ ~月 -~aIYIKn -叫-yLKII -可'y，K" (7.114) 

由 E， 的定义式 (7.105) 有

鸟=主α:/y/K11 +~YIKll 叫Idy儿 +bOId _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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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7.114) 的前两项可写成

Y，兰a;ylKi1 = -E1 叩盯K"叫M从， +俨
'''' 

代入式 (7.114) ，可得

，可o:w =-E1 - YIKII(a;'"'-α:1d )-yzK川α俨 -α~')+b'. (7.115) 

同样，如果。〈得ew <C ， 那么，

h,_rJeW =-E1- Y1Kll(叫- -a;'Id) - Y2KU(叫..... _a;ld)+ bold (7.116) 

如果可仰，ιr;'" 同时满足条件。〈α'，'咱 <C ， i=l， 2. 那么鸟11lCW =b;=' 如果

砰-得w是0 或者C ，那么鸟-和b;- 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都是符合 KKT 条件的阑

值，这时选择它们的中点作为 b-

在每次完成两个变量的优化之后，还必须更新对应的 E，值， 并将它们保存在

列表中 . E，值的更新要用f<Jb耐值，以及所有支持向量对应的α"

E产 =Ly卢川xpx， )+b- - y, (7.117) 

其中， s 是所有支持向量冉的集合

7,4.3 SMO 算法

篝法 7.5 (SMO算法)

输入z 训练数据集 T={(x"y，)，帆 'y2).....(XN ' yN刀，其中，码 eX=R" ， YiE 

Y={-I,+I) , i=I， 2，... ， N ， 精度 e ，

输出=近似解d

(1)取初值01" =0 ，令 k=O ，

(2) 选取优化变量旷"功的，解析求解两个变量的最优化问题 (7. 101) -

(7.103) ，求得最优解αi川，αi川，更新α为 01叫;

(3)若在精度ε范围内满足停机最件
N 

LU/Y,=O 

O ~al ~王 C ， i=I,2,.. .,N 

1;片， (x, la, =0) 

y， .g(鸟)= {= 1 ， {x， IO<α; <C} 

l运 1，以|叫=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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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g(X， )= LαjyjK(x.川'，)+b

则转 (4) ，否则~k=k+]' 转。) ，

(4) 取â=æi+l) . 
本章概要

l.支持向量机最简单的情况是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或硬间隔支持向量

机构建它的是件是训练数据线性可分其学习策略是最大间隔法可以表示为

凸二次规划问题，其原始届优化问题为

Tjl叶2

S.t. y[(w.xj +b) -l;;:O , i=l,2,"',N 

求得最优化问题的解为 w' ， b' ， 得到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分离超平面是

w' ， x+扩 =0

分类决策函数是

f(x) = sign(w' , x+b') 

最大间隔法中，函数间隔与儿何间隔是重要的概念.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最优解存在且唯一 位于间隔边界上的实例点为支持
向量最优分离超平面由支持向盘完全决定.

二次规划问题的对偶问题是

α
t
 

N
T』M

X M 
均λ

 
田丁

q 
NT
'-Mm 

N

E
时

1
-2 n m 

A
υ
 

A q 
NE
M 
α，主 O. i=I.2.....N 

通常，通过求解对偶问题学习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即首先求解对偶问题的
最优值矿 ， 然后求最优值旷和扩，得出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

2. 现实中训练数据是线性可分的情形较少，训练数据往往是近似线性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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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时使用线性支持向量机，或软间隔支持向量机线性支持向盘机是最基本

的支持向量机

对于噪声或例外，通过引入松弛变量ç， .使其"可分气得到线性支持向量

机学习的凸二次规划问题，其原始最优化问题是

鸭 ~II叫气 c主ç，
....... /..1 

S.t. y，(w ， x， +b)~l- ç" i=1.2.... ,N 

￡主 O. i=I.2.... .N 

求解原始最优化问题的解旷，扩，得到线性支持向量机，其分离超平面为

w..x+b" =0 

分类决策函数为

f(x) = sign(w' .x+扩)

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解旷唯一但扩不唯一

对偶问题是

m jzzqmYJ(码马)-~aj

S.t 主a/y/=O

O~al::;:;;C ， i=1.2,....N 

线性支持向量机的对偶学习算法，首先求解对偶问题得到最优解矿，然后求
原始问题最优解旷和扩，得出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

对偶问题的解矿中满足a; >0 的实例点 X，称为支持向量支持向量可在间隔
边界上，也可在间隔边界与分离超平面之间，或者在分离超平面误分一侧最优
分离超平面由支持向量完全决定.

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等价于最小化二阶范数正则化的合页函数

艺[l-y， (w们的L +Â llwll' 

3. 非线性支持向量机

对于输入空间中的非线性分类问题，可以通过非线性变换将它转化为某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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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征空间中的线性分类问题，在高维特征空间中学习线性支持向量机.由于在

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的对偶问题里，目标函数和分类决策函数都只涉及实例与实

例之间的内积，所以不需要显式地指定非线性变换，而是用核函数来替换当中的

内积核函数表示，通过一个非线性转换后的两个实例间的内积具体地， K(x,z) 

是一个核函数，或E定核， 意味着存在个从输入空间Z到特征空间归的映射

Ø(x):X→坷，对任意 X， ZE X. 有

K(x,z) = Ø(x) 'Ø(z) 

对称函数 K(x， z) 为正定核的充要条件如下对任意 x， ε X. i=I.2.... ， m. 任意正

整数m ， 对称函数 K(x， z) 对应的Gram矩阵是半E定的

所以，在线性支持向量机学习的对偶问题中，用核函数K(x， z) 替代内积，求
解得到的就是非线性支持向盘机

4. SMO 算法

, N 、

!(x)=signl ~a;'y，K(x，x， )+扩 l

SMO 算法是支持向量机学习的一种快速算法，其特点是不断地将原二次规

划问题分解为只有两个变量的二次规划于问题，并对于问题进行解析求解，直到
所有变量满足 KKT 条件为止这样通过启发式的方法得到原二次规划问题的最

优解 因为子问题有解析解.所以每次计算于问题都很快，虽然计算子问题次数
很事，但在总体上还是高效的。

继续阅读

线性支持向量机〈软间隔〉由 Cort目与飞fapnik 提出I!J同时. Boser, Guyon 与
Vapnik 又引入核技巧，提出非线性支持向量机[2) Drock町等人将其扩展到支持

向量回归{31. Vapnik Vladimir 在他的统计学习理论问书中对支持向量机的泛化
能力进行了论述

Pla忧提出了支持向量机的快速学习算法 SMO(~I ， Joachims 实现的 SVMLight ，
以及 Cbang 与 Lin 实现的 LlBSVM 软件包被广泛使用 .，

原始的支持向盘机是二类分类模型，又被推广到多类分类支持向量机[6， 71，以

及用于结构预测的结构支持向量机1'1

关于支持向最机的文献很多支持向量机的介绍可参照文献[9~12J 核方法

@SVML啦"h即ν'/5VlJ世啦比J侃chim~.orgl. LIBSVM, http://www.c海旧tu.cdu.tw/唱:j!inIlibsvr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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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比支持向量机更具-般性的机器学习方法核方法的介绍可参考文献

[13~151. 

习题

1.1 比较感知机的对偶形式与线性可分支持向量机的对偶形式.

1.2 己知正例点 x， =(1,2)', x, =(2， 3)飞 x， =(3， 3)' ， 负例点岛 =(2， 1)' ， x, =(3,2)' , 
试求最大间隔分离超平面和分类决策函数，并在图上画出分离超平面、间隔

边界及支持向盘

1.3 线性支持向量机还可以定义为以下形式

N 

~i，~ ~ ll w ll2 +C~ç/ 

S. t. Yi(W.码 +b)"'I- ç" i=I,2"" , N 

ç, '吨. i=1.2,... .N 

试求其对偶形式

1.4 证明内帜的正整数幕函数·

K(x,z) = (x . z)' 

是正定核函数，这里P是E整数 • X， ZεR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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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章 提升方法

提升 (boosting) 方法是一种常用的统计学习方法， 应用广泛且有效.在分
类问题中，它通过改变训练样本的权重，学习多个分类器，并将这些分类器进行
线性组合，提高分类的性能

本章首先介绍提升方法的思路和代表性的提升算法A也B∞5t; 然后通过训练
误差分析探讨 AdaBoost 为什么能够提高学习精度:并且从前向分步加法模型的
角度解释 AdaBoost; 最后叙述提升方法更具体的实例一一提升树 (boosting
tree). A也Boost 算法是 1995 年由 Freund 和 Scbapire 提出的，提升树是 20∞年
由 Friedman 等人提出的.

8.1 提升方法 AdaBoost 算法

8.1.1 提升方法的基本思路

提升方法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对于一个复杂任务来说，将多个专家的判断进
行适当的综合所得出的判断，要比其中任何~个专家单独的判断好实际上， 就
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道理。

历史上， Ke町田 和 Valiant 首先提出了"强可学习 ( stronglyl臼rnable)" 和"弱
可学习 (we血ly learnable )"的概念.指出 2 在概率近似正确 ( probablyapprox:imately
correct. PAC ) 学习的框架中 -个概念〈一个类)，如果存在-个多项式的学习
算法能够学习它，并且正确率很高，那么就称这个概念是强可学习的 个概念，
如果存在一个多项式的学习算法能够学习它，学习的正确率仅比随机猜测略好， 那
么就称这个概念是弱可学习的.非常有趣的是 Schapire 后来证明强可学习与弱可
学习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在 PAC 学习的框架下， 个概念是强可学习的充分
必要条件是这个概念是弱可学习的

这样一来，问题便成为，在学习中 ， 如果已经发现了"弱学习算法..那么
能否将它提升 ( b时st ) 为"强学习算法" 大家知道，发现弱学习算法通常要比

发现强学习算法容易得多那么如何具体实施提升，便成为开发提升方法时所要
解决的问题 关于提升方法的研究很事，有很多算法被提出 最具代表性的是
AdaB∞st 算法 (AdaB∞st algorithm) 

对于分类问题而言， 给定一个训练样本集，求比较粗糙的分类规则(弱分类
器〉要比求精确的分类规则 〔强分类棒〉容易得多.提升方法就是从弱学习算法
出发，反复学习，得到一系列弱分类器〈又称为基本分类器)，然后组合这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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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器，构成一个强分类器，大多数的提升方法都是改变训练数据的概率分布〈训

练数据的权值分布)，针对不同的训练数据分布调用弱学习算法学习一系列弱分

类器.

这样，对提升方法来说，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s 一是在每一轮如何改变训练

数据的权值或概率分布: 二是如何将弱分类器组合成一个强分类器关于第 1 个

问题， A由且∞sl 的做法是，提高那些被前一轮弱分类器错误分类样本的权值，而

降低那些被正确分类样本的权值。这样 来，那些没有得到正确分类的数据，由

于其权值的加大而受到后一轮的弱分类器的更大关注于是，分类问题被一系列

的弱分类器"分而治之至于第 2 个问题，即弱分类器的组合， AdaBoost 采取

加权多数表决的方法具体地，加大分类误差率小的弱分类棒的权值，使其在表

决中起较大的作用，减小分类误差率大的弱分类器的权值，使其在表决中起较小

的作用.

AdaBoost 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将这些想法自然且有效地实现在一种算法里

8.1.2 AdaBoost 算法

现在叙述 AdaBoost 算法假设给定一个二类分类的训练数据集

T={(x"y，)，(毛，且)，"、(冉 'YH)}

其中，每个样本点由实例与标记组成， 实例鸟 εX<:; R" ，标记y， ε Y={-I， +I) , 

X是实例空间 ， y是标记集合. AdaBoost 利用以下算法，从训练数据中学习一

系列弱分类器或基本分类器，并将这些弱分类椿线性组合成为一个强分类器

算法 8.1 (AdaBoost) 

输入训练数据集T={(x"y， )，的 ， yZ)....'(XN'yN刀，其中鸟 EX~R" ， Y/E 

Y={-I， +I) ，弱学习算法:

输出 ， 最终分类器 G(x).

(1)初始化训练数据的权值分布

D1 =(WI 1'''''叫j> .叫山叫寸 ， i=I ,2,"',N 

(2) 对 m =I， 2，".，M

(.)使用具有权值分布D俐的训练数据集学习，得到基本分类器

G.(x):X •• 1,+1) 

(b) 计算 G.(x)在训练数据集上的分类误差率
N 

e. = P(G.(x,) " y,) = L w./(G.(x，) 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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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计算 G.(x) 的系数

这里的对数是自然对数

1. l-e, 

a"， = τlog"-一-
" e ~. 

(d) 更新训练数据集的权值分布

139 

(8.2) 

D.钊= (W"'..l,l' ....W"'..l,j' ....W"'..l.N ) (8.3) 

W",..!,I = ;"'1 exp问y，G.(功 . i=I.2.... ,N (8.4) 

这里， Z. 是规范化因子
N 

Z. = ~::W.，叫(-α'.y，G.(x，)) (8 .5) 

它使 D"'+l 成为一个概率分布
(3)构建基本分类器的线性组合

M 

f(x) =汇α'.G.(x) 侈的

得到最终分类器

制=町(归 . 
对 AdaBoost 算法作如下说明:

步骤 ( 1 ) 假设训练数据集具有均匀的权值分布，即每个训练样本在基本分类

器的学习中作用相同，这一假设保证第 I 步能够在原始数据上学习基本分类器G， (x)

步骤。) AdaBoost 反复学习基本分类器，在每一轮 m =I， 2，" '， M顺次地执
行下列操作，

(a) 使用当前分布 D.加权的训练数据集，学习基本分类器马(x)

(b) 计算基本分类器 G.(x)在加权训练数据集上的分类误差率:

e. =P(马(x， )"y，)= L w., (8.8) 
G..(，马)..)'/

N 

这里• w耐表示第m轮中第，个实例的权值， L "O刷=1.这表明，G，二(x)在加权的

训练数据集上的分类误差率是被马(x)误分类样本的权值之和，由此可以看出数
据权值分布 D. 与基本分类器ι(功的分类误差率的关系

(0) 计算基本分类器 G.(功的系数饥 ·α"表示 G.(x)在最终分类器中的重要

性由式 (8 阴知，当Mj时， a"，~ 。 并且αm 随着鸟的减小而增大，所以

分类误差率越小的基本分类器在最终分类器中的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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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更新训练数据的权值分布为下)轮作准备 式 (8.4)可以写成

l毕户 G.， (Xj忡，
W时，={丁
ze马 马的) :;t y/

由此可知，被基本分类楼 G. (x)误分类样一本的权值得以扩大 ， 而被正确分类样本

的权值却得以缩小.两相比较，误分类样本的权值被放大 e2Q;.. =:-生一倍 因此，
l-e .. 

误分类样本在下 轮学习中起更大的作用. 不改变所给的训练数据，而不断改变
训练数据权值的分布，使得训练数据在基本分类榕的学习中起不同的作用，这是
AdaBoost 的一个特点

步骤。〕线性组合f(x)实现M个基本分类器的加权表诀系数也表示了
基本分类器也(x) 的重要性，这里， 所有4之和并不为 1. f(x) 的符号决定实例
x的类 • f(x) 的绝对值表示分类的确信度利用基本分类榕的线性组合构建最终

分类器是 AdaB∞锐的另一特点

8.1.3 AdaBoosl 的例子@

例 8.1 给定如表 8.1 所示训练数据假设弱分类辑出x< ν或x> ν产生，其
阑值 ν使该分类器在训练数据集上分类误差率最低试用 A也B∞sl算法学习一个
强分类辑

褒 8.1 训练戴据袋

序号 1 

y 

4 5 

- 1 - 1 - 1 

m-9

• 
解 初始化数据权值分布

D， =(叫，.叫2..... W!1 0)

叫1=0. 1. j=1， 2. 川 .10

对 m=!.

(a) 在权值分布为码的训练数据上，阑值 v 取 2.5 时分类误差率是低，故基
本分类辑为

55 22 <>xx 
l 

'
ι，
-

，
I
I
!
l
i，
、I
li
a
-、

= ) x ( 
口
叫

<D 例愿来蹲于 http://w商W饵;e.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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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G， (x) 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误差率句 = P(G，问)笋 y，)=0.3.
1 . 1-0 

( c) 计算 G， (x) 的系数 a!=一log':""立= 0 ,4236 ". •• ". , 2 龟

( d) 更新训练数据的权值分布:

D，=(叫"… ， W:川" ' ， W1IO )

叫=去e昕川的))， i = 1, 2,"',10 

D, = (0,0715,0.0715,0.0715,0.0715,0.ü715,0.0715, 

0.1666,0.1666,0.1666,0.0715) 

J, (x) = 0.4236G, (x) 

分类器 sign[J， (x)] 在训练数据集上有 3 个误分类点.

X-i m=2 , 

(.)在权值分布为鸟的训练数据上，阁值 ν 是 8.5 时分类误差率最低，基本

分类器为

55 88 <>xx 
-

1hF
J
j
飞
l
L

= ) x ( 
2 

G 

( b) G， (x) 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误差率电 =0.2143

(c) 计算鸟 =0.6496

( d) 更新训练数据权值分布

D, = (0.0455 , 0.0455 , 0.0455 , 0.1667, 0.1667, 0.1667, 
。 1060， 0.1060， 0 . 1060， 0.0455)

/, (x) = 0.4236G, (x) + 0.6496G, (x) 

分类器sign[j， (x)] 在训练数据集上有 3 个误分类点.

对m=3 ，

( .)在权值分布为 D， 的训练数据上，闽值v 是 5.5 时分类误差率最低，基本

分类器为

11. x>5.5 
G,(x)=j 

1-1, x<5.5 

(b ) G， (x) 在训练样本集上的误差率句 =0.1820

( c) 计算吗= 0.7514 

( d ) 更新训练数据的权值分布t

D, = (0.125,0.125,0.125, 0.102,0.102, 0.102,0.065,0.065,0.065,0.125) 

于是得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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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x) ~ 0.4236G,(x) + 0.6496乌(x)+0.7514G， (x)

分类器 sign[j， (x)] 在训练数据集上误分类点个数为 。

于是最终分类器为

第 8 章提升方法

G(x) ~ sign[j, (x)] ~ sign[0.4236G,(x)+ 0.6496G, (x) + 0.7514G,(x)] • 

8.2 AdaBoost 算泣的训练误差分析

AdaBoost 最基本的性质是它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减少训练误差， 即在训练数

据集上的分类误差率 关于这个问题有下面的定理

定理 8.1 (AdaBoost 的训练误差界) AdaBoost算法最终分类器的训练误差

界为
, N 

主~)仰的)町，)咛Z回归f(鸟))~日瓦 (8.9) 

这里， G(x) ，f(x) 和 Z. 分虽rJ 由式 (8.7) 、式 (8.6) 和式 (8.5) 给出

证明 当 G(鸟):;I!: Y，时 • y，!(乓)<0. 因而 exp(-yJ(Xj月~l.由此直接推导
出前半部分

后半部分的推导要用到 Z. 的定义式 (8.5) 及式 (8 .4) 的变形·

现推导如下

w".; exp(-α~"，yP"， (XI))=Z"， ~气~+IJ

去Z叫(-y，!(x， ))

=古平叶Za耐心'，)才) 
~LW，叫υ自田呻蚓p(叫y川'，G"，阳G乌ω'.(μx

~Z， LW"rrexp(-α.y，G.(x， )) 

= 2 )Zl L w31II exp(-α，.Y，G.(鸟))

==ZjZ2... ZM_1LWM/ exp(-，α，，，y，GM(x， )) 

=白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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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定理说明， 可以在每一轮选取适当的仇使得ζ最小，从而使训练误差

下降最快.对二类分类问题，有如下结果:

定理 8.2 (二类分类问题 AdaBoost 的训练误差界)

如=在[2M丐]咀J(l -4r.') ，，;; c←z旷) (8. 10) 

这里，几十乌
证明 由 Z俐的定义式 (8.5) 及式 (8.8) 得

z. <~::W.刷 exp( 气YIG"，的))

= L: w.,c-" + L: w"，c鸟
1，"0，嗣(z， l )'， "0，， (句》

= ( l - e.)c--与 +e".e'、

=2在(J''-e.) = [1立正i' (8. 11 ) 

至于不等式

fi~百ζ叫-2t，凡， ) 

则可先由矿和~在点x=。的泰勒展开式推出不等式币- 4r.' ) ，，;; c:刚-2的，
进而得到 .

推论 8.1 如果存在 r>O . 对所有m有几 ~r ， 因J
• N 

古f，/(仰G叹印盹(价归x乓归6

这表明在此条件下 Ad血aB。∞ost 的训练误差是以指数速率下降的@ 这一性质当

然是很有吸引力的

注意， AdaBoost 算法不需要知道下界 y 这正是 Freund 与 Schapire 设计

A也B∞st 时所考虑的. 与一些早期的提升方法不同.A也B阳t 具有适应性，即它

能适应弱分类器各自的训练误差率.这也是宫的名称〈适应的提升〉的由来.A也

是 Adaptive 的简写 .

8.3 AdaBoost 算法的解释

AdaB∞st 算法还有另一个解释，即可以认为 AdaBoost 算法是模型为加法模

型、损失函数为指数函数、学习算法为前向分步算法时的二类分类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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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前向分步算法

考虑加法模型 (add.itive modeD 

f(x) =艺ß.b(x; (8.13) 

其中， t巾，几)为基函数，凡为基函数的参数 ， ß. 为基函数的系数显然，式 (8.6)

是-个加法模型

在给定训练数据及损失函数L(y，J(x)) 的条件下，学习加法模型f(x)成为经

验风险极小化即损失函数极小化问题
N f M 飞

去~~~Ll儿.?;ß.b(X， ;r.)) (8 阶

通常这是一个复杂的优化问题.前向分步算法 (forw缸d 由;gewise a1gori也m) 求

解这-优化问题的想法是 因为学习的是加法模型，如果能够从前向后，每一步

只学习-个基函数及其系数，逐步逼近优化目标函数式。 l旬，那么就可以简化

优化的复杂度 具体地，每步只箭优化如下损失函数:

?吗F埠言川b剖(叫 恪
给定币讪训l川l 练数据集 T={(x，引"y川，)以， (x.乓:2' Y:兑'，)，."， (μXN 'YN )川) , x鸟tεX ，; R" , Y且IE y= 

{斗斗1，+刊1} 损失函数 L(y，f刀(x)) 和基函数的集合{仲b(x;r)刀}，学习加法模型f刀(x均)的前

向分步算法如下

算法 8.2 (前向分步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 T={(x"y，)，屿 ，y，)，.-'， (X"YN )) ， 损失函数L(y，f(x刀，基
函数集 (b(x;y)} , 
输出:加法模型 f(x)

(1)初始化 [，(x) = 0 
(2) 对 m=1.2.....M

(.)极小化损失函数
N 

协凡川)=吨唱势愣7?1弓宇p(仙且叫，心儿ιf._，→_t(X/

得到参数β&俐'凡
Cb) 更新

f.(x) =儿_， (x) + ß.b(x; 几) ~ . l~ 

(3)得到加法模型
M 

f(x) =儿， (x)= Lß.b衍，几) (8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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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前向分步算法将同时求解从 m=l 到M所有参数β桐'凡的优化问题简

化为逐次求解各个β.' 凡的优化问题-

8.3.2 前向分步算法与 AdaBoosl

由前向分步算法可以推导出 AdaBoost. 用定理叙述这一关系

定理 8.3 AdaBoost 算法是前向分步加法算法的特例.这时，模型是由基本

分类器组成的加法模型，损失函数是指数函数

证明 前向分步算法学习的是加法模型，当基函数为基本分类黯时，该加法

模型等价于 AdaBoost 的最终分类器
M 

f(x)~ L:α，.G，刷 (x) (8.19) 

由基丰分类器G闸 (x)及其系数饥组成， m~I， 2，". ，M 前向分步算法逐一学习基
函数，这 过程与 AdaBoost 算法逐一学习基本分类器的过程一致 F面证明前
向分步算法的损失函数是指数损失函数 Cexponentialloss function) 

L(yJ(x)) ~ exp[ -yl(x)J 

时， 其学习的具体操作等价于 AdaBoost 算法学习的具体操作.

假设经过 m -1 轮迭代前向分步算法已经得到I.. ， (x) , 
1.., (x) ~ 1.., (x) + α''''_IG，叫 (x)

=a，GJ{x)+ ，，， + α~_，G，.，_J (X) 

在第m 轮运代得到鸟 ， G.(x)和 I.(x) . 

j乌 (x) ~ 1.., (x) +气G.(x)

目标是使前向分步算法得到的气和 G.(x)使 I.(x) 在训练数据集T上的指数损失
最小， 即

N 

(α'. ， G.(位ωωx功彷))~缸吨町T愣jJl~叫蚓[υy，(矶ι凡(忱比比儿儿儿_l{X/

式(阴8.20创) 可以表示为

川鹏川Jμ(伊例伽x功)

其中， W~ ~exp[-yJ..， (x，)J. 因为 W"，I 既不依赖α也不依赖于 G ，所以与最小化
无关.但凡依赖于f..， (啡，随着每一轮选代而发生改变

现证使式 (8.21) 达到最小的〈和日(x)就是 AdaBoost 算法所得到的也和
G.(x). 求解式 (8.21) 可分两步

首先，求 G:(x) 对任意α> 0 ， 使式 (8.2 1) 最小的 G(x) 由下式得到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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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叩阳(x忡x

其中 ， w~ = exp[-yJ._,(x;) ] . 

第 8 章提升方法

此分类器 G;但)即为 AdaBoost 算法的基本分类器马(吟，因为它是使第m 轮

加权训练数据分类误差率最小的基本分类器，

之后，求 a;. 参照式 (8.11) ，式 (8.21) 中

艺儿 exp[-y，aG(x，)]
= L w.,le- O' + L w.or/eα 

=(e' -e-')i:币制l(y， '#G(x，如

将己求得的巧。)代入式 (8.22) ，对α求导并使导数为 0 ， 即得到使式 (8.21) 最

小的α

其中 ， e. 是分类误差率z
N 

一 1 l-e a; =士 10g一」

" e -. 
Lw.，J(y， '#G，睛。'，)) N 

马=丘」÷「一-一= LW. ,J(y, '#G.(x,)) 
、.' ::-. /.., , w L_."",j 

这里的 α; 与 AdaBoost 算法第 2(c) 步的马完全一致.

最后来看每一轮样本权值的更新 由

I.(x) = 1._, (x) + a.G.(x) 

以及百;.， =exp[-YJ._，(x，)]， 可得

w.φ1，1 - 面时 exp(-YIα刷G.(x)J

这与 AdaBoost 算法第 2(d) 步的样本权值的更新，只相差规范化因于，因而

等价 • 

8.4提升树

提升树是以分类树或回归树为基本分类器的提升方法提升树被认为是统计

学习中性能最好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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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提升树模型

提升方法实际采用加法模型〈即基函数的线性组合〉与前向分步算法.以决

策树为基函数的提升方法称为提升树 Cb。因ting tree) 对分类问题决策树是二叉

分类树， 对回归问题决策树是二叉回归树.在例 8.1 中看到的基本分类器X< ν或

X> ν ，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根结点直接连接两个叶结点的简单决策树. NP所谓的决

策树桩 Cd田ision stun飞p). 提升树模型可以表示为决策树的加法模型:

儿仲艺T(x;0.) 币 23).., 
其中 • T(x;白.)表示决策树 8.为决策树的参数 M为树的个数

8.4.2 提升树算法

提升树算法采用前向分步算法首先确定初始提升树!o (x)= o . 第 m 步的模
型是

f.(x) = f._, (x) + T(x;0_) (8.24) 

其中 • f..， (x) 为当前模型，通过经验风险极小化确定下→棵决策树的参数。. • 

白ι←耐.-吨叫吆唁灿儿Lμω，(μ(价附x
由于树的线性组合可以很好地拟合训练数据，即使数据中的输入与输出之间

的关系很复杂也是如此，所以提升树是-个高功能的学习算法

下面讨论针对不同问题的提升树学习算法，其主要区别在于使用的损失函数
不同包括用平方误差损失函数的回归问题，用指数损失函数的分类问题，以及
用一般损失函数的-般决策问题

对于二类分类问题，提升树算法只需将 A血Boost 算法 8. 1 中的基本分类辑限
制为二类分类树即可.可以说这时的提升树算法是 AdaB∞51 算法的特殊情况，
这里不再细述.下面叙述回归问题的提升树

己知二个训练数据集 T={(坷 'YI)， (X2 'YZ)，"'， (X.'l 'YN刀 • xleX~ R~ ， X 为输
入空间 • y， εY <;;; R . Y 为输出空间，在 5.5节中已经讨论了回归树的问题如
果将输入空间X 划分为 J个互不相交的区域吨.R，.....吃，并且在每个区域上确
定输出的常量CJ • 那么树可表示为

T(x;8) = L C/(XE RJ) (8.26) 

其中，参数白={(吨.<;).()飞 .c，)，....(皂 .CJ )} 表示树的区域划分和各区域上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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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 J是回归树的复杂度即叫结点个数

回归问题提升树使用以下前向分步算法-

I. (x)~o 

f.(对 ~f_， (x)+T(x;6.). m~I.2.....M 

儿例=艺T巾;6.)
m叫

在前向分步算法的第m 步， 给定当前模型 f..， (x) • 需求解

白.-吨啥?主L(y，，f.忡叫'.))
得到自用 ， 即第 m 棵树的参数

当采用平方误差损失函数时，

其损失变为

这里，

L(y,f(x)) ~ (y - f(x))' 

L(y,f.., (x) + T仗;6.))

=[y- f..,(x) -T(x;6.)]' 

=[r-T(x;白.)]'

1Il 8 置在提升方法

r=y-j二 ， (x)
(8.27) 

是当前模型拟合数据的残差 (r自iduaD 所以， 对回归问题的提升树算法来说，

只需简单地拟合当前模型的残差，这样，算法是相当简单的现将回归问题的提

升树算法叙述如下，

算法 8.3 (回归问题的提升树算法〉

输入·训练数据集T={屿.y， ).(X， .y，j，. .. . (XN .yN)} • 乓 eX" R". 只 εy"R ，
输出·提升树fM(X)

(1)初始化 I. (x)=o

(2) 对 m= I.2.....M

(.)按式 (8.2η 计算残差

rMl = y/-!",_, (x/). i=1,2,"', N 

(b) 拟告残差r~学习一个回归树，得到 T(x;6.)

(c) 更新儿。)=f_， (x)+T(x;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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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到回归问题提升树
M 

j ,, (x) = LT(x;由.)

例 8.2 己知如表 8.2 所示的训练数据， χ 的取值范围为区间[0.5， 10.5J ， y 的
取值范围为区间[5.0， l o.oJ，学习这个回归问题的提升树模型，考虑只用树桩作为
基函数

褒 8.2 训革敷据褒

X1 2 3 4 5 6 1 8 9 10 
Y, 5.56 5.70 5.9 1 6.40 6.80 7.05 8.90 8.70 9 回 9.05

解 按照算法 8.3，第 1 步求λ (x) 9P回归树骂 (x)

首先通过以下优化问题

m.inl 可in 2: (YI _C\)l +叩n L (y, -c,)' I 
L 飞 岛 O! R" - . ....R, J 

求解训练数据的切分点"

吨 ={x l x 运 s} ， 几 ={x l x>s}

容易求得在RJ ， }.马内部使平方损失误差达到最小值的 C\ ' c2 为

c, =-b- L 且. c1 =τ~ L Y， 
4 川" 号"同 Hl'同. If:￥

这里 N\ . N1 是吨，冉的样本点数
求训练数据的切分点.根据所给数据， 考虑如下切分点.

1.5. 2 .5, 3.5, 4.5. 5.5. 6.5 , 7.5, 8 .5, 9 .5 

对各切分点，不难求出相应的 '飞，鸟 • c\' c1 l是

m(s)=min L (y, -c,)' +四n L (y, - c,)' 
同，，，飞句 .... R，

例如， 当 s =1.5 时 • R, ={l} ，几 ={2， 3，… ， 10}. c， =5.56. 马 =7.50 ，

m(巾 ~in L (Yi _ C\)2 +~in L (Y/ - C2)2 =0+15.72=15.72 
-, ，同.. 飞 -， ，、"'，

现将 s及 m(s)的计算结果列表如下 〈见表 S 幻，

褒 8.3 计算搬据褒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9.5 
m(s) 15.72 12.07 8.36 5.18 3.91 1.93 8.01 11.73 1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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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3可知，当s=6.5时 m(s)达到最小值，此时R， ={1， 2，... ， 6) ， 几= (7,8,9,10) , 

C] =6.24 , c2 =8.91 . 所以回归树 7; (x) 为

16.24, x < 6.5 
7; (x)=~ 

18.91. x ;;' 6.5 

f. (x) =町 (x)

用 f. (x) 拟合训练数据的残差见表 8.4.表中也 =y，-f. (x，) ， i=I,2, ...10 . 

褒8.4 辑量表

将 12345678910

'21 -0.68 -0.54 -0.33 0.16 0.56 0.8 1 -0,01 -0.21 0.09 0.1 4 

用 f.(x)拟合训练数据的平方损失误差z

L(y. f. (x)) =艺创寸(x， ))' =1.93 

第 2 步求ζ(x) 方法与求 7; (x) 一样，只是拟合的数据是表 8.4 的残差 可

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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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求得

w42.x L(y，λ (x)) =0.47 • 
x ;:::. 6.5 

:Z; (x)斗-() . 16. 叫 L(y.且 (x)) =0.30. 
0.11. x注 4.5

Eh)=(2: L(y,f,(x)) = 0.23 • 
1, x ~ 6.5 

丑叫 x~2.5 



8.4 提升树

f , (x) = f, (x) + T, (x) =骂。)+...+T， (x)+T， (x)

(5.63 , x < 2.5 

(5.82, 2.5 <:; x < 3.5 
=j 6.56, 3.5 运 x<4.5

16.83, 4 .5 'ζ x< 6.5 

(8.95, Û主 6.5

用 J. (x) 拟合训练数据的平方损失误差是

L(y，λ (x)) = L(y, - J. (x,))' =0.17 

假设此时已满足误差要求，那么 f(x) = f， (x) 即为所求提升树

8.4.3 梯度提升

151 

提升树利用加法模型与前向分步算法实现学习的优化过程.当损失函数是平
方损失和指数损失函数时，每 步优化是很简单的. 但对一般损失函数而言，往

往每→步优化并不那么容易。针对这一问题， Freidm皿提出了梯度提升 Cgradient

boosting) 算法.这是利用最速下降法的近似方法，其关键是利用损失函数的负

梯度在当前模型的值

[坦叫"比旷的) I".~ " 

作为回归问题提升树算法中的残差的近似值，拟合→个回归树.

篝法 8，4 (梯度提升算法)

输入z 训练数据集T={饵 ，y，)，例 .y2)....'(XN 'yN刀，乓 ε X "， R" ， y, eY!;;R , 
损失函数L(y，f(x)) , 
输出:回归树 f(x).

(1)初始化

(2) 对 m=I， 2， ....M

H 

fo(x) 巳町叫n~灿，c)

c.) 对 i=I， 2， "' ， N ， 计算

_ _ I ðL(y"f(x,)) I 
F ←，二

.~ L ðf(x,) J/(.~/~例

Cb) 对 r"，;拟合个回归树，得到第m棵树的叶结点区域R句 • j=I,2.... ,J 

(c) 对 j=1.2，"'， J.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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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缸gmjD l; L(y，μ儿 I(X/)+C)

明~J 

( d ) 更新 f.(x) =J二_， (x) + l;C.,,I(XE R.;) 
(3)得到回归树 尸l

M , 

第 8 章提升为桂

Î(X) =马 (X) = l;l;c.,/(XE R，呼 ) • 

算法第 l 步初始化，估计使损失函数极小化的常数值， 它是只有二个根结点

的树第 2 (a) 步计算损失函数的负梯度在当前模型的值，将它作为残差的估计.对

于平方损失函数， 它就是通常所说的残差: 对于一般损失函数，它就是残差的近

似值第 2 (b) 步估计回归树叶结点区域， 以拟合残差的近似值.第 2 (c) 步利用线

性搜索估计叶结点区域的值，使损失函数极小化第 2 (，创 步更新回归树第 3 步

得到输出的最终模型f(x)

本章概要

l 提升方法是将弱学习算法提升为强学习算法的统计学习方法 在分类学

习中， 提到方法通过反复修改训练数据的权值分布，构建一系列基本分类器(弱

分类器)，并将这些基本分类器线性组合，构成个强分类带代表性的提升方

法是 AdaBoost 算法

AdaBoost 模型是弱分类器的线性组合-

阳=生气.G.(x)
2 . AdaBoost算法的特点是通过迭代每次学习-个基本分类器每次法代中 ，

提高那些被前-轮分类辑错误分类数据的权值，而降低那些被正确分类的数据的

权值最后， AdaBoost 将基本分类器的线性组合作为强分类器，其中给分类误差

率小的基本分类器以大的权值，给分类误差率大的基本分类器以小的权值

3. AdaBoost 的训练误差分析表明， AdaBoost 的每次选代可以减少它在训练

数据集上的分类误差率，这说明了它作为提升方法的有效性

4. AdaBoost 算法的一个解释是该算法实际是前向分步算法的一个实现 在

这个方法里，模型是加法模型，损失函数是指数损失， 算法是前向分步算法.

每一步中极小化损失函数

" (鼠，几)=缸吨FZL(川_1(Xj ) +βb(xj ; 价)

得到参数β俐 ， 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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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升树是以分类树或回归树为基本分类器的提升方法，提升树被认为是

统计学习中最有效的方法之-

继续阅读

提升方法的介绍可参见文献[1，勾 PAC 学习可参见文献[匀，强可学习与弱可学
习的关军可参见文献[4J 关于 A臼B∞锐的最初论文是文献[5J. 关于 A由B∞锐的

前向分步加法模型解释参见文献[句，提升树与梯度提升可参见文献[6， 7J.A由B∞51
只是用于二类分类. Schapire 与 Singer将它扩展到多类分类问题[8] ， A，也B∞51 与
逻辑斯谛回归的关系也有相关研究1'1

习-题

8.1 某公司招聘职员考查身体、业务能力、发展潜力这 3 项 身体分为合格 1 、

不合格 。 两级， 业务能力和发展潜力分为上 1、中 Z、下 3 三级 分类为合

格 1 、不合格斗两类 已知 10 个人的数据，如下表所示，假设弱分类银为

决策树桩.试用 AdaBoost 算法学习一个强分类器.

应聘入旦情况搬据表

12 3 4 5 6 7 8 9 10 

身体 o 0 1 1 1 0 1 1 1 0 

业务 1 3 2 I 2 1 1 1 3 2 

槽力 3 I 2 3 3 2 2 1 I 1 

分类 1 - 1 - 1 - 1 -1 - 1 1 1 -1 - 1 

8.2 比较支持向量机、 AdaBoost、逻辑斯谛回归模型的学习策略与算法

参考文献

(I] Freund y , Scbapire RE. A short intr回uctlOnω 胁。sting. Joumal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Artificiallntelligen田， 1999， 1 4(5): 771 - 780 

[2] Hastie T. Tibshiram R, Friedm皿 J.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 Leaming: Data Mining, 
Jnference, and Predictioo. Springer-Verlag, 2001 ( 中译本 统计学习基础一一世据挖掘、推

理与预测租明， 柴玉楠，咎红英，等译北京z 电子工业出版扯， 2∞的

(31 Valiaot LG A th四'Y of由e leamable. Cornmunicatio血。f由eACM， 1984， 27(1月 1134-1I 42

[4] Schapire R. The strength ofweak leamability. Machine Leami吨t 1990, 5(2): 197-227 
[51 freund 飞 Schapire RE. A decision-theoretic general国tion of on-line leaming and 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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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EM 算法茂其推广

EM 算法是一种选代算法， 1 977 年由 Dem阴阳等人总结提出，用于官膏隐

变量 ( hidden variable) 的概率模型参数的极大似然估计，或极大后验概率估计

EM 算法的每次送代由两步组成 E 步，求期望 ( expectatîon ); M 步，求极大

C maxiD1Î回归n ). 所以这一算法称为期望极大算法 (expectation max田lization

algorithr时，简称 EM 算法本章首先叙述 EM算法，然后讨论 EM算法的收敛性，

作为 EM算法的应用，介绍高斯混合模型的学习，最后叙述 EM 算法的推广

GEM算法.

9.1 EM算法的引入

概率模型有时既肯有观测变量 ( observable variable ) I 又肯有隐变量成潜在变

量 ( latent variable ) . 如果概率模型的变量都是观测变量， 那么给定数据，可以直

接用极大似然估计法，或贝叶斯估计法估计模型参数.但是， 当模型吉有隐变量

时，就不能简单地使用这些估计方法. EM 算法就是含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参数

的极大似然估计法， 或极大后验概率估计法我们仅讨论极大似然估计，极大后

验概率估计与其类似.

9.1.1 EM 算法

首先介绍-个使用 EM 算法的例于.

例 9.1 (三砸币模型〉 假设有 3 枚硬币，分别记作 A， B, C 这些硬币正面

出现的概率分别是 7t ， p 和 q. 遂行如下掷硬币试验2 先掷硬币 A，根据其结果

选出硬币 B或硬币 C， IE面选硬币 B，反面选硬币c.然后掷选出的硬币，掷硬币

的结果， 出现正面记作 1 ， 出现反面记作 0; 独立地重复n次试验(这里 ， n =10 ) , 
观测结果如下·

1,1,0,1,0,0,1,0,1,1 

假设只能观测到掷硬币的结果， 不能观测掷硬币的过程， 问如何估计三硬币正面

出现的概率，即三硬币模型的参数

解 三硬币模型可以写作

P(y l 的 = L;p(y,z 19) = L;p(z 1 θ)P(Y l z，的

= 1fp' (l- p )'_' + (I- 1f)q' (1 - q)'_'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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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随机变量 y 是观测变量，表示一次试验观测的结果是 1 或 0，随机变量 z

是隐变盘，表示未观测到的掷硬币 A 的结果 。 =(π， p， q) 是模型参数. 这一模

型是以上数据的生成模型 注意，随机变量y的数据可以观测，随机变量z 的数

据不可观测

将观测数据表示为 Y=伐，鸟， ，ζ)'，未观测数据表示为 Z = (Z"Z"... ,Z.)' , 
则观测数据的似然函数为

P(Y I 的= I:P(Z I 的P(Y I Z ,O) (9.2) 

RP 

P(YIO)= 古[万pYJ (I_p)1 问(1万)q" (1 -qt" l (9.3) 

考虑求模型参数。=仰， p， q) 的极大1"然估计，即

θ= arg m:x log P(Y I 的 (9.4) 

这个问题没有解析解，只有通过法代的方法求解 EM算法就是可以用于求解

这个问题的一种法代算法.下面给出制对以上问题的 EM算法，其推导过程省略

EM 算法首先选取参数的初值，记作目创=(万 创 ， pIO) ， q 勺，然后通过下面的

步骤选代计算参数的估计值，直至收敛为止，第 t 次选代参数的估计值为

11" '=(11'】 ， p(iJ ， q叫 EM 算法的第 i+ l 次选代如下

E 步 计算在模型参数 njiJ ， p(η ，矿'下观测数据Yj :来自掷硬币 B 的概率

μ仙') 1r(I) (p(i))巧 (l-p(I) )I~YI
(9.5) 

矿(I) (p(i) )η (I _p(l) )l 均 + (1-沪)(俨沪 (l -q(;)tYj

M 步计算模型参数的新估计值

, • 
(I+I) =土亨丁μ飞忡。

n -;;t 

主μJhOYJ
Pυ舍。 = "'--一

Zμjz叫

主(1-1')'训 )Y，
q' "=五曰::;;了

(9.6) 

(9.7)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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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字计算假设模型参数的初值取为

1f(O) = 0.5. p(O) = 0.5. q(的 = 0.5

由式。匀，对 Yj= l 与 YJ= O 均有μ?}= 05

利用法代公式。6) ~ (9 . 8) ，得到

1f( I) = 0.5 , p (l) = 0.6 , q(l) = 0.6 

由式 。匀，
μ!;2) = 0.5. j = 1,2.... .10 

继续运代，得

2τ(1) =0.5 , p(2) =0.6 , q(2) =0.6 

于是得到模型参数θ 的极大似然估计

,, =0.5 ，卢 = 0.6 ， q=0.6 

，， = 0.5 表示硬币 A 是均匀的，这结果容易理解

如果取初值对的 =0.4 ， P阴 =0.6 ， q (O) =0.7. 那么得到的模型参数的极大似

然估计是，， =0.4064 ， β= 0.5368 , q = 0.6432 这就是说， EM算法与初值的选

择有关，选择不同的初值可能得到不同的参数估计值 .

一般地，用 Y表示观测随机变量的数据， Z表示隐随机变量的数据 Y和Z

连在一起称为完全数据( complete.由ta) ，观测数据 Y 又称为不完全数据

(incomplete 由国).假设给定观测数据 y ， 其概率分布是 P(Y I 的 ，其中 8是需要

估计的模型参数，那么不完全数据 Y 的似然函数是 P(Y I 哟 ，对数似然函数

L(的 =logP(Y I B); 假设Y和Z 的联合概率分布是P(Y， Z I的 ，那么完全数据的对

数似然函数是 logP(Y， ZI 哟，

EM 算法通过法代求L(的 =logP(Y I 的的极大似然估计每次运代包含两步:
E 步，求期望 M步，求极大化 下面来介绍 EM 算法

算法 9.1 (EM 算法〉

输入z 观测变量数据 y ， 隐变量数据 Z ， 联合分布 P(Y，幻的，条件分布

P(ZIY，的:

输出.模型参数。.
( 1)选择参数的初值。(0)开始法代，

(2) E 步2 记 6抓。为第 2 次选代参数8的估计值，在第i+l 次选代的 E 步，计算

Q(B,B''') = Ez[logP(Y,Z I 的 I Y,B" ) j 

= ~logP(y， ZIB)P(Z I 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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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ZIY，II'" ) 是在给定观测数据Y和当前的参数估计11'" 下隐变量数据 Z 的

条件概率分布:

(3 ) M 步t 求使Q币，11'")极大化的 9 ， 确定第 i+ l 次地代的参数的估剖值，仲"

6泸州、 =国'g rn:" Q(9， 1I"勺 。 10)

( 4 ) 重复第 (2) 步和第 (3) 步，直到收敛.

式 (9.9) 的函数以矶11" ')是 EM算法的核心，称为Q函数 (Q 也n由00 )

定义 9.1 ( Q 画披〉 完全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10gP(Y， Z I 的关于在给定观测

数据 Y和当前参数11'"下对未观测数据Z 的矗件概率分布 P(Z 1 Y，II" ' ) 的期望称

为 Q函数，即
Q(9， 1I'η)=E，[logP(Y，Z 1 9) I Y，目。 1 (9.11) 

下面关于 EM算法作几点说明·

步骤(1) 参数的初值可以任意选择，但需注意 EM算法对初值是敏感的

步骤。) E 步求 Q(9，1I'" ). Q函数式中 Z是未观测数据， Y是观测数据注

意， Q(氏11" ' )的第 1 个变元表示要极大化的参数， 第 2 个变元表示参数的当前估

计值每次选代实际在求Q函数及其极大

步骤。 ) M步求 Q(θ，11" ')的极大化，得到俨叫，完成-次选代11"。 → t户η

后面将证明每次法代使似然函数增大或达到局部极值，

步骤 (4) 给出停止运代的矗件， 一般是对较小的正敬εi. e2 '若满足

11 11'叫 -1页。 II< E，或 II Q(II'叫 ， 0仙)-Q(II'飞11'") 1拉 E，

mu停止运代

9.1.2 EM算法的导出

上面叙述了 EM 算法为什么 EM 算法能近似实现对观测数据的极大似然估

计呢?下面通过近似求解观测数据的对数!!;J.然函数的极大化问题来导出 EM 算

法，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 EM算法的作用

我们面对 个啻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 目标是极大化观测数据(不完全数据〉

Y关于参数。的对数似然函数，即极大化
) ae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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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注意到这一极大化的主要困难是式。 12) 中有未观测数据并有包含和(或积分〉

的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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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 EM算法是通过法代逐步近似极大化坷的的.假设在第z 次法代后8

的估计值是，。 我们希望新估计值。能使L(的增加，即 L(的 >L(II勺，并逐步

达到极大值 为此，考虑两者的差2

L(O)-L(的=咆P(YIZ仰|外 M川
利用 Jensen 不等式 ( Jensen inequali可〉得到其下界z

令

则

L(O) -L(俨)=叫 Ip(YIZ， II")旦旦旦旦旦flj_ logP(Y I OU，)
Lγr飞YIZ， II") ) 

F ω P(Y I Z， O)P(ZIO) ' __ """N" 
言之P(ZIY， II"') log ' "_' .-:"，-.一一一! -Iog P(Y IB''') 
γ P(ZIY， II勺

'" "'7' V ni'h ,__ P(YIZ,O)P(ZIO) LP(ZIY，II")log 川、
γ P(Z 1 Y,O" ' )P(Y 1 0''' ) 

B(θ，。ω沪剧的+Ip(Z I Y，的i咱 P{Y1zf)P(Zle'k (9.13) 
γ P(Z IY，。ι川(Y I O仰)

L(θ) 注 B(θ， 11" ) (9.14) 

即函数 B(O，。呐)是 L(的的一个下界，而且由式 (9. 13) 可知，

L(IIη )=B((/" ， II" ) (9 .1 5) 

因此，任何可以便B侈， 11") 增大的θ ，也可以使町的增大 为了使 L(O)有尽可
能大的增长，选择。。叫使 B(O， O" ' ) 达到极大，即

l1i
+l) =吨哼xB(θ，俨) (~I~ 

现在求目峭的表达式省去对8 的极大化而言是常数的项， 由式。 16) 、式。 13)
及式 (9.1伪，有

6川=吨阳l 附)+ LP(Z 1 Y ,Ou' )log _~(YIZ， O)P(~ 1 0!..1 
)υ j L γ P坷(Z纠I Y，咒， 11'ο川"勺')P凤(Y扪10旷('仲s均勺}吁川

=呵吨呼(停p毗俨内州叫}川阳阳10。

= 吨m盹盹I Ip坷(ZIY， θ俨ο勺)沟logρP(σY， Z I θ的)1
+飞 z

=吨咛xQ(O，俨 1 (9.1 7) 

式。 17) 等价于 EM 算法的 次选代，即求Q函数及其极大化 EM算法是通过



160 第 9 意 EM 算法且其推广

不断求解下界的极大化逼近求解对数似然函数极大化的算法

圈 9. 1 给出 EM 算法的直观解释 图中上方曲线为 L(肉 ， 下方曲线为

B(8,0'" ) 囱式 。 14) ， B侈'， 0'" )为对数似然函数 L(的 的下界.由式。 1 5) ， 两个

函数在点 。 =1页"处相等 由式 。 l甸 和式 。 1 7) ， EM 算法找到下-个点 。(川)使

函数 B(矶 0" )) 极大化， 也使函数 Q(8， 0'" )极大化这时由于 L(的主 B(8， 0'勺 ， 函

数 B(θ，0''' ) 的增加， 保证对数似然函数 L(θ)在每次运代中也是增加的 EM算法

在点 g(附重新计算Q函数值，进行下一次运代在这个过程中， 对数似然函数

L(的不断增大 从阁可以推断出 EM 算法不能保证找到全局最优值.

1-(0) 

圃 9.1 EM 算法的解释

9.1.3 EM算法在非监督学习中的应用

监督学习是由训练数据{帆，y， )， (x"y， )，. . '， (XN 'YN )) 学习条件概率分布

P(Y I X) 或决策函数 Y= f(X) 作为模型， 用于分类、回归、标注等任务这时训

练数据中的每个样本点由输入和输出对组成

有时训练数据只有输入没有对应的输出{(罚".)，饵 ， .)，"' ， (XN ，.)) ， 从这样的数
据学习模型称为非监督学习问题 EM 算法可以用于生成模型的非监督学习 生

成模型由联合概率分布 P(X，η表示 ， 可以认为非监督学习训练数据是联合概率

分布产生的数据. X为观测数据， Y为未观测数据

9.2 EM算法的收敛性

EM算法提供一种近似计算古有隐变量概率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 EM

算法的最大优点是简单性和普适性 我们很自然地要问 EM 算法得到的估计序

列是否收敛?如果收敛，是否收敛到全局最大值或局部极大值'下面给出关于

EM算法收敛性的两个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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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9.1 设 p(Yle) 为观测数据的似然函数， e"'(i ~1， 2， ...)为 EM算法得到

的参数估计序列， P(Yl e"))(i ~1 ， 2，...)为对应的似然函数序列，则 P(Yl e'勺是单

调递增的，即

证明 由于

取对数有

由式 。 11)

令

P(Y 111""));. P(Y I θ例 )

P(Y， Z I θ) 
P(Y I 的=一一一一一一

P(Z I Y， θ) 

10gP(YIθ) ~ 10gP(Y,Z I θ) - logP(ZIY， e) 

Q侣，8")) ~ 2)ogP(Y,Z I 的P(Z I Y,8u, ) 
z 

(9.18) 

H侈，θ"))~ 2)ogP(ZIY，的P(Z IY， 8''') (9.19) 
z 

于是对数似然函数可以写成

10gP(Y I 的 ~Q恨，e" ) )-H(8， t界吟) (9.20) 

在式 (9.20) 中分别取 θ 为 11") 和 (j1+ 1) 并相减，乎于

log P(Y I 11'" 勺 10gP(Y I 8"') 

~[Q(e'''飞♂勺 -Q(e" ' ，e'勺]-[H(e"""e'勺 -H(I严 ，11''')] (9.21) 

为证式 (9.18) ， 只需证式 (9.21) 右端是非负的式 (9.21) 右端的第 l 项，由

于8忡。使Q侣，11''' )达到极大，所以有

Q(e" 州 ， 8"')-Q(8''' ，e''1);. 0 (9.22) 

其第 2 项，由式 (9.19) 可得-

H(8'忡飞8(1) ) -H(8(1) ， θ{勺

z(pmm) g--;一一一τIJl，J Ip(Z I Y,8(1)) 
P(Z 川 8'一') ) 

。g l L:旦旦旦 ) ( 。 ( |叫:;- P(Z I Y,e"' ) . ,- , - ,- ') 

~ 10gP(Z I Y，e'川')~O (9.23) 



162 第 9章 EM算法及其推广

这里的不等号由 Jensen 不等式得到，

由式 (9.22) 和式 (9.23) 即知式 (9 .2 1) 右端是非负的

定理 9.2 设 L(的 = logP(YI 的为观测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 0''' (i =1,2....) 

为 EM算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序列， L(0" ' )(i=I， 2，..') 为对应的对数似然函数序列

(1)如果 P(Y I O) 有上界，则 L(o"') = logP(Y I 0" ' ) 收敛到某一值 L";

( 2 ) 在函数Q侈，0') 与 L(的满足一定条件下，由 EM 算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序

列 0'" 的收敛值矿是 L(O) 的稳定点.

证明 (1)由 L(的= log P(Y I 0" ) ) 的单调性及 P(YI码的有界性立即得到

(2) 证明从略，参阅立献 [6J

定理 9.2 关于函数Q侈，0')与 L(伪的条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满足的.EM算

法的收敛性包含关于对数似然函数序列 L(o"') 的收敛性和关于参数估计序列 6页。

的收敛性两层意思，前者并不蕴涵后者. 此外，定理只能保证参数估计序列收敛

到对数似然函数序列的稳定点，不能保证收敛到极大值点，所以在应用中，初值

的选择变得非常重要，常用的办法是选取儿个不同的初值进行法代，然后对得到

的各个估计值加以比较， 从中选择最好的

9.3 EM算榕在高斯混合模型学习中的应用

EM 算法的~个重要应用是高斯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 高斯混合模型应用广

泛，在许多情况下， EM算法是学习高斯混合模型 (Gaussian misture model) 的有

效方法.

9.3.1 高斯混合模型

定义 9.2 (高斯混合模型〉 高斯混合模型是指具有如下形式的概率分布模型z

Z 

Pω|θ)= 2:何向YIO，) (9.24) 

其中，叫是系数，叫 主 0 ， 2:a, =1; Ø(y l 冉)是商斯分布密度• 6k ==ω" σ;). 

( (y-μ， )'1 
仲 | 冉) = ..[2=，呵l-气万ιJ (阳)

称为第k个分模型，

一般混合模型可以由任意概率分布密度代替式 (9.25) 中的高斯分布密度， 我

们只介绍最常用的高斯混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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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高斯混合模型参数估计的 EM算法

假设观测数据且'y2.... . yN 由高斯混合模型生成，
K 

163 

P(Y I 8)=五码Ø(y l 吗) (9.26) 

其中， θ=例，吧. .鸟，明，码 . ... . 0，ρ.我们用 EM算法估计高斯混合模型的参数 9.

1 明确隐变量，写出完全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可以设想观测数据巧 . j=I. 2.....N. 是这样产生的z 首先依概率叫选择第

k个高斯分布分模型 Ø(yI9.): 然后依第k个分模型的概率分布φ(yI 9.) 生成观测

数据YJ" 这时观测数据YJ I j=1， 2.. .. ， N. 是已知的.反映观测数据Y， 来自第k

个分模型的数据是未知的 • k = I.2... 点，以隐变量η表示，其定义如下·

一 11. 第 J 个观测来自第 k 个分模型
F j l- 10, 否则

j = 1.2.... .N : k = 1.2.. ...K (9.27) 

与是 0.1 随机变量

有了观测数据Y" 虽未观测数据马 ， 那么完全数据是

(y" 刀 .r.ρ . r'K) , j= I,2,"', N 

于是， 可以写出完全数据的似然函数2

P(y.r I9) =自P协η，衍 ....， r'K 19) 

=HH[饵，创 1 9.)J 庐

=日咛日[;(y， 1 9. l]"

=伊#[ziz叶可~)r
式中 • n产主衍 '主吨 =N
那么，完全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ogP(y,rI 9) =扛 l。阴+艺ηI log( ~ )- 10g O"I -τ马" - 1'. )' 1 (9.28) 
.-，叫 L 飞v"π) .. 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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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M 算法的 E 步-确定Q函数

Q侈.9'月 )=E[logP(Y. r l 的 l y. 9"']

斗争loga， + t,rj , [IOg(在)- IOgU~ 古川，)' ]} 
=主 l主(蚓10盹+立即ρIIOg(圭l-log <T.t 忐(Yj - p.，)' 川

最- 1 lJ- I }~l l 、v ι~ / ~V.t 11 

这里需要计算E(马 IY.的，记为九 e

Ýj, =E(η IY.的 = P(rj， =lly.8) 

=主缸主立旦L
乡的 =1.y/1 8)

P (Yj l r j, =1，θ P(rj， =1 1 的

主P(Yjl η= 1. 8)P(rj, = 1 

=乒业丛2_ j=l.i... ..N; k咐.. ...K
Zα'，Ø(y， 1 8， ) 

九是在当前模型参数下第J 个观测数据来自第k个分模型的概率，称为分模型k

对观测数据巧的响应度

将九 =E马及nk=￡Eb 代入式 (9 ，2明得

例。)令10盹令[IOg(在)- 1啊古川，)'] (9 

3 确定 EM 算法的 M 步

选代的 M 步是求函数Q侈.9"')对 θ 的极大值，即求新一轮法代的模型参数·

θ(川' =吨哼xQ侣，俨)

用 pJ.' 可及仇， k=I， 2."'.K. 表示。仙"的各参数求 /2k' ð;只需将式 (9.29)

分别对均，根偏导数并令其为 O. &阿得到2 求也是在土吼叫牵件下求偏
导数并令其为 0 得到的 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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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 Î'j'Yj 

A= J..寺一一 k~ I ， 2，... ， K (9.30) 

L Y，μ 

L Ý，川 (yj -1',)' 
。f=丘L-r一一一一 k ~I， 2，. . . ， K (9.31) 

, . • 
2..， rj喻

」 艺儿
也=去=丘=一 k~山 ，K (9.32) 

重复以上计算，直到对数似然函数值不再有明显的变化为止

现将估计布斯混合模型参数的 EM算法总结如下:

算法 9.2 (高斯混合模型'戴估计的 EM 算法)

输入2 观测数据y"片'...'YN' 高斯混合模型:
输出 z 高斯混合模型参数

( 1 ) 取参数的初始值开始运代

( 2 ) E 步g 依据当前模型参数，计算分模型k对观测数据巧的响应度

?叫(y， I 8， 、「云一一」一 j ~ 1,2,"' ,N , k ~ 1,2, 

2与叫树Yj I9.)

(3 )M 步z 计算新一轮地代的模型参数

N 

Z九Yj
þ, =斗一 k~ I ， 2，. ...K

γ 

2..， y，η 峰J只

主 Î'j'(Yj - I'.)'
df =iL-「一一一 k~ I， 2，...， K

L rj • 

M 

Z九
â.t= 且百一 k~I， 2，...， K

( 4 ) 重复第 (2) 步和第(3)步，直到收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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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M算泌的推广

EM 算法还可以解释为 F函数 CF缸nction) 的极大，极大算法(maximiz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 ， 基于这个解释有若干变形与推广 ， 如广义期望极大
(generalîzed 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GEM) 算法下面于以介绍，

9.4.1 F函数的极大-极大算法

首先引进F 函数并讨论其性质，
定义 9.3 C F 函搬〉 假设隐变量数据Z 的概率分布为户(Z) . 定义分布户与

参数θ的函数F(P，的如下2

F(P,8) = E,[logP(Y,Z \ 8)1 + H(P) (9.33) 

称为F函数式中 H(P) = - E, 1ogP(Z) 是分布 P(Z) 的煽.

在定义 9.3 中，通常假设 P(Y，ZI8)是9 的连续函数，因而 F(户，仍是P和8的
连续函数.函数 F(庐，的还有以下重要性质z

引理 9.1 对于固定的 8 ，存在唯一的分布P， 极大化F(P，哟，这时 p， 由下式
给出:

马(Z)=P(Z I Y，的 (9.34) 

并且 P， 随θ连续变化.

证明 对于固定的 8 ，可以求得使F(P，的达到极大的分布P，(Z) 为此，引
进拉格朗日乘于λ，拉格朗日函数为

L = E, logP(Y,Z \的 -E， logP(Z)+λ[1- :EP(Z) [ (9.35) 

将其对P求偏导数z

飞、 z

aL 
，~~~， =logP(Y,ZI 8)-logP(Z) -I -À 
ap(z) 

+偏导数等于 0，得出

λ = 1ogP(Y,Z \8)-logP,(Z)-1 

由此推出马(Z) 与 P(Y， ZI的成比例

P(Y,Z \8) _H' 
P, (Z) 

再从约束矗件:EP，(Z) =1 得式 (9.34)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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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假设 P(Y，别的是6的连续函数，得到 p， 是 θ 的连续函数

引理 9.2 若马(Z) = P(Z 厅，的，则

F(P,O) = 1ogP(Y I 0) (9.36) 

证明作为习题，留给读者

由以上引理，可以得到关于 EM算法用 F 函数的极大·极大算法的解释.

定理 9.3 设 L(的 =logP(Y I θ) 为观测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目。 ， i=I,2, 
为 EM算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序列，函数F(P，的由式 (9.33) 定义.如果 F(P，的在 P'
和 0' 有局部极大值，那么 L(的也在 0' 有局部极大值类似地，如果 F(P，的在庐·

和旷达到全局最大值，那么玩的也在 0' 达到全局最大值

证明 白引理 9.1 和引理 9.2 可知 ， L(的 =logP(YI 的 =F(P'，的对任意。成
立特别地，对于使F(P，的达到极大的参数矿，有

L(矿)=F(号 ， O')=F(P'， O') (9.37) 

为了证明矿是L(的的极大点，需要证明不存在接近 0' 的点 0" ， 使 L(O") > L(O') 

假如存在这样的点。"那么应有 F(P飞 IJ" )>F(户，θ') ，这里 p..=Pr . 但因马

是随8连续变化的，户"应接近户，这与户和 0' 是 F(户，肉的局部极大点的假设
矛盾.

类似可以证明关于全局最大值的结论，

定理 9.4 EM 算法的一次迭代可由 F 函数的极大极大算法实现.

设 11。为第 E 次选代参数。的估计，户。为第 2 次送代函数P 的估计，在第 i+l

次选代的两步为

(1)对固定的 11'人求户;;.!)便 F(P， θω) 极大化，

(2) 对固定的严令"求θ"付}使 F(户。咐，的极大化.

证明 (1)由引理 9.1 ，对于固定的 (/-1) ，

户..咆

使F(p， II") 极大化此时，

F贝(严;"'])， 8的)=E庐扣扣仆仰l 叼，， [1。吨gP贝(Y，ZI θ的)J忖+H(P严〈忡川峭1η)

= ~)ogP(σY，Z I阳θ)P(σZ I厅Y， O'川ηη勺)+H(P俨〈οd川叫+刊Bη勺' ) 
z 

由 Q侈， 11") 的定义式。 11) 有

F(户仲" 的 =Q(O， II呐η勺)+H(户庐" .呻"

(2) 固定户严〈υ仙刷川"川峭.付咐】η飞 求 8俨《ο仙川仆川川φ叫l叼}使 F贝(户叫，βmθ的)极大化.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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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伊〈ο伊A忡叫+

通过以上两步完成了 EM 算法的一次革返s代a 由此可知，由 EM 算法与 F函数的极

大，极大算法得到的参数估计序列 (jQ . ;=1. 2 " .. . 是一致的

这样，就有 EM算法的推广

9.4.2 GEM算法

算法 9.3 (GEM 算法1)

输入·观测数据 ， F 函数，

输出 z 模型参数

(1)初始化参数 ffOJ. 开始注代

( 2 )第 i +l 次选代，第 l 步2 记 11'" 为参数θ 的估计值，户。为函数户的估计.求

严"。使P极大化 F(P， 11''' ) 

(3)第 2 步g 求。"令"使 F(户口." 的极大化

(4) 重复 (2) 和(刀，直到收敛 .

在 GEM算法 l 中 ， 有时求Q侈，11"' ) 的极大化是很困难的，下面介绍的 GEM
算法 2 和 GEM 算法 3 并不是直接求目叫使Q(O， θ''') 达到极大的。，而是找个
11'附使得 Q(II''' '' ,11''' ) > Q(II'飞。(Il ).

算法 9.4 (GEM 算法 2)

输入.观ìIlU数据 ， Q 函数;

输出 2 模型参数.

(1)初始化参数 8(0) .开始运代

(2) 第 i + l 次迭代，第 1 步记 11'" 为参数。的估计值，计算

Q(θ，0''' ) = Ez [logP(Y,Z I 的 I Y，酬。]

= I;P(Z I Y，俨)logP(Y， Z I O)

(3)第 2步求 fll+IJ 使

Q(II" 吗，11'"】 >Q(II"飞 #β)

(4) 重复 (2) 和(匀，直到收敛 • 

当参数6的维数为 d (d "3 2 ) 时，可采用一种特殊的 GEM算法，官将 EM

算法的 M 步分解为 d次条件极大化，每次只改变参数向量的一个分量，其余分
量不改变

算法 9.5 (GEM算法 3 )

输入2 观测数据 ， Q函数-



本章概要 169 

输出 s 模型参数

(1)初始化参数 (/0) = (tJiO) I 010
) ," .,fl.tO)) • 开始法代

( 2 ) 第 ;+ 1 次选代 ， 第 l 步 z 记 iI" =(11，η ，碍。， ，吨。)为参数 0=(呵，龟 ，...， 0，)
的估计值，计算

Q(0,8"' ) =E,[logP(Y,Z 18)1 Y， 8♂《呐η勺] 

= LP(αZly ‘βiI'庐8♂俨俨《υ例"叩}
z 

(3)第 2 步。 进行d次条件极大化2

首先，在11，气 ，砾。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求使Q侈，iI") 达到极大的 6俨飞
然后，在 明 = 8[1+ 1} ， 8J = 码。 ， j =3， 4，.. . ， k 的条件下求使 Q(8， iI" ) 达到极大

的 44·lh

如此继续，经过d次条件极大化，得到 (f忡。=(呼叫，吨1+1) 可+1)) 使得

Q((f"飞 (fO) > Q(iI飞 (f" )

(的重复 (2) 和{刀， 直到收敛 . 
本章概要

I. EM 算法是吉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极大似然估计或极大后验概率估计的法
代算法官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的数据表示为 P(Y， ZI 哟，这里， Y是观测变量的
数据， Z 是隐变量的数据， 8是模型参数 EM 算法通过迭代求解观测数据的对
数似然函数L(θ) =logP(Y I 8)的极大化，实现极大似然估计每次运代包括两步
E 步，求期望，即求 logP(Y， ZI的关于P(Z 1 Y，iI") 的期望.

Q侣'，(f" ) =Llog P(Y,Z 1 8)P(Z 1 Y,(f") 
z 

称为 Q 函数， 这里。川是参数的现估计值 M 步 ， 求极大，即极大化 Q 函数得
到参数的新估计值，

(/01+1) =吨咛xQ(8，iI" )

在构建具体的 EM 算法时，重要的是定义Q函数每次运代中. EM算法通
过极大化Q函数来增大对数似然函数矶的.

2. EM 算法在每次法代后均提高观测数据的fl'!然函数值E 即

P(YI θ仙勺 ;" P(Y I (f")

在一般条件下 EM算法是收敛的， 但不能保证收敛到全局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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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M 算法应用极其广泛.主要应用于含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的学习高斯
混合模型的参数估计是 EM算法的一个重要应用 . 下一章将要介绍的隐马尔可夫
模型的非监督学习也是 EM算法的一个重要应用

4. EM 算法还可以解释为 F 函数的极大-极大算法 EM 算法有许多变形，
如 GEM算法 GEM 算法的特点是每次选代增加F 函数值(井不-定是极大化F
函数).从而增加似然函数值.

继续阅读

EM算法由 Dempster 等人总结提出【】l 类似的算法之前已被提出，如 Ba旧n
与 Welch算法，但是都没有 EM 算法那么广泛 EM算法的介绍可参见文献[2-4)
EM 算法收敛性定理的有关证明见文献[5). GEM 是由 Neal 与 Hìnton 提出的【'1

习题

9.1 如例 9.1 的三硬币模型.假设观测数据不变，试选择不同的初值，例如， }l' (O) = 
0.46 . p'" = 0.55. q'" = 0.67 . 求模型参数 。=仰. P.q) 的极大似然估计.

9.2 证明引理 9.2

9 .3 己知观测数据

--{,7. -48. 6. 8. 14. 16. 23. 24. 28. 29. 4 1. 49 . 56. 60. 75 
试估计两个分量的高斯混合模型的 5 个参数

9.4 EM 算法可以用到朴素贝叶斯法的非监督学习 试写出其算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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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费玉梅，替虹英等译北Ji{，电子工业出版社. 2田的

[3] McLachlan a. Krishnan T.四e EM Algorithm 四d Extensions. New York: 10hn Wiley & So时，
1996 

归]茹诗松， 王静龙，根晓龙 高等曲理统计北京高暗敏育出版社:海置量z 斯普林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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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95•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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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马尔可夫模型 Chidden Markov model, HMM) 是可用于标注问题的统计学

习模型，描述自隐藏的马尔可夫链随机生成观测序列的过程，属于生成模型本

章首先介绍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基本概念，然后分别叙述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概率计
算算法、学习算法以及预测算法.隐马尔可夫模型在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生物信息、模式伊圳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10.1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基本概念

10.1.1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定义

定义 10.1 (隐马尔可夫模型) 隐马尔可夫模型是关于时序的概率模型，描

述自一个隐藏的马尔可夫链随机生成不可观测的状态随机序列，再由各个状态生

成一个观测而产生观测随机序列的过程隐藏的马尔可夫链随机生成的状态的序

列，称为状态序列归国te sequence): 每个状态生成一个观测，而由此产生的观测

的随机序列，称为观测序列 Cobser刊出口阻quence ) 序列的每一个位置又可以看

作是一个时刻.

隐马尔可夫模型由初始概率分布、状态转移概率分布以及观测概率分布确

定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形式定义如下·

设 Q是所有可能的状态的集合• v 是所有可能的观测的集合.

Q={缸， ql ' 叶N}' V={刊，飞 ， "' ， V，v }

其中.N是可能的状态数.M是可能的观测数

I是长度为T的状态序列， 。是对应的观测序列.

1=码，马 .. . ..ir ). O=(o, .o'.....or) 

A 是状态转移概率矩阵g

A=[O']N><N 

其中，

(10.1) 

a,=P(i,., =qi 1i, =q,). i=I.2.... .N; j=I.2... ..N (10.2) 

是在时刻，处于状态q， 的条件下在时刻 1+1转移到状态岛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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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观测概率矩阵

B= [b/k)J.... (10.3) 

其中，

bJ(k) = P(o, =v.li, = qJ )' k =I.2,....M; j = I,2.. .. ,N (1 0.4) 

是在时刻 r 处于状态码的条件下生成观测吨的概率

x是初始状态概率向盘z

tr=(J宫'J

其中 ，

(10.5) 

1f/= P(i!= 矶) ， i = 1,2.... ,N (10.6) 

是时刻 1 = 1 处于状态q， 的概率.

隐马尔可夫模型由初始状态概事向量π、状态转移概率矩阵A和观测概率矩

阵B 决定. tr 和 A 决定状态序列 . B 决定观测序列因此，隐马尔可夫模型λ可
以用三元符号表示，即

λ= (A,B,Jr) (10.7) 

A， B，矿称为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三要素

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A与初始状态概率向量π确定了隐藏的马尔可夫链，生成
不可观测的状态序列观测概率矩阵B确定了如何从收态生成观测，与状态序列

综合确定了如何产生观测序列

从定义可知，隐马尔可夫模型作了两个基本假设.

(1)齐次马尔可夫性假设，即假设隐藏的马尔可夫链在任意时刻 ， 的状态只

依赖于其前-时刻的状态，与其他时刻的状态及观测无关， 也与时刻 t 无关，

P(i， l i川 .0/_1 • .. .吨 ， o， ) = P(i， l i,_, ) . 1=1,2... .,r (10.8) 

( 2 ) 观测独立性假设， 即假设任意时刻的观测只依赖于该时刻的马尔可夫链
的状态，与其他观测及状态无关

P(oll iT ， op ÎT.斗 .OT_I.... ， I，川 ，且l.i"il_I ， o'_I' 巾。，)= P(o， li.) (10.9) 

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用于标注，这时状态对应着标记标注问题是给定观测
的序列预测其对应的标记序列可以假设标注问题的敏据是由隐马尔可夫模型生
成的 这样我们可以利用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学习与预测算法进行标注.

下面看一个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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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0.1 (盒子和球模型〉 假设有 4 个盒子，每个盒子里都装有红白两种颜

色的球，盒子里的虹自球敏由表 10. 1 ~IJHj ， 

裂 1 0.1 备盒子的红白埠'自

盘于

虹草量

自璋盘

按照下面的方法抽球， 产生一个球的颜色的观测序列z 开始，从 4 个盒于里

以等概率随机选取 l 个盒于，从这个盒于里随机抽出 1 个球， 记录其颜色后，放

回:然后 ， 从当前盒子随机转移到下一个盒子，规则是如果当前盒子是盒于 1 .

那么下…盒子一定是盒子 2 . 如果当前是盒子 2 或 3. 那么分别以概率 0.4 和 0.6
转移到左边或右边的盒子，如果当前是盒于 4. 那么各以 0.5 的概率停留在盒子 4
或转移到盒于弘确定转移的盒于后，再从这个盒于里随机抽出 l 个球，记录其
颜色，放回: 如此下去，重复进行 5 次，得到一个球的颜色的观测序列z

o= {红，红，白，自.红}

在这个过程中，观察者只能观测到j球的颜色的序列，观测不到球是从哪个盒子取
出的，即观测不到盒子的序列

在这个例子中有两个随机序列， →个是盒子的序列(状态序列) . 一个是球
的颜色的观测序列〈观测序列).前者是隐藏的，只有后者是可观测的 这是
个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例子，根据所给条件， 可以明确状态集合、观测集合、序列
长度以及模型的三要素

愈子对应状态，状态的集合是

Q ={盒于1. 盒于2. 盒子3. 盒子句 • N =4 

球的颜色对应观测观测的集合是

v = {红，臼} . M =2 

状态序列和观测序列长度 T= 5 .

初始概率分布为

,,= (0.25. 0.25. 0.25. 0.25)T 

状态转移概率分布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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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概率分布为

气
i
l
l
-
i
F
A
E
-
-
I
I
I
-
4

574

2 

0000 536

8 

0u

ou

nU

AU 

l 
= B 

10.1 .2 观测序列的生成过程

根据隐马尔可夫模型定义，可以将 个长度为T的观测序列 0 =帆.02 .. ..'Or)
的生成过程描述如下=

算法 10.1 (观测序列的生成〉

输入· 隐马尔可夫模型 .<=(A， 8， 1吟 ，观测序列长度T ，

输出 : 观测序列 0 =饵.Ol.....or).

( 1 ) 按照初始状态分布x产生状态与

( 2 ) 寺 1 =1

(3)按照状态4 的观测概率分布 b， (的 生成。，

(4) 按照状态"的状态转移概率分布 {a".l 产生状态，川 ， 1.川 = 1 ， 2，.'，N
( 5 ) ~阳 1 +1; 如果 t<T I 转步(匀，否则， 终止

10.1.3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 3 个基本问题

隐马尔可夫模型有 3 个基本问题

( 1)概率计算问题给定模型 .<=(A， 8，对和观测序列 0=帆，吨 .. .. . Or) • 计
算在模型A下观测序列。出现的概率 P(OI.<).

( 2 ) 学习问题，已知观测序列 0=(0]>吨.. ' ， or ) ' 估计模型.<=(A ， 8，叫参数，
使得在该模型下观测序列概率 P(OI.<)最大，即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估计参数.

(3)预测问题，也称为解码 C decoding) 问题 已知模型λ =(A， 8，圳和观测
序列 。=帆.02 '... .or ) J 求对给定观测序列条件概率 PU IO) 最大的状态序列
1=队 ， J2 ，"'，马) 即给定观测序列，求最有可能的对应的状态序列
下面各节将逐一介绍这些基本问题的解法.

10.2 概率计算算法

本节介绍计算观测序列概率 P(O I λ) 的前向 ( forward ) 与后向 ( backward )
算法 先介绍概念上可行但计算上不可行的直接计算法



10.2 概率计算算法 175 

10.2.1 直接计算法

给定模型λ=例.B.的和观测序列。=(句，吨."'，Or)' 计算观测序列。出现的

概率 P(OI λ) 最直接的方法是按概率公式直接计算-通过列举所有可能的长度

为T的状态序列 1=耐 ， Îz . ... ， ir ) ，求各个状态序，列 I 与观测序列0=帆，02 ，….Or)

的联合概率 P(O.I I λ). 然后对所有可能的状态序列求和， 得到 P(OI λ)

状态序列 1 = 队 ， i1 ，' ''， ir ) 的概率是

P(/I λ)=叫气俨凶 。今忡 (10.10) 

对固定的状态序列 1= 队 ， i1. ... .iT ) ， 观测序列 O= (OpOl.. .. ' Or) 的概率是

P(OI/. λ.) ， 

P(O I I，À.) =民('1)气 (0，) 气 (0，) (1 0.11) 

0和f 同时出现的联合概率为

P(O.I I À.) = P(O I I ,À.)P(I I À.) 

=Jr.电气 (o， )a，怕气 (0， )'" 气壮b， (o，) (10.12) 

然后，对所有可能的状态序列 I求和，得到观测序列0的概率P(OI À.) ，即

P(OI 均 =2: P(OI/，λ)P(I I λ)

= 2: π~ b~ (01 )α1~ ，:! b~(02)'''al，-〓阳。，) (10.13) 
~ ，'1，'" 守

但是，利用公式 (10.13) 计算量很大，是O(TN') 阶的.这种算法不可行

下面介绍计算观测序列概率 P(O I λ) 的有效算法前向-后向算法 (forward
backward a1gorithm). 

10.2.2 前向算法

首先定义前向概率-

定义 10.2 (前向概率〉 给定隐马尔可夫模型 À.， 定义到时刻r 部分观测序列

为 0" 吨."'， 0，且状态为矶的概率为前向概率，记作

a,(i) = P(q ,o""' ,o,, i, = q, I À.) (10.14) 

可以递推地求得前向概率α'，(i) 及观测序列概率 P(O I λ).
算;去 10，2 (观和l序列概率的前向算法〉

输入z 隐马尔可夫模型λ ，观测序列 0 ，
输出 z 观测序列概率 P(OI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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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初值

α，(i)=JZÞ， (o，) , i= I,2,"',N (10.15) 

(2) 递推对t=I， 2.... ， T-I ，

M 

(3)终止

P(O I λ)=主冉(i) (10.17) • 

前向算法，步骤(1)初始化前向概率，是初始时刻的状态~ =q，和观测。『的

联合概率 步骤 (2) 是前向概率的递推公式，计算到时刻 t + 1部分观测序列为

0[ ， 02 ， ... .0，， 0， ..1 且在时刻t+1处于状态 q， 的前向概率，如圈 10.1 所示，在式 (10.16)

的方括弧里，既然 O:，(J) 是到时刻r观测到 01 ， 02 .... ， 0， 并在时要tlt 处于状态岛的前
向概率，那么乘积 O:，(J)巧就是到时刻，观测到 0"吨 ....， 0， 并在时刻 t 处于状态 q}
而在时刻 t+ 1到达状态矶的联合概率 对这个乘积在时刻t 的所有可能的N个状

态 qj求和，其结果就是到时刻，观测为 01 .02 ，"'， 0， 井在时刻t+1 处于状态也的联
合概率 。 方括弧里的值与观测概率鸟(01+1) 的乘积恰好是到时刻 t+1 观测到

0] ， 02 ."' ， 01 . 01+ 1 并在时刻 t+ 1 处于状态 q， 的前向概率a，+ ， (i) 步骤 (3) 给出 P(OI λ)
的计算公式因为

所以

冉(i)=P(o"吨 .....OT.马 =q， I '\)

N 

P(O I '\)=Lα'，(i) 

矶、
飞...._____a 1j

q2 __ Q2j ---、、、

一一一-一一一毛~q;

aNj / 

qN í (+1 
a，(j) α川(。

图 10.1 前向概率的递推公式

如图 10.2 所示，前向算法实际是基于"状态序列的路径结构"递推计算P(O I 刻
的算法， 前向算法高效的关键是其局部计算前向概率，然后利用路径结构将前向
概率"递推"到全局， 得到 P(OI λ). 具体地，在时刻f= I. 计算 a， (i) 的N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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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N) ， 在各个时刻 1=1.2.....T- I.计算α叫。)的 N个值(i=I.2. ….N).

而且每个α~，+! (i)的计算利用前-时刻N个 a，(j) 减少计算量的原因在于每一次

计算直接引用前-个时刻的计算结果，避免重复计算，这样，利用前向概率计算

P(O I l.) 的计算量是O(N'T) 阶的，而不是直接计算的 O(TN') 阶.

项
翠
柏

W辍
…

例 10.2 考虑盒子和球模型 l. =(A ，B，的，状态集合 Q={I， 2.3) ，观测集合 v=

{红，自)，

10.5 0.2 0.3 I 10.5 0.51 

A=10.3 0.5 0.21 , B=IO.4 0.61 , 1r =(0.2,O.4,0.4)' 
10.2 0.3 0.5 I 10.7 0.3 I 

设 T=3 ， 0=(红，白，红)，试用前向算法计算P(O I l.) 
解按照算法lO.2

(1) 计算初值

叫(I)=1r，I>， (o， )=O. lO

a; (2) = 1r,b, (0,) = 0.16 

呵。)=吗鸟(0， )=0.28

(2) 递推计算

时叫字叫b，川 154xO叩77

时2)=[字叫怕)=0.1帕O叫l伺

鸣。)=[字。)0"]鸟川2仙0.3=0.0刷

叫(1)=[言辛轩呜时咐(i叫i
盹咐刷(ρ向2)甘鸟咐(i叫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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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字。问]"'(0， )=0.05284
(3)终止

2 2 AU 3 nu 
n
「

3

Z
同

,A O P 

10.2.3后向算法

定义 10.3 (后向概率〉 给定隐马尔可夫模型.<.定义在时刻 r状态为 q， 的

牵件~.从1+lftlT的部分观测序列为。'1+1' 01+2，"'，岛的概率为后向概率，记作
fJr(i) = P(O/<O-l' OI+2,"',Or );/ =饵.Ä) (10.18) 

可以用递推的方法求得后向概率 /}，(i)及观测序列概率P(OIÄ) .

"法 10.3 (观测序列概率的后向算法)

输入z 隐马尔可夫模型λ，观测序列 0 ，

输出:观测序列概率 P(OIÂ).
) I ( 

β~(i)=I . i=I.2.....N (10.19) 

( 2 ) 对 I=T斗.T-2.....1

N 

/}, (i)= L.aA(o.. ,)/},.,(j). i=I.2.... .N (1 0.20) 

(3) 

P(O I λ)=艺1r，h，(啪(i) (10.21) • 

步骤(])初始化后向概率，对最终时刻的所有状态也规定舟(i) =1 步骤。〉

是后向概率的递推公式，如图 10.3 所示，为了计算在时刻，状态为 q， 条件下时刻

1+1之后的观测序列为0时 ， 0'+2'…，冉的后向概率且价，只需考虑在时费tlt+l所有

1

ω
:
 

白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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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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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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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N个状态矶的转移概率〈即 aij 项).以及在此状态下的观测。川的观测概

率(~Pb/鸟.，)项).然后考虑状态 qj 之后的观测序列的后向概率〈即 β~.，(j)项〉步

骤(3)求 P(OI ..l) 的思路与步骤。〉一致，只是初始概率1<，代替转移概率

利用前向概率和后向概率的定义可以将观测序列概率 P(OI ..l) 统一写成

N N 

P(OI ..l) = LLa.(i)a，bj (o，. ， )，周刊 (j). 1=1.2.....T-l (10.22) 

此武当 I=l 和 I=T-l 时分别为式(10.1η和式(10.21).

10.2.4 一些概率与期望值的计算

利用前向概率和后向概率，可以得到关于单个状态和两个状态概率的计算公式.
1 给定模型λ和观测 O. 在时刻 t 处于状态也的概率记

χ (i)=P(i. =q, 1 0. λ) 

可以通过前向后向概率计算事实上，

y,(i) = P(i, =q, 10. ..l) =主i二且且也
... . P(OI ..l) 

由前向概率<<， (i) 和后向概率 ß.(i) 定义可知

α'.(i)ß，(i) = P(i, =q"OI λ) 

于是得到2

(10.23) 

', (i)ß,(i) _ a,(i)ß, (i) 
Y， (i)=-::'一一一 = N-，，-j一-一 (10.24) 

P(O I..l) ~ 
主α; (j )ß,(j) 

2. 给定模型A和观测O. 在时真tll 处于状态q， 且在时费111+1 处于状态屯的概
率. 记

ç， (i.j)=P(i，= 饵， i，.， = qJ 10. ..l) (10.25) 

可以通过前向后向概率计算

占20JI=POe=qHBM=qp0 1 λ~ PU, =qj> i/-t-l =qj ， OI λ) 
P(OI ..l) 

LLP(i, =q"i，付=酌.0 1 λ)

而

P(i, =ql' i，忖=饵 ， 01 λ.)= a/(i)aÿ bj(o，+l)且"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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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σ (i)a，b， (o，.， )ß，.， (j) 
，;， (i.ρ = }i JUJ~ (10.26) 

LLa， (i)a，b， (o，时 )ß.. ， (β
，_，户l

3 将 r， (i) 和 ç_(i.j)对各个时事tlt 求和，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期望值

(1)在观测 0 1'状态 z 出现的期望值

主r，(i) (10.27) 

(2) 在观测。下由状态z 转移的期望值

艺 r;(i) (10.28) 

(3)在观测。下由状态，转移到状态j 的期望值

F
』
引

N?
』M

(10.29) 

10.3 学习算法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学习，根据训练数据是包括观测序列和对应的状态序列还

是只有观测序列，可以分别由监督学习与非监督学习实现.本节首先介绍监督学
习算法，而后介绍非监督学习算法一-Baum-WeJch 算法(也就是 EM算法L

10.3.1 监督学习方法

假设己给训练数据包含 S 个长度相同的观测序列和对应的状态序列

{(O"I,).(O,.r,).....(O,,1,)} • 那么可以利用极大似然估剖法来估ìi 隐马尔可夫模
型的参数.具体方法如下，

1.转移概率吨的估计

设样本中时刻，处于状态 ， 时却rJt+1转移到状态J 的频数为 A，. 那么状态转
移概率。。的估计是

â，牛 i=1.2.....N ， j=山 .N (10.30) 

L A, 

2. 观测概率bj (k) 的估计

设样本中状态为 J并观测为 k 的频数是 B11<' 那么状态为 J 观测为 k 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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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k) 的估计是
B ‘ 

』叭的=τι j=I， 2，...， N ， k=I ,2,...,M (10.31) 

2;B片

3 初始状态概率坷的估计 fi:， 为 S个样本中初始状态为 q， 的频率

由于监督学习需要使用训练数据，而人工标注训练数据往往代价很高，有时

就会利用非监督学习的方法

10.3.2 Baum-Welch算法

假设给定训练数据只包含 5个长度为 T 的观测序列 {O"O"... ， O，} 而没有对

应的状态序列，目标是学习隐马尔可夫模型λ=例， B，刑的参数 我们将观测序

列数据看作观测数据 0 ，状态序列数据看作不可观测的隐数据 1 ， 那么隐马尔可

夫模型事实上是-个含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

P(O /.<)= 2; P(O /I， .<)Pυ | λ) (10.32) 

它的参数学习可以由 EM 算法实现.

I 确定完全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

所有观测数据写成 0=(01'吨 '...Or) • 所有隐数据写成 1=(4 ， i，，...，斗)，完全
数据是(0，η=帆.01 •...•鸟，与中 .ir ) 完全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是10gP(0，l 1'<)

2. EM 算法的 E 步g 求 Q 函数Q(λ， X) ~

Q(À,X) = I;logP(O,l / .<)p(0川 X) (10.33) 

其中 ， X是隐马尔可夫模型参数的当前估计值， .<是要极大化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参数，

P(O，l/ λ)=π.， b， (0，)叫， b，也 (Ol) ' ''a;，-..仔 b.(o，)

于是函数Q叭， X)可以写成

Q(À, X) = I;log叫 P(O，l /X)

τ+~(~ I叽.}扣忡〉如忡机(ρ队仰阳Oαω川叫， 1 /川|刊(言叫
式中求和都是对所有训练数据的序列总长度T进行的

①按照 Q 函数的定义

Q(A.l) =E,[log P(O,/ IA) IO,X] 

式 (10.33) 略去了对 A 而富的常数园子 I / P(O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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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M 算法的 M步. 极大化 Q 函数 Q(.<， X)求模型参数A， B，万

由于要极大化的参数在式 (10.34) 中单独地出现在 3 个项中，所以只需对各

项分别极大化

(1)式 (10.34) 的第 1 项可以写成

~)o叽P阳!南z勿)=兰i; 10咱g时π

注意到矶满足约柬条件l;n;冉=斗1 ，利用拉格朗日乘于法，写出拉格朗日函数-

5logo(0，422|Z)+y(争 1)
对其求偏导数并令结果为 0

:::. , N r N 飞 i

t主 1 f.; 10g Jr，P(O，川X)+什驴 lJ 1=0 (10.35) 

得

P(O， 引 =i l λ)+ 1", =0 

对E求和得iiJr

代入式 (10.35) 即得

r=-P(OI λ) 

就=旦旦t旦1
P(OI.<) 

(2) 式 (10.34) 的第 2 项可以写成

平(Zlost )P(0，I | Z唁言~IO时O， i， =i,i'+l =j ll) 

N 

类似第 1 项，应用具再约束盛件 l;a， =1 的拉格朗日乘于法可以求出

ZP(O， i， 叫， =jIX) 

(10.36) 

aij = /-] T- l (10.37) 

(3)式 (10.34) 的第 3 项为

平(主w

l; P(O,i, = i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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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同样用拉格朗日乘于法，约束条件是Z鸟(k)=I. 注意，只有在 0， =飞时鸟(0，) 对

bP) 的偏导数才不为 0，以 1(0， =lIt)表示求得

T 

ZP(O， i， = jIX)!(o，= 飞)
鸟 (k) = ,., , (10.38) 

Z严(O， i， =jIX) 

10.3.3 Bau皿-Welch 模型参数估计公式

将式 (10.36) -式 (10.38) 中的各概率分别用百 (i) ， ç， (i， j) 表示，则可将相应

的公式写成z

)
-
)
山
川
一
ρ

NB
L
HBM
TZ

叫
一
言

(10.39) 

(10.40) 

1r, = r,(i) ( 10.41) 

其中， r, (i) ，在 (i ， j)分别由式 (10.24) 及式 (10.26) 给出式 (10.39)-式 (10.4 1) 就

是 Baurn-Welch 算法 (Baum-Welch algorithm ) . 它是 EM算法在隐马尔可夫模型

学习中的具体实现自 由 Baum和 Welch 提出

算法 10.4 (Baum-Welch 算法〕

输入z 观测数据0=帆.02'....Or) ; 

输出:隐马尔可夫模型参数.

(1)初始化

对 n=O. 选取 01/(0) . b j (k)(O). n:o，. 得到模型 Â(O) = (A(O) .B(O).对0')

(2) 递推对n=1， 2.'" • 

ï;ç,(i 

吨 =τ豆二瓦;;忑;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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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L r, U) 
b/的问=吗止一

:L r,(j) 
，，{刊'=r， (i)

第 10 章隐马Ij;可夫模型

右端各值按观测 0=帆，吨 .. ..， Or)和模型 λ例 =(A'时 ， 8(11) ，1&(11)) 计算式中只(i)，

，;， (i， j) 由式 (10.24) 和式 (10.26) 给出
(3) 终止。 得到模型参数λ('1'+-]) = (A{M飞B阳"，对叫)。

10.4预测算法

下面介绍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的两种算法，近似算法与维特比算法 C Viterbi
algorithm). 

10.4.1 近似算法

近似算法的想法是.在每个时刻r选择在该时刻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 " ' 从
而得到一个状态序列 J"=(可 .i;....，衍，将它作为预测的结果

给定隐马尔可夫模型λ和观测序列 0 ，在时刻r处于状态岛的概率 r， (i)是
a, (i)jJ, (i) _ a，(i)jJ， (i、r, (i) = -~:.:::':一=节-一一二'-- (1 Q.42) 
P(OI.<) ~ 

2二α•，(j)ß，(j)

在每一时刻 t最有可能的状态「是

ç =aτg=[r，(i)]， 1=1,2,",T (1Q.43) 

从而得到状态序列 J"=町， i;.....;;).
近似算法的优点是计算简单，其缺点是不能保证预测的状态序列整体是最有

可能的状态序列，因为预测的状态序列可能有实际不发生的部分.事实上，上述
方法得到的状态序列中有可能存在转移概率为 0 的相邻状态，即对某些川 ，
Q Ij =0 时尽管如此，近似算法仍然是有用的.

10.4.2 维持比算法

维特比算法实际是用动态规划解隐马尔可夫模型预测问题， 即用动态规划
Cdynamic programming) 求概率最大路径(最优路径).这时一条路径对应着一个
状态序列

根据动态规划原理，最优路径具有这样的特性·如果最优路径在时刻，通过
结点 i; ，那么这一路径从结点可到终点平的部分路径，对于从 i; 到耳的所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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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路径来说，必须是最优的.因为假如不是这样，那么从C到早就有另一条

更好的部分路径存在， 如果把它和从可到达 i; 的部分路径连接起来，就会形成-

4量比原来的路径更优的路径，这是矛盾的依据这一原理，我们只需从时刻 t=l开

始，遍推地计算在时鼻'lt状态为 z 的各条部分路径的最大概率， 直至得到时刻 t =T

状态为 t 的各是路径的最大概率.时刻t=T的最大概率即为最优路径的概率p' ，

最优路径的终结点 i;也同时得到.之后，为了找出最优路径的各个结点，从终结

点 4开始，由后向前逐步求得结点 t;_l> ...i;. 得到最优路径 J" =(r.il...... i，/) 这

就是维特比算法

首先导入两个变量5和"'.定义在时刻，状态为 i 的所有单个路径队 ， 12 .....。
中概率最大值为

5, (i) = ι?吃 P(i，=川 "...， i ， o，....， o， 1-<), i=I,2,''', N (10.44) 

由定义可得变量6的通推公式2

乱。)=r飞 P(i川=川 "'1. 0，川、， 0， 1 -<)

=EEZ[乓U)al']b， (o，川)， i = 1,2.... ,N; t = 1,2,''' ,T -1 (10.45) 

定义在时刻，状态为，的所有单个路径队，;" ， "' ， í'_I';) 中概率最大的路径的第
t-l个结点为

",.(i) =吨巳~[5，-， U)aß l ， i= I,2.... ,N (10.46) 

下面介绍维特比算法

算法 10.5 (维特比算法)

输入模型λ =(A， B，叫和观测。 =(Ol' 02'....Or) ; 

输出最优路径I'=(可，旦 ，...， Ç).
( 1 ) 初始化

码。)=π';b， (o，) , i=I,2," ', N 

v,(i)=0 , i=1,2,"', N 

(2) 递推对 t =2， 3， "'， T

(3)终止

5, (i) =岛，~[5，_，(j)al' lb， (o，)， i=I,2,"',N 

vrt (i)=arg~[ó，_l(j)ajl ]' i::::l,2.... .N 

F=13314(O 
h吨盼到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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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最优路径回溯对 1 = T -l,T - 2,,",1 

可=\1"，川 0;+1)

求得最优路径I'= 呵，且，"'， ;;l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维特比算法

例 10.3 例 10.2 的模型λ= (A,B,")' 

T ) 
A
勾

AU A"Y 
A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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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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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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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知观测序列 0=(红，由，红)，试求最优状态序列，即最优路径I'=呵，豆， Ç).

解如图 10.4所示，要在所有可能的路径中选择条最优路径，按照以下步

骤处理.

(1)初始化在 1=1 时，对每一个状态 i ， ;==1 ， 2 ， 3. 求状态为 t 观测q为红

的概率，记此概率为 o， (i) , ~~ 

o, (i) = 1(,b,(o,) = "，b， (红)， i=I,2,3 

代入实际数据

0, (1)=0.10 , 0， (2)=0.16 ， 再 (3) = 0.28 

记 \I"， (i)=O ， i =I,2,3 

状态

0.28 0.042 0.0147 

时间

图 10.4 求量优路径

。〉在 t=2 时，对每个状态 i ， i=I， 2 ， 3 ， 求在 1=1 时状态为 J观测为红并在

1=2 时状态为 i观测 0，为白的路径的最大概率，记此最大概率为 ð， (i) ，则

ð，(ο== ~~ [ó1U)ajl ]b;(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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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对每个状态1.1斗.2.3. 记录概率最大路径的前-个状态} , 

计算·

同样，在1;3 时，

\II', (i) =町l!max[冉 (j)a ..l. i = 1,2.3 
"画莓'‘

6， (1)= 巳芳\[司(j)吼叫 (0，)

=m严仰lOx0.5， 0.16 x 0.3, 0.28xO.2} x 0.5 

= 0.028 

阶(1)=3

6, (2)=0.0504, \11', (2)=3 

6, (3)= 0.042. \11', (3)=3 

oJ(i) = ~ [02(j )ajt ]b/(ol) 

\II', (i) = arg更~ [OZ(βGJI ]

6;(1)=0.00756, \11';(1)=2 

6;(2)=0.01008, \11';(2)=2 

6;(3) = 0,0147, \11';(3) =3 

(3)以 p' 表示最优路径的概率，则

P' = ~f!.'ió'1 (i) =O.O I47 

最优路径的终点是 i;

i;= 缸8 "'j"' [6;(i)l=3

( 4 ) 由最优路径的终点 i;. 逆向找到石，可

在1=2 时 ， 吕 =\II';(~)=帆 (3) =3

在 1=1 时，可 =\11'，(吕)=的(3)=3

于是求得最优路径，即最优状态序列 1'=呵，~ ， ~ )=(3， 3.3) . 

本章概要

187 

l 隐马尔可夫模型是关于时序的概率模型，描述由-个隐藏的马尔可夫链
随机生成不可观测的状态的序列，再由各个状态随机生成一个观测而产生观测的
序列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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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马尔可夫模型由初始状态概率向量矿、状态转移概率矩阵 A和观测概率矩

阵B决定 因此，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写成λ=例， B，的.

隐马尔可夫模型是一个主成模型，表示状态序列和观测序列的联合分布，但

是状态序列是隐藏的，不可观测的

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用于标注，这时状态对应着标记标注问题是给定观测

序列预测其对应的标记序列

2 概率计算问题给定模型λ=例，B，")和观测序列。=帆 ， Ol>...， Or) • 计算
在模型A下观测序列。出现的概率P(OI.<). 前向-后向算法是通过边推地计算前

向-后向概率可以高效地进行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概率计算

3 学习问题 已知观测序列。 =(0，.吨 .. .. 'OT). 估计模型λ ~(A ，B，的参数，

使得在该模型下观测序列概率 P(OI λ) 最大 即用极大似然估计的方法估计参

数 8aum-Welch算法，也就是 EM算法可以高效地对隐马尔可夫模型进行训练-它
是→种非监督学习算法.

4 预测问题已知模型λ~(A， B，的和观测序列0= (O\O OZ....' OT). 求对给定

观测序列条件概率 P(110) 最大的状态序列 l= (il> ;z ， ....ir ) 维特比算法应用动态

规划高效地求解最优路径，即概率最大的状态序列

继续阅读

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介绍可见文献[1 ， 2]，特别地，文献[1]是经典的介绍性论文

关于Baum-Welch算法可见文献[3 ， 4J 可以认为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probabilistic 

context-free grammar) 是隐马尔可夫模型的种推广，隐马尔可夫模型的不可观

测数据是状态序列，而概率上下文无关文法的不可观测数据是上下文无关文法树151

动态贝叶斯网络 (dynamic Bayesi皿 ne阳。由〉是定义在时序数据上的贝叶斯网络，
它包吉隐马尔可夫模型，是)种特例[6)

习题

10.1 给定盒子和球组成的隐马尔可夫模型.<~例，B，时，其中，

T ) 
A
斗

。
UZ 

A-y nu , 2 nu ( = , , 

-563 000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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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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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T~4 ， O~(红， 白，红，旬，试用后向算法计算P(O I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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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考虑盒子和球组成的隐马尔可夫模型λ =(A， B，的，其中，

T ) 5 AU , 3 0 2 AU ( =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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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000 l 
-A 

设T=8 ， O=(红，自.红，红，白，红，白，旬，用前向后向概率计算 P(i.=q， IO，Â.)
10.3 在习题 10.1 中，试用维特比算法求最优路径 J" =(i;. i; . 与，们.
10.4 试用前向概率和后向概率推导

P(O I λ)= 艺:t a, (i)a,b/o,.. )p,. 

10.5 比较维特比算法中变量占的计算和前向算法中变量α的计算的主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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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件随机场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 CRF) 是给定组输入随机变量条件下

另 组输出随机变量的靠件概率分布模型，其特点是假设输出随机变量构成马尔

可夫随机场.条件随机场可以用于不同的预测问题，本书仅论及官在标准问题的

应用 因此主要讲述线性链 (Iin田r chain) 条件随机场，这时，问题变成了自输

入序列对输出序列预测的判别模型，形式为对数线性模型，其学习方法通常是极

大似然估计或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应用于标注问题是由

Lafferty 等人于 2001 年提出的

本章首先介绍概率无向圈模型，然后叙述条件随机场的定义和各种表示方

法，最后介绍条件随机场的 3 个基本问题.概率计算问题、学习问题和预测问题

11.1 概率无向图模型

概率无向图模型 (probabilistic undirected graphical model) ， 又称为马尔可夫

随机场 (Markov random field ) ，是一个可以由无向图表示的联合概率分布本节

首先叙述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定义，然后介绍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因于分解

11.1.1 模型定义

图(8'呻h) 是由结点 (node) 及连接结点的边 (edge) 组成的集合结点和地

分别记作v 和 e. 结点和边的集合分别记作Y和 E ， 图记作 G=(V.E) 无向图是

指边没有方向的图

概率图模型(probabilistic 伊~phica1 m时01)是由图表示的概率分布，设有联

合概率分布 P(η . yεY是一组随机变量.由无向图 G=(V， E)表示概率分布

P(Y) . 即在图 G 中 ， 结点四 V表示一个随机变量叉 ， Y=(YJ~Y ， 边 eeE表示

随机变量之间的概率依赖关系.

给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 P(η和表示它的无向图 G 首先定义无向图表示的

随机变量之间存在的成对马尔可夫性 (p缸rwise Markov proper叩)、局部马尔可夫

性 (loca1 Markov property) 和全局马尔可夫性 ( globaJ Markov property) 

成对马尔可夫性，设u和 v 是无向图 G 中任意两个没有边连接的结点，结点

u 和 v分别对应随机变量汇和Y..其他所有结点为 0， 对应的随机变量组是几.成

对马尔可夫性是指给定随机变量组凡的条件下随机变量汇和 1是条件独立的，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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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ζ . Y.I 几)=P(汇 | 几)P(瓦|几) (1 1.1) 

局部马尔可夫性z 设 ve V 是无向图 G 中任意-个结点. W 是与 ν 有边连接

的所有结点.0是 v. W以外的其他所有结点 ν表示的随机变量是 Y.. w表示

的随机变量组是鸟 .0表示的随机变量组是几 局部马尔可夫性是指在给定随

机变量组凡的条件下随机变量瓦与随机变量组凡是独立的，即

P(瓦，几 | 几)=P(兀 | 几)P(几 IY.)

在 P(几 IY. )>O 时， 等价地，

P(兀 | 】'.) =P(瓦 1 凡，几)

图 1 1.1表示由式 ( 1 1.2) 或式 ( 1 1.3)所示的局部马尔可夫性

第 11 掌条件随机蝠

(11.2) 

) 3 1 1 ( 

VWO ·0· 
性

元
…全局马尔可夫性z 设结点集合 A. B 是在无向图 G 中被结点集合 C分开的任

意结点集合，如图 1 1.2 所示，结点集合 A.B和 C所对应的随机变量组分别是凡，

几和凡全局马尔可夫性是指给定随机变量组乓矗件下随机变量组 Y， 和凡是矗

件独立的，即

(1 1.4) P(凡，几 |乓)=P(巧 !几 )P(几 l 几)

上述成对的、局部的、全局的马尔可夫性定义是等价的['1

、

(口
、，

、-'A

圈 1 1.2 圭局马尔可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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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定义概率无向图模型

定义 11.1 (概率无向图模型) 设有联合概率分布 P(η ，由无向图 G= (V.E)

表示，在图 G 中，结点表示随机变量，边表示随机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如果联

合概率分布 P(Y) 满足成对、局部或全局马尔可夫性，就称此联合概率分布为概

率无向图模型(probability undirccted graphical model)，或马尔可夫随机场(Markov

random field) 

以上是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定义，实际上，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求其联合概率

分布，对给定的概率无向图模型，我们希望将整体的联合概率写成若干于联合概

率的乘积的形式，也就是将联合概率进行因子分解，这样便于模型的学习与计

算.事实上，概率无向图模型的最大特点就是易于因于分解.下面介绍这一结果

11.1.2 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因子分解

首先给出无向图中的团与最大团的定义

定义 11 .2 (团与最大团) 无向图 G 中任何两个结点均有边连接的结点子集

称为团 (clique)，若C是无向图 G 的一个团，并且不能再加进任何-个G 的结点

使其成为一个更大的团，则称此C为最大团(皿axima1 clique). 

图 1 1.3表示由 4个结点组成的无向图.圈中由2个结点组成的团有5个问.Y，}.

饵，马}.饵， 写}. {且，马}和饵，月}.有 2 个最大团饵，鸟，马}和饵，且.Y;}. 而
饵，且，巧，均不是→个团，因为 R和且没有边连接

曰:
图 11.3 无向阁的团和最大困

将概率无向图模型的联合概率分布表示为其最大团上的随机变量的函数的

乘积形式的操作，称为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因于分解 (factori四tion).
给定概率无向图模型，设其无向图为 G. C为 G上的最大团，几表示C对

应的随机变量 那么概率无向图模型的联合概率分布 P(η可写作圈中所有最大
团 c上的函数乓(几)的乘积形式. &p 

P(Y) =↓H乓(凡) Ol~ 
~ c 

其中. z是规范化因于 (nonnalization factor) I 由式

Z=Ln~毛(乓) 01 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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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规范化因于保证P(η构成个概率分布函数咒(乓)称为势函数(potentiaJ

缸E由on)，这里要求势函数乓(凡)是严格正的.通常定义为指数函数g

乓(几)~exp{-E(乓)} (11η 

概率无向图模型的因子分解由下述定理来保证

定理 11.1 C HammersJ.町-CI1tTord 定理〉 概率无向图模型的联合概率分布

P(Y) 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厅
时
引

乓
川
队

汩
川m
w
c

UJTI

>
Y

η

一
=

P 

其中， C是无向图的最大团，凡是C的结点对应的随机变量， 'i'毛(几)是 C上定

义的严格正函数，乘积是在无向图所有的最大团上进行的 , 

11.2 条件随机场的定义与形式

11.2.1 条件随机场的定义

4民件随机场 Ccondítional random field) 是给定随机变量X条件下，随机变量

Y的马尔可夫随机场这里主要介绍定义在线性链上的特殊的条件随机场，称为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Clin阳 chain ∞nditional random field)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可以

用于标注等问题.这时，在条件概率模型P(YIX) 中 ， Y 是输出变量，表示标记

序列 ， X是输入变量，表示需要标注的观测序列也把标记序列称为状态序列(参

见隐马尔可夫模型〉学习时，利用训练数据集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或正则化的极太

似然估计得到条件概率模型战Y I X) ， 预测时，对于给定的输入序列 X ， 求出条

件概率P(Y lx)最大的输出序列F
首先定义一般的条件随机场，然后定义线性链条件随机场

定义 11.3 (条件随机场) 设X与Y是随机变量， P(YIX) 是在给定X的条

件下 Y的条件概率分布.若随机变量Y构成→个由无向图 G~(V.E)表示的马尔

可夫随机场，即

PCY. IX，凡 ， w"v)~P(Y. I X ，凡 ， w-v) (1 1.8) 

对任意结点 v 成立，则称条件概率分布 P(YIX) 为条件随机场式中 w-v表示在

回 G~(V， E) 中与结点 v 有边连接的所有结点 w. w :;t ν表示结点 ν 以外的所有结

点，瓦，旦与兀为结点 v ， u 与 w对应的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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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义中并没有要求X和Y具有相同的结构现实中，一般假设X和Y有相

同的团结构本书主要考虑无向图为如图 1 1.4 与图 11.5所示的线性链的情况，即
G~ (V ~{1， 2，...， n} ， E~ {(i， i+1)}) ， i~l，且 ， n-l

在此情况下• X~(鸟，儿.....X.). Y~ 町，且. .ζ). 最大团是相邻两个结点的
集合线性链条件随机场有下面的定义

飞孚~
X~(坷.x2•••• ，X，，)

图 1 1.4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

n"'__""l 
定义 11.4 (线性链条件随杭场) 设 X~(尺，儿.....X.). y~饵，儿 .y，， ) 均

为线性链表示的随机变量序列，若在给定随机变量序3月Ux 的条件下，随机变量序

列 Y的条件概率分布P(YIX) 构成条件随机场，即满足马尔可夫性

P(Y， I X.巧. .ξ'_1' 凡，. .ζ )=P(Y， I X. 写斗，~令，)

i=1,2,"',n (在 j=l 和 n 时只考虑单边) (1 1.9) 

则称 P(YI 码为线性链条件随机场在标注问题中.X表示输入观测序列• y表
示对应的输出标记序列或状态序列

11.2.2 条件随机场的参数化形式

根据定理 11.I.可以给出线性链条件随机场P(Y I X) 的因子分解式，各因子
是定义在相邻两个结点上的函数.

定理1l.2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的'数化形式) 设P(Y I X) 为线性链条件随
机场，则在随机变量X取值为 x 的条件下，随机变量Y取值为 y 的条件概率具有
如下形式·

P(ylx)~ 7;_' expr l;À,t.(y,."y"x.i) + ~>，s，(y， .x. i) 1 (1 1.10) Z(x) . \tr ~ ~'~'-L'n' ., 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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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Z(x) = í:町I í:Â，I，(y，山y"x，加Zμ'，s， (y"x， i) I (1 1.1 1) 
y 飞、'-'υJ

式中， 1，和 s， 是特征函数，占和码是对应的权值 Z(x) 是规范化因于，求和是

在所有可能的输出序列上进行的 • 

式 (1 1.1 0) 和式 ( 1 1.1 1) 是线性链条件随机场模型的基本形式，表示给定输入

序列 X ， 对输出序列 y预测的条件概率式 (1 1. 10) 和式 ( 1 1.1 1) 中 ι 是定义在边

上的特征函数，称为转移特征，依赖于当前和前一个位置 ， s， 是定义在结点上的

特征函数，称为状态特征，依赖于当前位置 . t. 和 s， 都依赖于位置，是局部特征

函数， 通常，特征函数 t， 和 s， 取值为 l 或 0，当满足特征条件时取值为I.否则

为 0 条件随机场完全自特征函数 t" 岛和对应的权值 .1" 间确定.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也是对数线性模型 (Iog linear model ) 
下面看-个简单的例子

例 11 .1 设有一标注问题=输入观测序列为 x=(尺，凡 ，X，) ，输出标记序列

为 y=饵，旦，引，町，且，骂取值于 Y={I， 2} . 

下同

假设特征乌，岛和对应的权值扎，μ，如下g

t!=t
'
(y1-l = 1.y! =2,x ,i). ;=2,3. ~=l 

这里只注明特征取值为 1 的条件，取值为 0 的条件省略， IP 

1 月! =1.只 =2， x，;， (i=2， 3)
tl(YI_I'Yl' x.i)=~= :;.~.! lO, 其他

乌 =t， (y， =I,y , =I,x,2) Â, =0.5 

t, = t,(y, = 2,y, = l ,x ,3) Â, = 1 

14 =t" (yl =2'Y2 =1,x.2). ~ =1 

/5 =15 (Y2 =2，几 =2，几句 Â， =0.2 

$1 =5\(Y\ =l， x， l). 间 =1

$2 = $'(YI = 2,x ,i) , j = 1,2 J.l,. = 0.5 

句 =s3(Yi=1.x， i) ， ;=2， 3 局 =0.8

$4 = 5 4(Y3 =2，几句/14 =0.5 

对给定的观测序列 x ， 求标记序列为 y=队，片 ，y，) = (1， 2， 2) 的非规范化条件概率
(即没布除以规范化因子的条件概率)

解 由式(11.1时，线性链条件随机场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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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功 ~e刊杂护→且 x咛μ在山，i)]
对给定的观测序列 x ， 标记序列 y=(1， 2， 2) 的非规范化条件概率为

P(y, = l,y, = 2,y, = 2 1 x) ~ exp (3.2) 

11.2.3 条件随机场的简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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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随机场还可以由简化形式表示注意到条件随机场式 (l l.l O) 中同一特征

在各个位置都有定义，可以对同-个特征在各个位置求和， 将局部特征函数转化

为一个全局特征函数，这样就可以将矗件随机场写成权值向量和特征向量的内积

形式， 即盎件随机场的简化形式

为简便起见，首先将转移特征和状态特征及其权值用统-的符号表示设有

K， 个转移特征， K，个状态特征• K=KJ + 儿， 记

jι (YI_l'YI ， X， i). k=1.2....,KJ 
f.(y山 Yi' X.i)={~;~.j-]~.r.~'~"J '，_ _ :. -.4:,...., ':~.， (11. 12) 

l句 (yl'x，l)， k=KJ +1; 1=1,2.....K2 

然后， 对转移与状态特征在各个位置 z 求和，记作

λ(y， x功)= LλU

用吨表示特征λ(y.x均)的权值'即

[Å" k= I.2....,K, 
W. =i ,,- l,.._ V .1,'_ '''' v (1 1. 14) 

lμ'/. k=K] +1;1=1.2,. . ..K2 

于是，条件随机场 ( 1 1.l 1)-(1 1.l 2) 可表示为

PU lx)=-LexpZJ吨f. (y.x) (l1.l 5) 
Z(x) 信

zω= Lexp i;吨f. (Y.x) ( ll 阶

若以 w表示权值向量，即

w=(叫，、吨 ， .... w，)' (1 1.17) 

以 F(y.x)表示全局特征向盘，即

F(y.x) = (!, (Y.功，j，(y.x)... . .j， (y， x))τ(1 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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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条件随机场可以写成向量w与 F(y，功的内积的形式z

exp(w.F(y,x)) 
凡(ylx)~一一一一一-一 (1 1.19) 

Z.(x) 

其中，

Z.(x)~ L:exp(w.F<Y,x)) (1 1.20) 

11.2.4 条件随机场的矩阵形式

矗件随机场还可以由矩阵表示假设几<Y lx)是由式 (1 1.1 5)- (1 1.1 6) 给出

的线性链条件随机场， 表示对给定观测序列 x ， 相应的标记序列y 的条件概率.引

法特殊的起点和终点状态标记 Yo = start. Y..+l = stop，这时凡(y l x) 可以通过矩阵形
式表示.

对观测序歹tlx 的每-个位置i=1， 2.....n+l. 定义一个m阶才矩阵 (m 是标记y，

取值的个数〉

M，(x)~[M， (y，_" y， l x)l (1 1.21) 

M， (y，叶 ， y， Ix) ~cxp(所以_"y， lx)) (1 1.22) 

x r 

"叫~(仙y凡，-叶p y，月'， 1忡x功)~L:w，叫'，I.(饥y月d川-

这样，给定观测序列x ， 标记序列y的非规范化概率可以通过" +1 个矩阵的

乘积n;:t1M/ (YI-I， Yllx)表示，于是，条件概率凡<Y lx) 是

p.<Y l x)~一土-:-n :::'M， (y，_"y， lx)Z.(x) ~ ~，.， "..-,. .. 

其中 ， Z.(均为规范化因于，是"+1 个矩阵的乘积的 (stan， stop)元素z

(1 1.24) 

Z.(x)~(M，(功M， (x)...MH， (x))__ (11.25) 

注意 • Yo =st四 与 YIO+I = stop 表示开始状态与终止状态，规范化因于 Z.(x) 是

以stan 为起点 stop为终点通过状态的所有路径 >'lY2' 凡的非规范化概率

n;;IM/ (y，叩y， lx) 之和下面的例于说明了这一事实.

例 11.2 给定一个由囱 1 1.6 所示的线性链矗件随机场，观测序列 x ， 状态序

列 y. i=I,2,3. n=3. 标记 y， ε(1 ， 2) ，假设 yo=start=l. Y4 =stop=l. 各个

位置的随机矩阵M， (x) , M，(吟 ， M，(吟 ， M， (x) 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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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创句 1 " " 1 鸟 1 比|
M,(x) =1 :' :'1. M ,(x)=I. " . " 1 

1 0 0 1 .', 1 鸟凡， bu 

Ic〓 c" 1 11 0 1 
M,(x)=I" "1. M ,(x)=I:^ 1 , ,, [c" c,, 1 ~ ..' Ll0J 

试求状态序列 y 以 start 为起点阳p 为终点所有路径的非规范化概率及规范化

因于.

解首先计算图 1 1.6 中从 start 到 stop 对应于y=(I， I . 1) , y=(I,I,2) , .. .• y= 

(2， 2， 2) 各路径的非规范化概率分别是

。'Olq白. arJlq白. aIJ1~2c2 1 ' 。创鸟，c"

a Q2b2I c]]. alωbZIC11 • a Q2bZ2 c Z1 ' a lY2bnc 21 

然后按式 (1 1.25) 求规范化因子 通过计算矩阵乘积M， (x)M， (x)M， (x)M， (x)
可知，其第 1 行第 l 列的元素为

。'1J1~内 +afJ2b2内 + Q lJl bllCll + alY2b12c12 

+amq1c 11 +alωι ]C1Z + a lJ1q1c 12 +纠'IJZb12C2 1

恰好等于从 start 到 stop 的所有路径的非规范化概率之和，即规范化因于 Z(x) . • 

S~ 1_ 1_ 1_ sωp 

\,2/ '., / \, 2/ 

图 1 1.6 扰击路径

11.3 条件随机场的概率计算问题

条件随机场的概率计算问题是给定条件随机场 P(Y I X) ，输入序列x和输出

序列 y. 计算条件概率 P(Y， = y， I 功 • P(Y;-'=YI书写=凡 I x) 以及相应的数学期望
的问题 为了方便起见，像隐马尔可夫模型那样，引进前向·后向向量， 边归地
计算以上概率及期望值这样的算法称为前向-后向算法.

11.3.1 前向-后向算法

对每个指标 î=O.l.....n+ l ， 定义前向向最a， (x) , 

M S 
=

则

y

否

'
L叮
A
U

，
，I
l
I
I，‘、I
I
I
I
ι

) x 
ν
，
 

( 
n吗吨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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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推公式为

a,' (y, Ix) ~a，~， (y，_ ， I x)M， (y山y， 1 吟 ， i~I， 2，"'， n+l (1 1.27) 

又可表示为

α.~ (x) = a~l (x)M,(x) (1 1.28) 

a， (y， lx) 表示在位置 2 的标记是 y，并且到位置 t 的前部分标记序列的非规范化概

率 ， y，可取的值有m个，所以 a， (x) 是m 维列向量

同样，对每个指标i=O， I ， ....n+l. 定义后向向量 ß， (x) , 

11, y.刊 =stop
β'..， (y.. , I x)~ l ~ ;;;::, _._, (1 1.29) 

(0, 否则

ß, (y, 1 x) ~ M ,(y"y,., 1 x)ß,_,(y,., 1 x) (1 1.30) 

又可表示N

ß，(x)~M，川 (x)ß，.， (x)
) 1 3 1 1 ( 

β'， (y， lx) 表示在位置 2 的标记为 y，并且从 i+l jlJ n 的后部分标记序列的非规范化
概率.

由前向-后向向量定义不难得到2

Z(x)~α~(x)')~I' .p，(对

这里， 1是元素均为 1 的m 维列向量

11.3.2 概率计算

按照前向-后向向量的定义，很容易计算标记序列在位置 g 是标记冉的矗件概
率和在位置 j-l 与 z 是标记YI-I和 y， 的条件概率

α;' (y， Ix)ß,(y, 1 讪
P(Y, ~y， I x)~一一-一ι」一

Z(x) 
( 11.32) 

P凡 =Yi-I '乓 =Yf lx)=~~l (Yl-l lx)MI (YI气，y， lx)局以 Ix1 (1 1.33) 

其中，

Z(x)~ α，;(x).1 



11.4 矗件随机场的学习算法 201 

11.3.3 期望值的计算

利用前向-后向向量，可以计算特征函数关于联合分布 P(X， Y) 和盎件分布

P(YIX) 的数学期望

特征函数!.关于条件分布P(YIX) 的数学期望是

Ep 巾μl~L: P(y\x)!.(y,x) 

~ ï: L: !.(y，."y" 呐4!(y，_t[树(儿"y， l x)/J， (y， I 功
i:i ,7:;;,. ~ _.. ,- .. Z(x) 

k~I， 2"" ， K (11.34) 

其中，

Z(x)~ α.; (x)ol 

假设经验分布为户(X) ， 特征函数λ 关于联合分布 P(X ， Y) 的数学期望是

E阳 n[!.J~ L:P巾，yρ)L:λ(以y凡』山F

~ L:Þ(x)L: P(y I x)ï: !.(y,."y"x,i) 
] xi U

二
R
的


i x-v-UT Ml x-huTK 
α
一

) 2 , x ' I 
Y , 且

( A 
Z
叫

H
T』M

) VAn -p zz = 

k~I， 2，...， K (11.35) 

其中，

Z(x)~ α; (x).1 

式 ( 1 1. 34) 和式 ( 1 1.35) 是特征函数数学期望的一般计算公式 对于转移特征

1l;(Y/-l'月 ， x，i) , k~I， 2，... ，尺，可以将式中的A 换成 tl;; 对于状态特征，可以将

式中的λ 换成s， ' 表示为 s，(月 ， x， i). k=K! +1. 1=1.2"" .K2 

有了式(11.32) ~式 ( 1 1.35) ，对于给定的观测序列 x与标记序列 y ，可以通

过~次前向扫描计算q及 Z(x) ， 通过一次后向扫描计算 ß" 从而计算所有的概
率和特征的期望

1 1.4 条件随机场的学习算法

本节讨论给定训练数据集估计条件随机场模型参数的问题，即条件随机场的

学习问题条件随机场模型实际上是定义在时序数据上的对数线形模型，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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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包括极大il;(然估计和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具体的优化实现算法有改进的

迭代尺度法 IIS、梯度下降法以及拟牛顿法(参阅附录 A 和附录 B)

11.4.1 改进的迭代尺度法

已知训练数据集，由此可知经验概率分布Þ(X.η 可以通过极大化训练数

据的对数似然函数来求模型参数.

训练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为

L(w)=L，(凡)=logTI凡(Y l x)"" ' ) = L:Þ(x.y) log凡(ylx)
J<,y JI ,y 

当凡是一个由式 (11 .1 5) 和式 (1 1.1 6) 给出的条件随机场模型时，对数似然函数为

L(w) = L: Þ(x.y)log凡(Y l x)

=珩同)~Wih(川-户(x.y川剧]
= L:L: w.f.(y尸x} )- L: logZw的)

j _lt _l J- l 

改进的迭代尺度法通过选代的方法不断优化对数似然函数改变量的下界， 达

到极大化对数似然函数的目的假设模型的当前参数向量为 w=(吨，吨 ， . .. .WX)T.

向量的增量为 ó=顷 ， 02 ， " '， 在)' .更新参数向量为 w+o =(叫+码，叫 +0，，"'，
Wx +ðKf 在每步迭代过程中，改进的法代尺度法通过依次求解式 (1 1.36) 和
式 (1 1.37). 得到 o=(o， .ó， .....ó，)' . 推导可参考本书 6.3.1 节.

关于转移特征ι 的更新方程为

队 J=L: 户。.y)ft.(y扣』←川…斗呻1
x凡.， 阳.，

y x T 4 K X e x 
川岛

叫
℃
/
】M

d
, 

hv p x wp 
了
匀

k=I.2.....K, (1 1.36) 

关于状态特征冉的更新方程为

E, (s,J= L:户。.y)艺仙， x， i)

= L:Þ(X)P(y I x)主忡"川口趴在+川y))
1= 1.2.... .K, (1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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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T(x.y) 是在数据 (x.y) 中出现所有特征数的总和z
x 叫

T(x.y) ~ :L!.(y.x) ~ :L:L!. (y,_"y"x. i) (1 1.38) 

算法 11 . 1 (条件随机场模型学习的改进的迭代尺度法〉

输入特征函数 t，ι ，句 ， SI' S2.. ..'句:经验分布 P(x. y) ，
输出 . 参数估计值品:模型几

(1) 对所有 ke{I .2. ... .码，取初值 WI =0 

( 2 ) 对每一 ke{I. 2.... .K} , 
(a) 当 k ~I.2... . .K， 时，令 4是方程

:LP(x)P(Y I x)艺ι比，川阳时T(x.y)) ~ E,[t,l 

的解g

当 k =KJ +/, 1=1， 2，. ...Kz 时，令 OX， tl 是方程

:LP(x)P(y I X):L S，帆 .x.i)exp(ox. ..T(x. y)) ~ E,[s,] 

的解，式中 T(x.y) 由式(11.38) 给出

( b ) 更新 W，值 W，←吨 +0，

(3)如果不是所有叫都收敛，重复步骤(2). • 

在式 (1 1.36) 和式 (1 1.37) 中 • T(x.y) 表示数据 (x.y) 中的特征总数，对不同的
数据。.y)取值可能不同 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定义松弛特征

巾.y) ~s-f艺儿。1础，川 (1 1.39) 

式中 S是一个常数 选择足够大的常数S使得对训练数据集的所有数据 (x.y) • 

s(x.y) 注 O成立这时特征总数可取s.

由式 ( 1 1.3 6) .对于转移特征 11 ， 01 的更新方程是

:LP(x)p(y I x)艺 t"(Y'_J ， y， .x. i)ex川岛~E，[t， l (1 1.40) 
'.， 叫

1 ,__Ep[/I J 
ð1 =-;;. log :?~~1~ (11.41) s - E,[t, 1 

其中，

EιP以'p(tk饥阶乌
'..ly阳::;， •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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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由式 ( 1 1.37) ， 对于状态特征句 ， ô， 的更新方程是

2: P(x)P(y I x)2:s，帆， x，i) exp(8K，.，S) = E,[s,] (11.43) 
:r.,y j~ ! 

1 E， [川
Ôx，钊=一log -=P~'一 (1 1.44)

S - Ep[s,] 

其中 ，

E,(s,) = 2: P(x)主~>，(y， .X. i)豆鱼且坐ιl22 (1 1.45) 
1:7'7 ，~" Z(x) 

以上算法称为算法 S 在算法 S 中需要使常数S取足够大，这样一来，每步

法代的增量向量会变大，算法收敛会变慢算法 T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算法T对

每个观测序列x计算其特征总数最大值 T(x) , 

T(x)=m阻 T(x， y)

利用前向-后向递推公式， 可以很容易地计算 T(功 = 1.
这时，关于转移特征参数的更新方程可以写成2

E鸟，[点[1，饥怡rιk
%.)1 I~旦l

= 2: P(x)2: P(Y lx)2:以Y山y" x， i)exp(ô， T(x))

=2:P(x问.， exp(O.'/)

=~>，ιh忖'1 ，IP.'
,-. 噜

(1 1.46) 

这里，鸟，是特征 1， 的期待值 ， ô, =1ogß,. ß， 是多项式方程 (1 1.47) 唯一的实根，
可以用牛顿法求得从而求得相关的4

同样，关于状态特征的参数更新方程可以写成z

E, [s,] = 2: P(x)P(y I x)2:s,(y"x,i)exp(8x,.,T(x)) 

= 2:P(x)2: P(Y lx)主 Sr (yl' X. i)时在φ川))

= 2:户(x)bj" exp(ôt ./) 

=主M (1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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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鸟，是特征岛的期望值 ， 0 =Iog坷，町是事项式方程 (11.48) 唯一的实根，

也可以用牛顿法求得

11.4.2 拟牛顿法

条件随机场模型学习还可以应用牛顿法或拟牛顿法 (参阅附录日) 对于矗件

随机场模型

A
坤

、

、
，

-
V
J

J

一
几

h
H
一
川

，
川
一
盹

"PE

w 

f
!
i
t
、
-

n
r

叩
一
回

e-TU

Y 

X VJ 凡

学习的优化目标丽数是

出 f仲车P叫

其梯度函数是

g (w) = LP(x)1飞 (ylx)f(x， y) -E，(f) (1 1.51) 

拟牛顿法的 BFGS 算法如下

'草法 11.2 (条件随机场模型学习的 BFGS 算法〉

输入， 特征函数J巧，λ ， ....λ: 经验分布 P(X， Y) ，
输出最优参数值现" 最优模型凡(ylx).
(1)选定初始点 W(O) ，取B。为正定对称矩阵，置k=O

( 2 ) 计算 g， =g(w'勺 若 gk = 0. 贝u停止计算:否则转 (3)

(3)由 Bkh=-ι求出A
( 4 ) 一维搜索z 求也使得

f(时的 +~p. )= T;!rf(时的 +λF，)

(5) 置旷叫 =w''' +Ã,p, 
( 6 ) 计算 g..kl =g(W(h勺 ， 若 g. =0 ， 则停止计算: 否则， 按节式求出 Blt.+l :

y.ii BJ; OlOJ;T B! 
B品 ， =BL +...~.I'.t _二三ζ豆二ι

叩‘ Y;01 司~rBI:ßk

其中 ，

Yl =glt.+l-gJ;' 0" =w ... -1) _w1) 

(7) 置 k=k+l ， 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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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条件随机场的预测算法

靠件随机场的预测问题是给定条件随机场 P(Y I X) 和输入序列〈观测序列) X , 

求条件概率最大的输出序列(标记序列) y' ， 即对观测序列进行标注，条件随机

场的预测算法是著名的维特比算法(参阅本书 10.4 节)
由式(1 1.19) 可得

y' = argm皿凡(y l x), 
-^一-… exp(w .F(y， x))
-…山…-

Z.(x) 

= argm皿 exp(w.F(y， x))
y 

=argm阻(w.F(y， x))
y 

于是，矗件随机场的预测问题成为求非规范化概率最大的最优路径问题

田田 (w.F(y.x))

这里，路径表示标记序列.其中 ，

w=(叫.~当 . . .. .WK)T

F(y.x) = (J, (y.功.!， (y.功.....!x (y.x))'

f. (y,x) = L;f. (y,_"y"x. i), k =川 .K
,., 

(1 1.52) 

注意， 这时只需计算非规范化概率，而不必计算概率，可以太大提高效率. 为了
求解最优路径，将式 (1 1.52) 写成如下形式

中 t;wo阳 "凡.x) 川3)

其中，

1'; (Y,_"Ypx) = (};(月 ! .y， . x . i). J;(y/-l'只 ， x， i)." "/1: (Y'_I'Y' ,X ,mT 

是局部特征向量

下面叙述维特比算法 首先求出位置 1 的各个标记 j =1.2... . . m 的非规范化
概率.

Ôl (j)=W.~(yo =start，只 =j， x). j= I,2.... ,m (1 1.54) 

一般地，由递推公式，求出到位置 s 的各个标记1=1.2."' ， m 的非规范化概率的最
大值，同时记录非规范化概率最大值的路径

冉的=EZZ{码 :ω + w. F,(y,_, = j ,y , = I,x)} , 1= 1,2.''' ,m (1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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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吨阻且(6，_，(j)+w. F，(y，_， ~j.y， ~I. x)}. 1~1.2.....m (11.56) 
』 ‘ '‘m

直到 l=n 时终止这时求得非规范化概率的最大值为

m皿(w.F(y.x))~ 白血 ð. (j) (1 1.5η 
, ‘ J ‘ m 

及最优路径的终点

y; ~ arg ll1!", ð.(j) 
6‘ ' ‘ m 

(1 1.58) 

由此最优路径终点返回，

y; =誓~+I (y~I)' i=n-l,n-2.....1 (1 1.59) 

求得最优路径 y. =(y;.y; ,....Y;l. 
综上所述，得到条件随机场预测的维特比算法=

算法 11.3 (条件随机场预测的维特比算法〉

输入·模型特征向最 F(y.x) 和权值向量 w. 观测序列 x~饵 .x2 .....xll ) ; 

输出=最优路径 y' ~ (y; .y;.. .. .y;). 

(l)初始化

乓 (j)~w. F，(y， =s阳'rt'YI =j.吟 • j~I. 2. ....m 

(2) 递推，对 ;=2.3.....n

6， (I)~ 思主{码 ，(j)+w.乓 (y，_， =j.y, ~l.x)}. 1=1.2.....m 

'P， (l)~ 吨思主(Ö，_， (j)+w. F， (y，_， ~ j.y, =I.x)}. 1=1.2." 月

(3)终止

(4) 返回路径

max(w.F(y.x)) = m!", ö. (j) 
‘ ' ‘ m 

y;=吨1~2. Ó，，(j)

y;=吃[(YI:I)' i=n-l,n-2,, '..1 

求得最优路径y' = (y;.y;.....y;)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说明维特比算法

. 
倒 11.3 在91JI l.l中，用维特比算法求给定的输入序列〈观测序列) x对应

的最优输出序列(标记序列) y' =(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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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始化

司(j) == W'}\(YIl =slart'Yl == j ,X). j == 1,2 

i= 1， 高 (1)= I.吗 (2)=0.5 . 

(2) 递推

1=2 J， (l)=m俨{司 (j)+w.乓 (j，l， x))

J，(I)=m阻 {I + À,1"O.5+ À,I, } =1.6 ，吃(1)=1

ó， (2)=m阻{I+ Â，I， + !L,s"O.5 +!L,s,} =2.5，吃 (2)=1

1=3 J，(I)=rn俨{ó，(j) + w.F，(j， I ，对}

J， (I)=max{1.6+μ山 ， 2.5+ iI，乌+均与}=4.3 ， 只 (1)=2

03 (2) = max{1.6 + Âtt l +Jl4S4 ， 2.S+~ts +μ，s， } =3.2 , 'P, (2) = 1 

(3)终止

咛x(w.F(y， x)) = rn皿J，(I) = J,(1) =4.3 

y; =arg叼xó， (I)= 1

(4) 返回

y;= 'P， (y;) =吃 (1)=2

y; ==汽 (y;)= 于;(2)= 1 

最优标记序列

y' =(y; ,y; ,y;)=(I,2,1) . 
本章概要

l 概率无向图模型是由无向图表示的联合概率分布 无向图上的结点之间
的连接关系表示了联合分布的随机变量集合之间的条件独立性，即马尔可夫
性，因此，概率无向图模型也称为马尔可夫随机场，

概率无向图模型或马尔可夫随机场的联告概率分布可以分解为无向图最大
团上的正值函数的乘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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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件随机场是给定输入随机变量X祟件下， 输出随机变量Y的条件概率

分布模型， 其形式为参数化的对数线性模型。 条件随机场的最大特点是假设输出

变量之间的联合概率分布构成概率无向图模型，即马尔可夫随机场矗件随机场

是如l别模型

3 .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是定义在观测序列与标记序列上的条件随机场 线性

链辈件随机场一般表示为给定观测序列条件下的标记序列的条件概率分布，由参

数化的对数线性模型表示e 模型包含特征及相应的权值，特征是定义在线性链的

边与结点上的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的数学表达式是

其中，

P(yl中 1 呵!认'k (Yl-to川i)+μr/s/(川，i)lZ(x) • \.tr ~ ~，-" -" ~，，..，， trr- '-'~J" .，-~) 

Z叫咆
4.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的概率计算通常利用前向-后向算法

5 条件随机场的学习方法通常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或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

计 ， 即在给定训练数据下，通过极大化训练数据的对数似然函数以估计模型参
数 具体的算法有改进的迭代尺度算法、梯度下降法、拟牛顿法等

6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的一个重要应用是标注 维特比算法是给定观测序列
求条件概率最大的标记序列的方法

继续阅读

关于概率无向图模型可以参阅文献[1 ， 2] 关于条件随机场可以参阅文献口， 4]
在条件随机场提出之前已有最大熔马尔可夫模型等模型被提出[SJ . 条件随机场可

以看作是最大娟马尔可夫模型在标注问题上的推广，支持向盘机模型也被推广到
标注问题上[6， 7J

习题

11.1 写出图 11.3中无向圈描述的概率图模型的因于分解式

1 1.2 证明 Z(x) =a;(功 .1 = 1' ./J， (x) ， 其中 1 是元素均为 1 的m维列向最

11.3 写出条件随机场模型学习的梯度下降法



210 第 11 章条件随机场

11.4 参考图 1 1.6 的状态路径图，假设随机矩阵M， (x). M,(x). M,(x). M,(x) 

分别是

叫x)=[二二l 矶。)=[:::;l

mz[:;;;] , W)=[;;] 
求以 start = 2 为起点 stop = 2 为终点的所有路径的状态序列y 的概率及概

率最大的状态序列

参考文献

[1] 四shop M. Panem Recogn血00 and Machine Leaming. Springer-Yerlag, 2006 

[2] Koller 0 , Friedm阻 N. Probabilistic G四p阳cal M.odels: Principles 阻d Techniqu四 MIT P<哩隅，

2∞9 
(3J Lafferty J, McCal1um A, Pereira F.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严曲曲由四c models for segmenting 

皿d labeling sequence data. In: lntemational Confer四lce on Machine Leaming, 2∞1 

(4) Sha F, Pereira F. Shallow parsing wìth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In: Proceedings of 也.2四3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hapter of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on 

Human Language T，民hnol。盯，回1. 1 ， 2003

[5] McCaUum A, Freitag D, P配-eira F. M皿m山n entropy Markov models for infonnation 回国血。n

四d segmentation. ln: pr伺 ofthe Intem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缸ning， 2000 

[6J Taskar B, Guestrin C, Koller D. M阻-margin Markov net阴阳In: PrOC of the NlPS 2003. 

2∞3 
[7J Tsocbantaridis 1. Hofmann T, Joachims T. Support vector machine le缸ning for intetdependent and 

structuredou叫put spaces. In: IC如fL， 2004



第 12章统讨学习方法总结

本书共介绍了 IO 种主要的统计学习方法z 感知机、 k近邻法、朴素贝叶新

法、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娟模型、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 EM算法、 隐

马尔可夫模型和矗件随机场这 10 种统计学习方法的特点概括总结在表 12.1 中 ，

'些 12. 1 10 种辑计学写方法特点的概括且蜻

万法 适用问题 模型特点 模型提型 学月簸畸
学写的损

学习'浩失画蚊

感知机 一类分类 分离超平面 判剔模型 极到超小平化面误距分离点 误分点距到 随机棉匮下阵
超高 平面

k近部法 事回类归分类， 特证空间 ， 梓 判别模型 ~ ~ ~ 本点

朴法章贝叶斯 多英骨类 特征与类别 生成模型 极，大极似大然后估 对损失数似然 楠EM率算计法算公式，
的联合条概件率 计验
卦布， 础 帽事估计
立假世

决策阔 多固类臼分类， 升树类树，回阳 判别模型 正似然则估化计的极大 对损失世似酷 特成征，剪选枝择， 生

逻辑斯最谛回 多类分类 特类帽盘率线征别分E条F的布模件条，型下件时
荆剔模型 计极大恤然估 逻损失辑斯谛 度下法改造法的选代尺归与大捕 极大， 似正然则估化计的 算 , 棉厘顿

模型 障 ， 拟牛

直持向量机 -类分类 分植技离超巧平面， 剖剧模型 极合间隔小E矗化损立正失化则，化软 合页损失 序化算列法最小最优
(SMO) 

提开方法 一类分类 弱续性卦组类合糠的 判刑模型 极型小的指化撒加损法失模 指数损失 前算法向分步加法

EM算法@ 概量估率计模型参 吉率模隐型变量概

l~ 
植，大极似大然后佑 对损失世似然 法代算法
计验
概率估计

模幅型马母之可夫 标注 观联布状模3合测5型序序概列与
生成模型 极幢大大似后然验估概计率, 时损失量似然 罹EM率算计算法公式，

列的
率分 估计

条件随机场 挥注

状件同率线分性在下的布模序观条型, 测件列时条序概世
判别模型 极计大似，大然正似估则然计化估幢 对损失世似然 度改下进的法棉代牛尺

算降法，拟. 顿度
法

① EM 算法在这里有些特殊，宫是个-徽方法，不具有具体模型



212 

下面对各种方法的特点及其关系进行简单的讨论.

1 适用问题

第 12 章辑tt 学习万语且结

本书主要介绍监督学习方法监督学习可以认为是学习一个模型，使它能对

给定的输入预测相应的输出监督学习包括分类、标注、回归本书主要考虑前

两者的学习方法。分类问题是从实例的特征向量到类标记的预测问题，标注问题

是从观测序列到标记序列(或状态序列)的预测问题可以认为分类问题是标注

问题的特殊情况分类问题中可能的预测结果是二类或多类而标注问题中可能

的预测结果是所有的标记序列，其数目是指数级的

感知机、 k近邻法、朴素贝叶斯法、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娟模型、

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是分类方法.原始的感知机、支持向量机以及提升方法是

针对二类分类的，可以将它们扩展到多类分类 隐马尔可夫模型、条件随机场是

标注方法. EM 算法是含有隐变量的概率模型的一般学习算法，可以用于生成模
型的非监督学习

感知机、 k近邻法、朴素贝叶斯法、决策树是简单的分类方法，具有模型直
观、方法简单、实现容易等特点 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精模型、支持向量机、提

升方法是更复杂但更有效的分类方法，往往分类准确率更高 隐马尔可夫模型、

条件随机场是主要的标注方法，通常条件随机场的标注准确率更高.

2 模型

分类问题与标注问题的预测模型都可以认为是表示从输入空间到输出空间的

映射它们可以写成条件概率分布 P(Y I 均或决策函数 Y=f(X) 的形式前者表
示给定输入靠件下输出的概率模型，后者表示输入到输出的非概率模型有时，模

型更直接地表示为概率模型，或者非概率模型，但有时模型兼有两种解释.
朴素贝叶斯法、隐马尔可夫模型是概率模型.感知机、 k近邻法、支持向量

机、提升方法是非概率模型 而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煽模型、 矗件随机
场既可以看作是概率模型，又可以看作是非概率模型.

直接学习条件概率分布 P(YIX) 或决策函数 Y=f(X) 的方法为判别方法，对

应的模型是如j别模型感知机、 k近邻法、决策树、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娟模型、

支持向量机、提升方法、条件随机场是如j别方法.首先学习联合概率分布P(X.Y).
从而求得矗件概率分布P(YIX) 的方法是生成方法，对应的模型是生成模型朴素
贝叶斯法、隐马尔可夫模型是生成方法.阁 12.1 给出部分模型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非监督学习的方法学习生成模型.具体地，应用 EM算法可以学习朴

素贝叶斯模型以及隐马尔可夫模型

决策树是定义在般的特征空间上的，可以古有连续变量或离散变量感知
机、支持向量机、 k近邻法的特征空间是欧氏空间(更一般地，是希尔伯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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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提升方法的模型是弱分类器的线性组合，弱分类器的特征空问就是提升方

法模型的特征空间

感知机模型是线性模型，而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娟模型、条件随机场是对数

线性模型 k近邻法、决策树、支持向盘机〔包含核函数)、提开方法使用的是

非线性模型.

图 12.1 从生成与判别、分类与标注两个方面描述了几个统计学习方法之间的

关系

固 12.1 部分模型之间的关罩

3 学习策略

在二类分类的监督学习中，支持向盘机、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精模型、提升
方法各自使用合页损失函数、逻辑斯谛损失函数、指数损失函数 3 种损失函数
分别写为

[l-y[(x)l. (12.1) 

log[l +exp(-y[(x))] (12.2) 

exp(-y[(x)) (12.3) 

这3 种损失函数都是 0-1 损失函数的上界，具有相似的形状，如图 12.2 所示所以，
可以认为支持向量机、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煽模型、提升方法使用不同的代理损

失函数 (surrogate 1055 缸nction ) 表示分类的损失，定义经验风险或结构风险函数，

实现二类分类学习任务 学习的策略是优化以下结构风险函数g
, N 

咒，1JJ 主~L(y，J例如幻([) (山)

这里，第 1 项为经验风险〈经验损失)，第 2项为正则化项 ， L(yJ(x)) 为损失函
数 • J(f) 为模型的复杂度， λ注。为系数.

支持向量机用ι范数表示模型的复杂度，原始的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精模型
没有正则化项，可以给它们加上乌范数正则化项提升方法没有显式的正则化项，
通常通过早停止 (early stopping) 的方法达到iEJl~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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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2 0-1 损失函数、合页损失面盘、逻辑斯谛损失函盘、指数损失面世的关~

以上二类分类的学习方法可以扩展到多类分类学习以及标注问题，比如标注

问题的条件随机场可以看作是分类问题的最大精模型的推广

概率模型的学习可以形式化为极大似然估计或贝叶斯估计的极大后验概率

估计 这时， 学习的策略是极小化对数似然损失或极小化正则化的对数似然损
失对数似然损失可以写成

- logP(Ylx) 

极大后验概率估计时， 正则化项是先验概率的负对数

决策树学习的策略是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损失函数是对数似然损失， 正

则化项是决策树的复杂度.

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娟模型、条件随机场的学习策略既可以看成是极大似然

估计(或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卫可以看成是极小化逻辑斯谛损失(或正则
化的逻辑斯谛损失〉

朴素贝叶斯模型、跑马尔可夫模型的非监督学习也是极大似然估计或极大后
验概率估计，但这时模型肯有隐变量

4 学习算法

统计学习的问题布了具体的形式以后，就变成了最优化问题有时， 最优化

问题比较简单，解析解存在，最优解可以由公式简单计算但在多数情况下， 最
优化问题没有解析解，需要用数值计算的方法或启发式的方法求解，

朴素贝叶斯法与隐马尔可夫模型的监督学习，最优解即极大似然估计值，可
以由概率计算公式直接计算.

感知机、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缩模型、条件随机场的学习利用梯度下降法、
拟牛顿法等 . 这些都是-般的无约束最优化问题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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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向盘机学习，可以解凸二次规划的对偶问题有序列最小最优化算法等

方法.

决策树学习是基于启发式算法的典型例子可以认为特征选择、生成、剪枝

是启发式地进行正则化的极大似然估计

提升方法利用学习的模型是加法模型、损失函数是指数损失函数的特点，启

发式地从前向后逐步学习模型，以达到逼近优化目标函数的目的，

EM 算法是 种法代的求解吉隐变量概率模型参数的方法，它的收敛性可以

保证，但是不能保证收敛到全局最优

支持向盘机学习、逻辑斯谛回归与最大煽模型学习、条件随机场学习是凸优
化问题，全局最优解保证存在.而其他学习问题则不是凸优化问题





附录 A 梯度下降法

梯度下降法 (gradient descent) 或最速下降法 (steepest descent) 是求解无约

束最优化问题的一种最常用的方法， 有实现简单的优点.梯度下降法是法代算

法，每一步需要求解目标函数的梯度向量.

假设 f(均是 R'上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的函数 要求解的无约束最优化问

题是

x'表示目标函数 f(功的极小点

min f(x) 
d 

(A.l) 

梯度下降法是一种选代算法选取适当的初值 x(O) ， 不断法代，更新x 的值，

进行目标函数的极小化，直到收敛由于负梯度方向是使函数值下降最快的方向，

在迭代的每一步，以负梯度方向更新x的值，从而达到减少函数值的目的

由于 f(x) 具有一阶连续偏导数， 若第k次迭代值为 x'的，则可将 f(x) 在 x'的附

近进行一阶泰勒展开t

f(x) = f(x'的 )+gJ(x -x(的 ) (A.2) 

这里 ， g. =g(x(的)=飞f(x'勺为 f(x)在x向的梯度，

求出第 k+l 次选代值 X(hll:

X(I -+ I) E- X(的 λ+A"P. (A.3) 

其中 • p. 是搜索方向，取负梯度方向 P. =-Vf(x'的).也是步长 ， 由-维搜索确

定，即.<，使得

!(X(k) +~h)=~~!旷的 +'<P.) (A.4) 

梯度下降法算法如下。

算法 A.l (梯度下降;去)

输入2 目标函数 f(吟，梯度函数 g(x) =飞f(x) • 计算精度ε ，

输出 f(x) 的极小点 x' . 

(1)取初始值 x(O)ε R'. 置 k =O

(2) 计算 f(x'的)

(3)计算梯度 gk =g(X<勺，当 Ilg.ll<ε 时， 停止迭代，令 X' =X(ij ; 否则，
令 P. = _g(X(i吁，求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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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法 (Newtonme曲。d) 和拟牛顿法 (quasi Newton me血。d) 也是求解无约

束最优化问题的常用方法，有收敛速度快的优点.牛顿法是法代算法，每一步揭

要求解目标函数的海赛矩阵的逆矩阵，计算比较复杂拟牛顿法通过正定矩阵近

似海赛矩阵的逆矩阵或海赛矩阵，简化于这一计算过程

1 牛顿法

考虑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其中扩为目标函数的极小点。

min f(x) 
~. 

(B .l) 

假设 f(x) 具有二阶连续偏导数，若第k次选代值为 x'的，则可将 f(x)在 x'的

附近进行二阶泰勒展开:

f忡f(x'的问:川均)十…(的)'H(x"' Xx-x''') (B.2) 

这里• g, =g(x肉)=Vf(x"' ) 是 f(.功的梯度向量在点 x'的的值 • H(x"')是 f(x) 的

海赛矩阵(He田e matrix) 

即)=[剖m (B .3) 

在点到的的值，函数 f(均有极值的必要条件是在极值点处一阶导数为 O. 即梯度

向量为 0 特别是当 H(x'的)是正定矩阵时，函数 f(x) 的极值为极小值.

牛顿法利用极小点的必要矗件

Vf(x) = 0 (B.4) 

每次法代中从点 X(l) 开始，求目标函数的极小点，作为第k+l 次选代值X(l+I) 具

体地，假设 X(l+I) 满足

可(X(hl)) =O (B.5) 

由式(B.2) 有

Vf(x)=g, +H,(x-x''') (B.6) 

其中 H， =H(x向) 这样，式 (8.5) 成为

品 +H.(x仙I)_X(均)=0 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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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或者

其中，

{川) - _(的 _u-IX' ' =X'- ' - N . -g. 

X(hl ) =X(的 +0
4吨'P>

附录 B 牛顿法和拟牛顿法

(B .8) 

(B ,9) 

H.PI摩 =-g. (8. 10) 

用式 (B创 作为迭代公式的算法就是牛顿法.

'草法 B， 1 (牛顿法〉

输入g 目标函数 f(x). 梯/Jl g(x) = Vf(吟， 海赛矩阵 H(x) . 精度要求 E;

输出 f(功的极小点i

(α1) 取初始点 X{Ol ，置 k=O

(2) 计算 g. =g(μx'问矗句】

(3)若 Ilg，矗|川11<问〈 εE . 贝田则1)停止计算， 得近似解 x. =x<的

(4) 计算 H. =H(x(勺，并求P.

H.Þl =-g. 

( 5 ) 置 X(hl) =X刷 +P.

( 6 ) 置 k=k +l. 转 (2)

步骤 (4) 求 p矗 ， Pk =_fl;lg.. 要求 H;l ，计算比较复杂，所以有其他改进

的方法.

2 拟牛顿法的思路

在牛顿法的迭代中， 需要计算海赛矩阵的逆矩阵H-l ，这一计算比较复杂，考

虑用一个n阶矩阵 Gj =G(X(l))来近似代曾 H;l = H-1(x(的)，这就是拟牛顿法的基

本想法

先看牛顿法法代中海赛矩阵H. 满足的条件.首先 • H. 满足以下关系。在

武 (B，6) 中取x=x(j咐 ，即得

g.+1 -g. = H1(x(hl) -x(的 ) (B , ll) 

记 Yl = 81+1 - g.. Oj = X(j+l) - x(的，因l

Y. = H.Ii. (B,12) 

或

H ; IYl =Ô1 (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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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B.12) 或式(B.13) 称为拟牛顿最件

如果H， 是正定的 C H;I 也是正定的).那么可以保证牛顿法搜索方向 p， 是下

降方向.这是因为搜索方向是p" =-λ品，由式 (B.8) 有

X=X(k】 +λp" =x('的 - Ä.H;'g, (B. 14) 

所以 /(x)在 x'的的泰勒展开式 (B.2) 可以近似写成.

/(x) =/(x问)λgJH;1良 但. 15)

因 HJI正定，故有gJH;lg. > O. 当 A 为→个充分小的正数时，总有/(x)</(x【的 ) .

也就是说p， 是下降方向.

拟牛顿法将 G，作为 H;l 的近似，要求矩阵 G，满足同样的条件.首先，每次

迭代矩阵 G，是正定的 e 同时. G，满足下面的拟牛顿条件g

G.t+1Y" = Ô" (B.16) 

按照拟牛顿条件选择 G，作为 HJ.-l 的近似或选择B， 作为 H， 的近似的算法称
为拟牛顿法

按照拟牛顿条件，在每次选代中可以选择更新矩阵 Gh1 :

G"+J = G" + ð.Gk (B.17) 

这种选择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有事种具体实现方法，下面介绍 Broyden 类拟牛
顿法

3. DFP ( Davidon-Fletcher-Powell) 算法( DFP algorithm ) 

DFP 算法选择Gk+1 的方法是，假设每一步法代中矩阵 G"1"1 是白马加上两个附
加项构成的，即

Gk+l=G，，+ 乓 +Q， (B.18) 

其中乓，也是待定矩阵.这时，

Gk+1Y" =G.YA +乓y， +Q,y, (B.19) 

为使 G，钊满足拟牛顿事件，可使且和 Q，满足

乓YI=Ó.

Q"y. = -G.凡

事实上，不难找出这样的乓和鸟，例如取

(B.20) 

(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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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乓~Õ[&亨「一 (B.22)
o"- y ,, 

nwy:口
~. =-一τ一= (B.23) 

兴 G.YII:

这样就可得到矩阵 Gh1 的法代公式z

ô.s: 口 "J口Gh1 =G. +马::L_一『一= (B.24) 
O"T Y" yJ G.Yk 

称为 DFP 算法.

可以证明，如果初始矩阵 G，是正定的. ~IJ法代过程中的每个矩阵 G，都是正
定的

DFP 算法如下

算法 B.2 ( DFP 算法〉

输入g 目标函数f(斗，梯度 g(x) = Vf(x) • 精度要求 E;

输出 f(功的极小点 x'

(1)选定初始点 x'的 ，取G。为正定对称矩阵，置 k=O

(2) 计算 gk =g(X(的) 若 IIg， II<E. 贝IJ停止计算，得近似解 x' =X(l) ; 否则
转 (3)

(3)置 p" =-G.gi 

(4) 一维搜索z 求A 使得

f(X(l) +ÀI:Pk)=~~f(x(.t) + Àp.t) 

(5) 置 x'轩1) =x(的 +Â，p，

(6) 计算 ghJ =g(X(h勺，若 IIg，.， II <E. 则停止计算，得近似解 x' =x(叫:

否则，按式 (B.23) 算出 G.+1
(7)置 k=k+l. 转 (3)

4 日FGS (日royden-Fletcher-Goldfarb -Shanno) 算法{日FGSalgor此hm)

BFGS 算法是最流行的拟牛顿算法

可以考虑用 G，逼近海赛矩阵的逆矩阵H-1 ， 也可以考虑用 B， 逼近海赛矩阵H
这时，相应的拟牛顿条件是

Bk+1 0" =Yl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另一迭代公式 首先令

Bh!=鸟+乓 +Q，

(B.25) 

(B.26) 



附最 B 牛顿陆和拟牛顿桂 223 

Bl+1ó. = Bjß t +乓o， +Q，ä. (B.27) 

考虑使乓和也满足2

乓0， = y, (B.28) 

0.0, = -B,ä. (B .29) 

找出适合条件的乓和怠，得到 BFGS 算法矩阵BH1 的法代公式2

Y.Y; B.ô.ð: B, 9 t
+l = B. + ."_~J: _ 4.1~.~ι:2 (B.30) 

yJÔj ð;B.o" 

可以证明，如果初始矩阵Bo是正定的， 则法代过程中的每个矩阵鸟都是正

定的.

下面写出 BFGS 拟牛顿算法

算;圭 B.3 (BFGS 算法)

输入z 目标函数 f(功， g(x) = Vf(x) ，精度要求 E;

输出 f(功的极'J、点 x'

( 1 ) 选定初始点到0) 取B。为正定对称矩阵， 宜 k = O

(2 ) 计算g， =g(:<向).若 II g， II <.. . 因j停止计算，得近似解 x' =x(的，否则

转 (3)

(3)由 B"p. = -品求出 p，

(的 一维搜索求也使得

f(x(J: ) + A.，p.)=~f(x(句 +Àp，)

( 5 ) 置 X(hl)=X(的 +A， p，

( 6 ) 计算 ghl = g(泸州、 ， 若 IIg，..II <E. m'J停止计算，得近似解 x' =x仙"

否则，按式 (B.30) 算出 BJI+J

(7) 置 k=k+ l. 转 W. • 

5. Broyden 类算法( Broyden's algorithm ) 

我们可以从BFGS算法矩阵鸟的法代公式 (B.30) 得到 BFGS算法关于G， 的迭

代公式事实上， 若记 G. = 8;' , Ghl = Bi-~l ' 那么对式 但 30) 两次应用 Sbennan

Morrison 公式@即得

①ShtmWl-Morrison 公式，假设A是 n阶可迎矩障， 缸. "是.'*向量，且 A+IIIIT 也是可迫短阵， 则
A-luvTA-1 

(A +vvTr' 筐 A-l _ ~ .. ; ~， 
1+ ν4-'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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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Y~ì _ (. o.Y~ ì' o.o~ 
Gh! =I/-~ι!乌[ !-:::\王'-[ +':.~v， (B.31) 

l. 6iy.FT o.'Y.) 叮Y.

称为 BFGS 算法关于 G. 的法代公式

由 DFP 算法 G. 的地代公式(B.23) 得到的 Gh1记作 G"". 由 BFGS 算法 G. 的

迭代公式(B.31) 得到的 G!..I 记作G晒，它们都满足方程拟牛顿聋件式. 所以它

们的线性组合

G1 + 1 =αGD" +(1_α)G"'''' (B.32) 

也满足拟牛顿靠件式，而且是正定的.其中 0 '三 α :S;; 1.这样就得到了一类拟牛顿

法，称为 Broyden 类算法.



附录 C 拉格朗日对偶性

在约束最优化问题中，常常利用拉格朗日对偶性(Lagr四ge duality) 将原始

问题转换为对偶问题，通过解对偶问题而得到原始问题的解该方法应用在许多

统计学习方法中，例如，最大精模型与支持向量机.这里简要叙述拉格朗日对偶

性的主要概念和结果

1 原始问题

假设 [(x). c，(功 • hj(x) 是定义在R"上的连续可微函数考虑约束最优化问题

';;i.~ [(x) (C.l) 

S.t. cs(x) 罢王 O. i = 1.2.... . k (C.2) 

鸟 (x)=O. j=I.2.....1 (C.3) 

称此约束最优化问题为原始最优化问题或原始问题.

首先，引进广义拉格朗日函数 (generalized Lagr咽ge function ) 

峙，时) = [(x) +主a1c/ (x) +立即'þ) (C.4) 

这里 ， X=(X(IJ ， X(气 ,X(II))T E R"，吨，鸟是拉格朗日乘子， α~I ~ 0 考虑x 的函数2

OpU)=3250L(x，g，向 (C.5)

这里，下标P表示原始问题

假设给定某个 x 如果 x违反原始问题的约束条件，即存在某个 z 使得

c/(w)>O或者存在某个J 使得hj(w)"O. 那么就有

制=础。[刀咛
因为若某个i 使约束 c，创刊，则可~'"→+田，若某个J使 hj(x)叫，则可+βJ
使ßA(x)→+俑，而将其余各饵，鸟均取为。

相反地，如果x满足约束条件式 (C.2) 和式 (C 匀，则由式 (C.5) 和式 (C.4)可
知，现(x)=[(x).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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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功， x满足原始问题约束
θ~(x)=~ ' ,--" ;;_',::--"-' .-....' (C.7) 
俨 忏锢，其他

所以如果考虑极小化问题

minll,(x) = min 哩且 L(x，α，β) (C.8) 
'.P吗剖

它是与原始最优化问题(C. 1) - (C.3)等价的，即它们有相同的解 问题

mm 电皿 L(x，σ，沟称为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小极大问题.这样一来，就把原
侃问M

始最优化问题表示为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小极大问题.为了方便，定义原始问

题的最优值

称为原始问题的值.

2 对偶问题

定义

p. =minθ'， (x) 
二

(C.9) 

也(a， p) = "，!nL(x，α，{J) (巳 10)

再考虑极大化 IID胆，β)=minL(x，α， p)， np 

亚~08D(α，β)=3210吨nL(x，a，p) (C.ll) 

问题电皿 m皿L(x，α，β〕称为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大极小问题.
a，p，码.， , 
可以将广义拉格朗日函数的极大极小问题表示为约束最优化问题2

吧?。ρ忡，p)=电梦吧nL衍，α，β) (C.12) 

s.t. aj ;:罢 。 ， i=I,2"" ,k (C.13) 

称为原始问题的对偶问题 定义对偶问题的最优值

d·=32506D恤，β〕 (C.14) 

称为对偶问题的值。

3 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关系

下面讨论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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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C， 1 若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都有最优值，自u

d'~ 早早~ minL(x，α，向运皿n 电阻 L(x，α，β)~p' (C.15) 
a， p:<町剧 JI a，p啕剧

证明 白式 (C. 12) 和式 (C 句，对任意的 a，ß和 x ，有

也(α，β)~吨nL(x，α，β) 运 L(x，α，β〕 运 at21.LO，α， ß)~冉(x) (C.16) 

ap 
8D胆， ß)';;(J， (x) (C.17) 

由于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均有最优值，所以，

，但束。(JD(a，β)运咛n8，(x) (C.18) 

即

d·=32弘m}nL(x，α，β)运叩3250LOAm=p· (C I9} . 
推论 C.l 设矿和αβ·分别是原始问题 (C.l)-(C.3) 和对偶问题 (C.12)

(C.l町的可行解，并且 d' ~p' ， 则 x'和矿，ß' 分别是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最

优解

在某些条件下，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最优值相等 ， d' ~p' 这时可以用解

对偶问题替代解原始问题 下面以定理的形式叙述有关的重要结论而不予证明.

定理 C.2 考虑原始问题 (C. l)-(C习和对偶问题 (C. 12) - (C.13) 假设函

数 f(x) 和 c， (x) 是凸函数， h/x) 是仿射函数.并且假设不等式约束Cj (X) 是严格

可行的，即存在 x ， 对所有，有 cs(.:t)<O ， 则存在 x'，矿 ，ß' ' 使 x' 是原始问题的
解，矿，ß' 是对偶问题的解，并且

p' ~ d' ~ L(x' ,a' ,ß') (C.20) 

定理 C.J 对原始问题 (C.l)-(C.3)和对偶问题 (C.12) - (C.l3) ，假设函数

f(x)和 c/ (x) 是凸函数， h， (x) 是仿射函数，并且不等式约束 c， (x) 是严格可行的，

~IJx' 和矿，ß' 分别是原始问题和对偶问题的解的充分必要靠件是x飞α' ，ß' 满足

下面的 Karush-Kuhn-Tucker仪Kη条件:

V,L(x' ，α' ，ß' )~O 

V .L(x' ，α' ，ß' )~O 

V，L(x'，αβ')~O 

))) 12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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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c， (x') =0 , i=1 ,2"" ,k (C.24) 

C1(X.) 髦。， i=1,2,"',k (C.25) 

a;;;'O , i=1, 2,"',k (C.26) 

hþ")=O j=1,2,"''/ (C.27) 

特别指出，式(C.24) 称为 KKT 的对偶互补条件 由此条件可知，若 a; >0. 

贝IJ c，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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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式植函瞌 (po1归。mialkeme1 function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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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逻辑斯谛回归模型 (binom ial1ogistic regr唱ssioo mode!) 78 

罚项 (penalty tenn) 9. 13 

E化能力 (gencmlization abil町) 11. 15 

旺化误差 Cgeneml皿tionerror} 15 

泛化误差上界 (genera1ization crror bo皿d) 15 

非监督学习 ( unsupe阴阳dleamìng) 2 

非撞性主持肉量机 (non-lin且r support vector machine) 95. 1.23 

分提(c1assification) 18 

分类器 (classifier) 18 

分类与回归树 (classification 阻d regression tree. CART) 67 

分离超平面 (sepacating hyperplane ) 26 

风险函数 (risk function) 8 

改造的选代尺度法 (improved iterative 民aling. IIS ) 88 ，凹， 202 

概率近似正确 (probablyapproximately 四rrect. PAC) 137 

椭率图模型 (probabilistic gr叩hìcal model) 191 

概率无向图模型 (probabilistic undirccted gr叩hìcal modeD 191 , 193 

感知机 (perceptron) 25 

高斯核面世 (Gaussian kemel 阳出00) 122 

高斯坦合模型 (Gaussiao mìxture model) 162 

根结点 (rootnode) 63 

估计误差〈回timation error) 40 

观测变量 (ohservable variable ) 155 

观测序列 (000町vation 臼qu巳nce) l71 

广义拉格朗日函数 (generaJized Lagrange function) 225 

广义期望极大 (generalizede叩ectation maximization. GEM) 166 

规范化因于 (nonnal四tion factor) 193 

过拟合 (over-由ting) 9 , 11 

海赛矩阵 (Hessematrix) 219 

函盘问隔 (functional margin) 97 

合页损失函曲 (hingel田滔也no月ioo) 114 

核方桂 (kernel ffii础。d) 9S 

核函散 (k<<四，J 缸nction) 95 , 116 

核技巧 (kernel trick ) 95 , I1 5, 118 

互信且 (mutual information ) 61 

划分 (partitio旧制， ,. 

童引



放引

回归 Cregression ) 21 

基且指数(G皿 inde:t ) 68 

极大-极大算法 Cmaxìmization.m阻Îmization algorl由m) 166 

极大似然估计 (maxim回到 likelihood 四timation) 9 

几何间隔 (geome位:ic margin ) 97. 98 

几率 (odds ) 78 

拥法模型 (additíve model) 144 

假由空间 (hypothesis space) 2, 5. 6 

间隔 (margin) 102 

监督学习 (supe凹】"，，11臼.rning) 2 . 3 

剪枝 (pruning ) 65 

交卫验证 (cross validation) 14 

结点 ( node ) 55. 191 

结构血险最小化r，，，，，由J.ral risk minimi四tion. SRM) 9 

解码 (decoding) 174 

近似误盖 (approximationerror) 40 

经验血险 (cmpirical risk ) 8 

经验风险最小化 (empiricalrisk mini.tt田ati町， ERM) 8 

经验蛐 (crnpiri皿 I entropy) 61 

佳验损失〈阳晒\p

经验条件蜻〈臼em呻p阴m时Y回c.1 。ω。阳'ndi!ional en田p町y) 61 

精确率〈句p'酣回ision) 19 

径向基面最 (radial basis function ) 122 

局部马如可夫性 。ocal Markov pr.叩erty ) 191 

盹置函盘 (dedsion function) 5 

决置树 (decisi回国刮目

决置甜植 (dedsion Stump) 147 

绝时损失画盘〈曲曲lute 1055 function ) 7 

拉幡朗日踊于(La"，四ge multiplier ) 103 

拉格朗日对偶性 CLagrange d田lity ) 225 

拉格朗日画盘(Lagrange funcüon ) 103 

拉普拉斯平滑 (Laplace smoo世ÙDg) 51 

类 (c!ass) 18 

类标记(01剧 labeD 38. 47 

国-'Z.l<验证 (leave-o胁。ut cro豁咱Jidation ) 15 

逻辑斯谛分布 ( Iogisticd随时butìon)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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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斯谛回归(Iogistîcrcgr咽sion) 77 

马尔可夫随机蝠 (M缸kov mndom field ) 193 

曼哈顿距寓 (Man抽血n distAncc) 39 

模型 (m叫el) 2 

模型选择 (m叫.el sel时tion ) 1I 

内部结点 (in但:rnal node ) 55 

制特 (nat) 60 

拟牛顿桂 (quasî Newton meth时) 91. 205. 219 

牛顿桂 (Newton method ) 9), 205. 219 

欧氏距离 (Euclid且ndisωncc ) 39 

知l知l方法 (d耻rurun'u四叩伊田，ch) 17 

9阳j如J模型 ( discrimin.ativemodel ) 18 

偏置 (bias) 25 

平方损失函盘问uadratic loss 缸nction} 7 

评价准则 (evaluation criterion ) 2 

补章贝叶斯 (n8Ïve Bayes ) 47 

朴章贝叶斯算法 (naTve Bayes 创gQn由m) 50 

期盟极大算法(EM 篝桂) (expectation maximi7Ation atgorithrn) 155. 157 . 162. 183 
期望损失〈回阳ctedloss ) 8 

前向分步算桂 (fQ<W町d 归Igewisc algori由rn) 144 

前向·后向算法 (forwaro-backward a1gorithm) 175 

槽在变量 (Iatentvari剧e) 155 

强化学习 (reinforc四lent leaming ) 2 

强可学习 (strongJy learnable ) 137 

切分变量 (splitring variable ) 68 

四分点 (splittingp。回〉臼

全局马尔可夫性(g1obaJ M缸icovpropeny) ]9] 

权值 Cwcight ) 25 

权值向量 (weight vec阳) 25 

软间隔矗立化 (soft margio maxim圆tion ) 95 

弱1日I学习 (w国kly learnable)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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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ntropy) 60 

生屉方法 <g四erative叩proach) 17 

生成模型地回Cl'3.tive mode}) 18 

主制 (instan四) 4 

势国盘 (potential 也nction) 194 

输出空间 (output space) 4 

输入空阅日nputs归国) 4 

胜据〈由.ta) I 

算法(a180ri也m) 2 

随机幅度下降法 (stoc业astic gradient descent) 28 

损失函最 ( loss functìon) 7 , 65 

特异点 {outlier} 108 

特征画盘时咀ture 缸nction) 82 

特征空间 (feature space) 4 

特征向量 (featur哩 vector ) 4 

棉度提升<，.叫ientb∞sting) 151 

棉匮节障法<，.叫ient descent) 217 

提升 <b∞陆ting) 137 

提升树 <b∞，lmg 眩目) 137 , 147 

提早停止〈阳.lyst吨lping) 213 

条件瞄 (conditÎonal en忧。py) 61 

条件随机场〈∞ndit:i o田1 random field. CRF) 191 , 194 

辑计机黯学习 Cstatistìcal machîne I国rning) 1 

统计学习 (statistica门eaming) I 

统计学习方法(血tistical leaming m础。d) 3 

统计学习理诠{刷阳ticalJ回m臼gtheory) 3 

统计学习应用 (applicationofstatisticallearning) 3 

凸二1)(规划 (canvex q国企<ltlCprogr虱mrning) 町， 100. 109 

图《伊Iph) 191 

团(c1íque ) 193 

完全盟据 (complete-data ) 157 

维特比算法(Vtte巾i aIgori也m ) 184 , 201 

宜本分类 (text c!回到岛四tioo ) 20 

误盖率 (errormte ) 10 

希11<伯特空间 ( Hilbertsp町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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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卦英模型 Clinear cJassifi叫tiOD model ) 2S 

线性分类器 (linearclassifier) 25 

线性可分数据靠 Clinearly separable data set) 26 

线性可分直持向量机 Clinearsu怦ort vector machine ìn Iinearly s叩缸由"四se) 95 , 106 

线性链 (line缸 chain) 191 

线性链条件随机场(1ine町 cbaÎn ∞nditionslrandotnfield) 191 , 194 

蜡性扫描 (lin锦rscan) 41 

线性支持向量机( lînear support ve<:tor macrune ) 凹， 106 , 109 

信息增蓝 (informatioo gain) 59 , 61 

信息增盐比 (information g:副nratio) 63 

序列是小最优化〈碍quential minimal optimization. SMO) 124 

学习率 (learnÎng rate ) 28 

训练集 Ctraini啤剧) 14 

训练散据〈田ining data) 2 , 4 

训蠕误盖〈国mmg 町。r) 10 

验证靠 (validation set) 14 

叶结点 。因fnode ) S5 

因于分解 (factorization) 193 

隐变量 (hiddenv四able) 155 

跑马Z可走模型 (hidden Markovmodel, HMM) 171 

硬间隔最大化 (hard margin m皿imization) 时，拥

有向边 (directed edge) 55 

余弦相似匮 (cosine similarity ) 123 

预酣 (predi础。n) 5 , 18 

原始问题 (primal problem ) 103. 225 

再生核希加伯特空间 (rep曲ducing kemel Hilbert 叩ace ， RKHS) 120 

召回事 (r.四all) 19 

正定接函盘 (positive defioite kemel 缸nction) 118 

正则化 (regul缸ization ) 13 

正因j化项 Cregul缸Î2er) 9, 13 

主持向量〈阳四)ort vector} 102, 107 

支持向量机 (suPPOrtvectormacrunes ， SVM) 9S 

指示画盘 (indi咀，tor 缸nction) 10 

指量损失画fi (exponentia1 loss functÎon) 145 

中位敢 (medi皿) 41 

状在序列 (states呵回皿e)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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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 ( a∞uracy ) 10. 19 

亨符附核函量 Cstring kcmel function ) 122 

革委大后瞌帽率估计 (maximum posterior probabi1ity estimation. MAP) 9 

量大间隔拮 (maximum margin rnethod ) 100 

最大捕模型 (m皿rnum entropy modeD 77. 80 , 83 

量最大团 ( maximaJ clique ) 193 

簸理下降法("由pestde民ent ) 217 

最小二，展法 ( 1回st 吨咀res) 22 

最小二第四归树 ( Ieast 呵皿resregr回slon 出e ) 69 

0- 1 损失面盘(0-1 Joss function ) 7 

AdaBoost 算桂 (AdaB∞stalgori由m) 137 , 138 

Baum-Wclch算法 (Baum-Welch algori白血) 183 

BFGS 算法 (Broyden-F1etcher..Qoldfarb-Shanno a1go川出m. BFGSalgori也m) 222 

Broyden 提算法 (Broyd凹's aJgori也m) 223 

C4.5 算桂 (C4.5 algori阳、) 65 

DFP 算睦 ( Davidon-Flctcher.、Powell aJgori由rn， DFP algorithm ) 221 

EM算法 (EMalgori也m) 157. 162. 183 

F商量 (Ffunction ) 166 

G..m 矩阵 (Gram rnatrix) 34 , 119 

103'"注 〈田3 algori也m) 63 

)"田n 不等式(l"也en tneq国}it)' ) JS9 

M树 (kdtree ) 41 

KKT ( Karush-Kuhn-Thcker ) 条件 (K，KT ( Karush-K由n-Tucker) ∞nditions ) 125. 227 

k近邻法 (k-nearestneighbor . k-NN ) 37 

L， 陌散 (Ll nonn) 14 

L， 擅数 (Lzßonn) 14 

L，距离 〈乌 distance】 38

Minkowski 距离 ( Mi曲。wskidistance ) 38 

Q 菌盘 ( Qfunction ) 158 

S lf> ø靠瞌 ( sigmoid curve) 77 

S折交叉验证 (S-fold cross valida岱on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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