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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现有多核聚类方法较少考虑多核数据局部流形结构以及在多核融合时学习参数过多进而易受多核噪声异常等干

扰的问题，文中首先提出了基于局部核回归的聚类方法（ＣＫＬＲ）。该 方 法 通 过 局 部 学 习 来 刻 画 单 核 数 据 的 流 形 结 构 并 采 用 稀

疏化的局部核回归系数来进行预测和聚类。文中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单核局部核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ＣＭＫＬＲ）。该方法

为每个核矩阵构造对应的稀疏化的局部核回归系数，并采用全局线性加权融合的方式获得了多核数据下的局部流形结构和同

样稀疏化的多核局部回归系数。所提方法较好地避免了现有方法的两个缺陷，且该方法仅包含局部邻域大小这一超参数。实

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在测试数据集上的聚类性能优于当前的主流多核聚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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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ＴＰ１８１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Ｌｉａｎｇ１，２，ＲＥＮ　Ｘｉｎ１，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ｇ１　ａｎｄ　ＺＨＯＵ　Ｐｅｎｇ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ｈａｎ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　０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６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ｌｅｓ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　ｋｅｒｎｅｌ　ｍａｔｒｉｘ　ｗｉｔｈ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ａｎｄｉ－
ｄａｔｅ　ｋｅｒｎｅｌ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ｉａ　ｋｅｒｎｅｌ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ＫＬＲ）．Ｉ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ｋｅｒ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ｋｅｒｎｅ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ｉｔ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ＭＫＬＲ）．Ｗ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ｐａｒｓ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ｋｅｒｎｅｌ，ｗｈｉｃｈ　ｗｅ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ｖｅｌ　ｍａｎｉｆｏｌ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Ｗｅ　ｔｈｅ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ｖｅｌ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ｖｉ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ｐａｒｓｅ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ｉｅ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
ｎｅｌ　ｄａｔａ．Ｔｈｕｓ，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ＭＫＬＲ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ｗｏ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ｏｎ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ｕｒｎ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ｎ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１０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１　引言

聚类是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的核心问题之一。核方法通

过核函数将原始数据从线性空间变换到非线性空间，从而使

线性难分的数据在核空间中变得易分［１］。核方法已经被广泛

用于多种学习任务，如基于核方法的分类［２］、聚类和最优实验

设置［３］等。核方法用于聚类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根据不

同类型的数据 集 选 择 和 设 计 合 适 的 核 函 数 及 其 相 关 的 超 参

数。多核聚类通过联合 建 模 学 习，一 方 面 利 用 多 核 数 据 进 行

聚类，另一方面利用聚 类 结 果 指 导 多 核 数 据 的 融 合。这 样 既

减轻了核函数选择的困难程度，又提升了聚类精度和稳定性，

因而多核聚类成为了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代表性多核聚类方法主 要 包 括 多 核Ｋ－ｍｅａｎｓ方 法［４］、多

核谱聚类方法［５－１０］和 多 核 子 空 间 聚 类 方 法［１１－１３］。Ｄｕ等 采 用

Ｌ２１损失提出鲁棒多核Ｋ－ｍｅａｎｓ方法（Ｒｏｂｕ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Ｋ－Ｍｅａ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Ｌ２，１－Ｎｏｒｍ，ＲＭＫＫＭ）［４］；Ｌｉｕ等 提 出 核 关 系

诱导的矩阵正则化的多核Ｋ－ｍｅａｎｓ方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Ｋ－
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ＫＫＭＭＲ）［８］；Ｌｉ等提出基于局部对齐准则的多核聚类方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ＫＡＭＫＣ）［９］；Ｌｉｕ等 进 一 步 提 出 了 基 于 最 优

邻近核 学 习 的 多 核 聚 类 方 法（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ｓ，ＯＮＭＫＣ）［１０］；Ｋａｎｇ等 提 出

基于低秩学习的 多 核 聚 类 方 法［１１］；Ｙａｎｇ等 提 出 基 于 自 适 应

鲁棒多核 子 空 间 学 习 的 聚 类 方 法（Ｊｏｉｎｔ　Ｃｏｒｒ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ｒ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ＭＫＳＣ）［１２］；Ｚｈａｎ等 提 出 基

于一致性结 构 化 图 学 习 的 多 视 图 聚 类 方 法（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　Ｃｏｎ－
ｓｅｎｓｕｓ　Ｇｒａｐ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ＣＧＣ）［１３］。近 年 来，研 究 发 现，与

单核单视图聚类相比，多核聚类面临更加严重的数据质量问

题，即数据缺失、噪声 异 常 等。为 此，研 究 人 员 提 出 了 多 种 鲁

棒 多 核 聚 类 方 法［１４］和 面 向 缺 失 场 景 的 不 完 备 多 核 聚 类

方法［１５］。

上述现有多核聚类方法常通过线性加权的策略来构建或

者近似最优核，这类方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１）尽管核函数较

好地刻画了数据的 非 线 性 关 系［１６］，但 是，正 如Ｃａｉ等［１７］所 指

出的，核函数构造的核矩阵并没有很好地反映数据间的局部

流形结构；２）进行最优核学习时，既需要学习所有样本对两两

之间的关系，又需要满 足 半 正 定 等 基 本 要 求。此 时 融 合 核 容

易受少量噪声异常候选核的干扰，进而降低最优核质量。

为了一定程度地解决 上 述 两 个 问 题，本 文 提 出 了 基 于 局

部回归融合 的 多 核 聚 类 方 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ＣＭＫＬＲ）。具体来讲，该方法首

先为某样本在某个核函数下筛选其对应的邻近样本集，并基

于该样本集和该核函数构造局部回归模型，进而借助该模型

对该样本的聚类标签进行预测。为了获得更加精准和稳定的

预测结果，我们采用线性加权的方式将该样本下的多个局部

回归模型融合得到线性混合的多核局部回归模型。我们将所

有样本的混合局部回归模型的预测误差进行建模，最终得到

基于局部回归的多核 聚 类 方 法。值 得 指 出 的 是，该 方 法 一 方

面在单核意义下考虑局部流形结构，并以多核线性融合的方

式在多核意义下考虑数据内在的局部流形结构，另一方面仅

仅构造和学习多个局部稀疏化的回归系数，避免了传统方法

对核矩阵所有参数的学习，极大地缩减了待求解参数的规模，

进而减小了低质量数据对聚类任务的影响。基准数据集上的

实验结果充分表明，该方法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数据上都明显

优于当前主流的方法。

２　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

给定数据集Ｘ＝｛ｘｉ｝ｎｉ＝１，其中ｘｉ∈Rｄ×１，聚类任务的 目 标

是将样本划分到ｃ个簇中｛Ｃｊ｝
ｃ
ｊ＝１
。给定核 函 数ｋ（ｘ，ｙ）→R，

根据核技巧得到其对应的核矩阵Ｋ∈Rｎ×ｎ。假设一共给定ｍ
个核函数，我们共获得ｍ个核矩阵｛Ｋｒ｝ｍｒ＝１用于聚类。定义划

分矩阵Ｐ∈Rｎ×ｃ，其中如 果 样 本ｘｉ属 于 簇Ｃｊ，则 记Ｐｉｊ＝１，否

则记 为Ｐｉｊ ＝０。定 义 缩 放 划 分 矩 阵Ｙ∈ Rｎ×ｃ，其 中Ｙ＝

Ｐ（ＰＴＰ）－
１
２，容易验证ＹＴＹ＝Ｉ。

２．１　基于局部回归的聚类方法

给定样本ｘｉ，我们可以 根 据 核 函 数 或 者 某 距 离 计 算 方 法

获得其对应的τ个 邻 近 样 本 集 合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τ）｝和

其对 应 的 聚 类 结 果Ｙｉ＝｛ｙｉ（１），ｙｉ（２），…，ｙｉ（τ）｝。我 们 利 用 这 些

邻近样本集合构造局 部 学 习 模 型，用 于 对 样 本ｘｉ的 聚 类 结 果

进行预测。本文选择使用非参 Ｎａｄａｒａｙａ－Ｗａｔｓｏｎ核回归模型

构建核函数，对数据进行非参数估计。与参数估计模型相比，

该模型的优势在于：
（１）其 复 杂 性 由 数 据 决 定，而 不 是 由 预 先 给 定 的 参 数

决定；
（２）对 数 据 的 潜 在 分 布 没 有 要 求，适 应 能 力 强 且 稳 健

性高。

对于样本Ｘｉ，其邻域集合〈Ｘｉ，Ｙｉ〉构建的局部核回归模型

对ｘｉ的未知聚类结果ｙｉ进行预测的结果如式（１）所示：

ｙ
－
ｉ＝
∑
τ

ｓ＝１
ｙｉ（ｓ）Ｋ（ｘｉ，ｘｉ（ｓ））

∑
τ

ｓ＝１
Ｋ（ｘｉ，ｘｉ（ｓ））

（１）

根据ｘｉ的局部回归模 型，我 们 可 以 定 义 面 向 所 有 样 本 的

局部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矩 阵Ａ∈Rｎ×ｎ，其 每 个 元 素Ａｉｊ的 定

义如式（２）所示：

Ａｉｊ＝

Ｋ（ｘｉ，ｘｊ）

∑
τ

ｓ＝１
Ｋ（ｘｉ，ｘｉ（ｓ））

，ｉｆ　ｘｊ∈Ｘｉ

０， ｉｆ　ｘｊＸ

烅

烄

烆 ｉ

（２）

经验 证，回 归 系 数 矩 阵 Ａ 满 足 两 个 条 件：１）Ａｉｊ≥０；

２）∑
ｎ

ｊ＝１
Ａｉｊ＝１。

基于上述核回归模型，我 们 可 以 构 建 基 于 局 部 核 回 归 的

聚类 方 法（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ｖｉ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ＫＬＲ），其对应的优化问题如式（３）所示：

ｍｉｎ‖Ｙ－ＡＹ‖２

ｓ．ｔ．ＹＴＹ＝Ｉ
（３）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 局 部 核 回 归 系 数 矩 阵 构 造 和 基 于

局部核回归的聚类过程，本文提出的ＣＫＬＲ方 法 与 传 统 的 局

部线性嵌入方法（Ｌｏｃａｌ　Ｌｉｎｅ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ＬＬＥ）和基于局部学

习的聚类方法［１７］并不相同，单核意义下的ＣＫＬＲ方法具有一

定的新颖性。

２．２　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

上述基于局部核回归的聚类方法（ＣＫＬＲ）在 核 空 间 下 较

好地考虑了数据的局部流形结构。本节将该方法扩展到多核

问题中。

给定ｍ 个 核 矩 阵｛Ｋｒ｝ｍｒ＝１，我 们 同 样 可 以 构 造ｍ 个 局 部

核回归系数矩阵｛Ａｒ｝ｍｒ＝１，其定义如式（４）所示：

Ａｒｉｊ＝

Ｋｒ（ｘｉ，ｘｊ）

∑
τ

ｓ＝１
Ｋｒ（ｘｉ，ｘｉ（ｓ））

，ｉｆ　ｘｊ∈Ｘｒｉ

０， ｉｆ　ｘｊＸｒ
烅

烄

烆 ｉ

（４）

由式（４）可以看出，针对核矩阵Ｋｒ，其核回归邻域Ｘｒｉ和回

归系数都需要根据核矩阵Ｋｒ进行适配。

对于多核问题中构造出的多核邻域和多核局部核回归模

型，我们可以通过线性加权的方法进一步融合这些回归模型，

并得到如下加权的多核局部 核 回 归 系 数 矩 阵Ａｗ∈Rｎ×ｎ，其 定

义为：Ａｗ＝∑
ｍ

ｉ＝１
Ａｉ。而且我们同样可以验证回归系数矩阵Ａｗ满

足以下两个条件：１）（Ａｗ）ｉｊ≥０；２）∑
ｎ

ｊ＝１
（Ａｗ）ｉｊ＝１。

因此，我们进一步提出 基 于 局 部 核 回 归 融 合 的 多 核 聚 类

方法（ＣＭＫＬＲ），其对应的优化问题如式（５）所示：

８４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科学 Ｖｏｌ．４８，Ｎｏ．８，Ａｕｇ．２０２１



ｍｉｎ‖Ｙ－∑
ｍ

ｉ＝１
ｗｉＡｉＹ‖２

ｓ．ｔ．ＹＴＹ＝Ｉ，ｗｉ≥０，∑
ｍ

ｉ＝１
ｗｉ＝１

（５）

上述优化问题将基于局部核回归聚类和多核局部回归混

合系数学习两个子问题进行联合建模。通过这两个任务的联

合优化，提高了混合系数学习的质量，进而提高了局部回归精

度、稳定性和 最 终 的 聚 类 质 量。值 得 指 出 的 是，本 文 提 出 的

ＣＭＫＬＲ方法一方面借 助 局 部 核 回 归，充 分 考 虑 了 多 核 意 义

下数据的流形结构，有助于提升聚类结果；另一方面待构建的

多核局部回归系数矩阵具有较高的稀疏性，减少了多核噪声

异常数据的干扰，同样有助于提升聚类结果。

２．３　求解算法

本文方法包含两个待求解变量。本文采用常见的坐标轮

换法，即固定一组变量求解另一组变量的求解策略。

当变量ｗ固定时，定 义 变 量Ａｗ＝∑
ｍ

ｉ＝１
ｗｉＡｉ，关 于 变 量Ｙ 的

子优化问题为：

ｍｉｎ‖Ｙ－ＡｗＹ‖２

ｓ．ｔ．ＹＴＹ＝Ｉ
（６）

拉普拉斯矩阵的定义如式（７）所示：

Ｌｗ＝（Ｉ－Ａｗ）Ｔ（Ｉ－Ａｗ）＝Ｉ－Ａｗ－ＡＴｗ＋ＡＴｗＡｗ （７）

上述优化问题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ｍｉｎ　ＹＴＬｗＹ

ｓ．ｔ．ＹＴＹ＝Ｉ
（８）

由Ｋｙ　Ｆａｎ矩阵特征值的定理可知，上述问题的全局最优

解Ｙ＊ 对应于拉普拉斯矩阵Ｌｗ的ｃ个最小特征值对应 的ｃ个

特征向量。

当Ｙ固定时，定义变量Ｐ∈Rｍ×ｍ，其中Ｐｉｊ＝ｔｒ（ＹＴＡＴｊＡｉＹ），

定义变量ｑ∈Rｍ×１，其中ｑｉ＝ｔｒ（ＹＴＡｉＹ），关于变量ｗ的子优化

问题为：

ｍｉｎ　ｗＴＰｗ－２　ｗＴｑ

ｓ．ｔ．ｗｉ≥０，∑
ｍ

ｉ＝１
ｗｉ＝１

（９）

上述带单纯形约束的二次优化问题可以通过现有的二次

优化求解器（如 Ｍａｔｌａｂ自带的ｑｕａｄｐｒｏｇ函数）来求解。

根据上述描述，算法１给 出 了 本 文 的 基 于 局 部 回 归 融 合

的多核聚类算法。

算法１　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算法

输入：样本间的多个核矩阵｛Ｋｒ｝ｍｉ＝１，其 中Ｋｒ∈Rｎ×ｎ，核 回 归 邻 域 大 小

τ，聚类簇数ｃ
输出：离散化聚类结果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ｄｘ

１．初始化核函数权重因子ｗ∈R ｍ×１，ｗｉ＝１／ｍ；

２．针对每个核矩阵和每个样本，构造其对应的多核回归系数｛Ａｉ｝ｍｉ＝１；

３．计算多核融合的局部回归系数Ａｗ＝∑
ｍ

ｉ＝１
ｗｉＡｉ；

４．Ｗｈｉｌ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ｄｏ．

５．计算多核局部回归融合的拉普拉斯矩阵Ｌｗ＝Ｉ－Ａｗ－ＡＴｗ＋Ａ
Ｔ
ｗＡｗ；

６．计算拉普拉斯矩阵Ｌｗ的ｃ个最小特征值对应的ｃ个特征向量Ｙ；

７．计算变量Ｐ∈R ｍ×ｍ和变量ｑ∈R ｍ×１，其中，Ｐｉｊ＝ｔｒ（ＹＴＡＴｊＡｉＹ），ｑｉ＝

ｔｒ（ＹＴＡｉＹ）；

８．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ｑｕａｄｐｒｏｇ求解器计算非负多核混合系数ｗ；

９．计算当前目标函数ｆｔ；

１０．如果
ｆｔ－１－ｆｔ
ｆｔ－１

≤１０－５，判定收敛，终止迭代；

１１．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１２．对Ｙ进行归一化，使其每一行的Ｌ２范数为１得到Ｙ
∧
；

１３．利用Ｋ－ｍｅａｎｓ算法对Ｙ
∧

进行二次聚类，获得高质量的离散化聚类

结果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ｄｘ。

２．４　收敛性和复杂性分析

本文提出的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是一个带

二次约束和 线 性 约 束 的 二 次 优 化 问 题。虽 然 该 问 题 是 关 于

｛Ｙ，ｗ｝的非凸 优 化 问 题 且 很 难 获 得 全 局 最 优 解，但 是 该 问 题

的目标函数明显是有 下 界 的，即 下 界 为０。由 于Ｙ，ｗ求 解 属

于非凸优化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分块坐标轮换法进行求解，且

都可以获得子问题的最优解。本文算法的每一步求解都使原

优化问题的目标函数单调下降，因此本文算法的收敛性得到

保证。

本文算法首先需要计算多 核 回 归 系 数｛Ａｉ｝ｍｉ＝１，其 对 应 的

计算复杂性是Ｏ（ｍｎｌｏｇτ），其中ｍ是核函数个数，ｎ是样本个

数，τ是局部核回归邻域大小；在迭代过 程 中 构 造 拉 普 拉 斯 矩

阵Ｌｗ和求解特征向量Ｙ的复 杂 度 为Ｏ（ｎ３）；在 迭 代 过 程 中 求

解多核回归混合权重ｗ的复杂度为Ｏ（ｍ３）；收敛后Ｋ－ｍｅａｎｓ
离散化的复杂 度 是Ｏ（ｎｃ　ｔ２），其 中ｔ２是 Ｋ－ｍｅａｎｓ离 散 化 的 迭

代次数。综上所述，本文算法的 复 杂 度 为Ｏ（ｍｎｌｏｇτ＋（ｎ３＋

ｍ３）ｔ１＋ｎｃ　ｔ２），其中ｔ１是 本 文 算 法 的 迭 代 次 数。考 虑 到ｍ
ｎ，τｎ，以及我们在后续的实验中发现本文算法通常在１０次

以内就 可 以 收 敛，即ｔ１ｎ，因 此 本 文 算 法 的 复 杂 度 可 以 进 一

步简化为Ｏ（ｎ３）。

３　实验

本节通过在 多 个 不 同 类 型 的 基 准 数 据 集 上 进 行 聚 类 实

验，以验证ＣＭＫＬＲ算法的有效性。

３．１　数据集与预处理

本实验采用５个 常 见 数 据 集 来 评 估 多 核 聚 类 方 法 的 性

能。这些数据集 包 括 一 个 生 物 信 息 数 据Ｐｒｏｓｔａｔｅ、两 个 文 本

数据ＣＳＴＲ和 ＲＥＬＡＴＨＥ、两 个 图 像 数 据 ＵＳＰＳ４９和 ＵＣＩ－
Ｄｉｇｉｔ，其中ＵＣＩＤｉｇｉｔ为 多 视 图（６个 视 图），其 余 数 据 集 均 为

单视图数据。这些数据的相关统计信息如表１所列。

表１　测试数据集的统计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样本

个数
特征个数

类别

个数

视图

个数
数据类型 多核个数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１０２　 ５９６６　 ２　 ２ 生物信息 １２
ＣＳＴＲ　 ４７６　 １　０００　 ４　 ４ 文本 １２

ＲＥＬＡＴＨＥ　 １　４２７　 ４３２２　 ２　 ２ 图像 １２
ＵＳＰＳ４９　 １　６７３　 ２５６　 ２　 ２ 图像 １２

ＵＣＩＤｉｇｉｔ　 ２０００
｛６，６４，７６，４７，
２１６，２４０｝

１０　 １０ 图像 １２

本文采用多核聚类实 验 中 的 通 用 方 法 来 构 造 多 核 数 据。

对于单视图数据，本实验采用７个高斯核函数、４个多 项 式 核

函数和１个余弦核函数一共构造１２个核矩阵，其中高斯核函

数如式（１０）所示：

ｋ（ｘ，ｙ）＝ｅｘｐ －‖ｘ－ｙ‖
２

２δ（ ）２ （１０）

其中，参数δ的取值范围为｛０．０１　Ｄ０，０．０５　Ｄ０，０．１　Ｄ０，１　Ｄ０，

１０　Ｄ０，５０　Ｄ０，１００　Ｄ０｝，而Ｄ０为 样 本 两 两 之 间 的 平 均 欧 氏 距

９４杜　亮，等：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



离；多项式核函数ｋ（ｘ，ｙ）＝（ａ＋ｘＴｙ）ｂ中ａ 的 取 值 包 括｛０，

１｝，ｂ的取值包括｛２，４｝；余弦函数为ｋ（ｘ，ｙ）＝ ｘＴｙ
‖ｘ‖·‖ｙ‖

。

对于多视图数据ＵＣＩＤｉｇｉｔ，我 们 采 用 高 斯 核 函 数 和 余 弦 核 函

数为每个视图构造两个核矩阵，其中高斯核的超参数采用样

本间的平均欧氏距离。

１）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ｅｅ．ｃｏｍ／ｃｓｌｉａｎｇｄｕ／ＣＭＫＬＲ

３．２　对比算法和参数设置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 多 核 局 部 回 归 聚 类 方 法（ＣＭＫＬＲ）

的有效性，本实验在５个基准数据集上与以下１０种主流多核

聚类算法进行对比，其中包括基于协同训练的多视图谱聚类

方法（ＣＴＳＣ）［５］、基 于 协 同 正 则 的 多 视 图 谱 聚 类 方 法

（Ｃｏｒｅｇ）［６］、鲁棒多视 图 谱 聚 类 方 法（ＲＭＳＣ）［７］、鲁 棒 多 核Ｋ－
ｍｅａｎｓ方法（ＲＭＫＫＭ）［４］、基 于 矩 阵 正 则 的 多 核Ｋ－ｍｅａｎｓ方

法 （ＭＫＫＭＭＲ）［８］、基 于 多 核 局 部 对 齐 的 方 法 （ＬＫＡ－
ＭＫＣ）［９］、基 于 最 优 邻 近 核 学 习 的 多 核 聚 类 方 法 （ＯＮ－
ＭＫＣ）［１０］、基于低秩学习的多核聚类方法（ＬＫＧｒ）［１１］、基于自

适应鲁棒核子空间学习的聚类方法（ＪＭＫＳＣ）［１２］、基于一致性

结构化图学习的多视图聚类方法（ＭＣＧＣ）［１３］。

其中 ＭＫＫＭＭＲ，ＬＫＡＭＫＣ，ＯＮＭＫＣ和ＪＭＫＳＣ这４
种方法的源码由文献［４，９－１２］提 供，其 余６种 方 法 的 源 码 均

可以在相关网站上获得。即对于上述１０种对比方法，我们均

采用论文作者提供的源码进行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聚 类 方 法 往 往 涉 及 超 参 数 的 搜 索 和

设置等。为了提高论文 实 验 结 果 的 可 靠 性 和 可 重 复 性，我 们

采用与其他论文［１２］类似的设置，具体如下：

（１）在聚类过程中 我 们 使 用 真 实 类 别 个 数 作 为 聚 类 簇 的

个数。

（２）超参数设置始终是聚类方法面临的挑战之一，本实验

采用通用的网格化搜索策略，即展示不同超参数组合下某方

法达到的最佳性能。

（３）ＣＴＳＣ，Ｃｏｒｅｇ和ＲＭＳＣ都采用默认参数。

（４）ＲＭＫＫＭ的超参 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０．１，０．２，…，０．９｝，

ＭＫＫＭＭＲ的超参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２－１５，２－１４，…，２１５｝，ＬＫＡ－
ＭＫＣ的两 个 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０．１，０．２，…，１｝和｛２－１５，

２－１４，…，２１５｝，ＯＮＭＫＣ的 两 个 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均 为｛２－１５，

２－１３，…，２１５｝，ＪＭＫＳＣ 的３个 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１０－４，

１０－３，…，１０１｝，｛１，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５，３０｝和｛０．１，１，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ＭＣＧＣ邻 域 超 参 数 的 搜 索 范 围 为｛３，５，７，９，１１，

１３，１５｝；这些超参数的具体解释可以参考文献［４，８－１３］。本文提

出的ＣＭＫＬＲ算法超参数，即邻域τ的搜索范围为｛３，５，７，９，

１１，１３，１５｝。从 候 选 搜 索 参 数 的 角 度 来 看，本 文 提 出 的

ＣＭＫＬＲ算法仅仅拥有一个超参数τ。
（５）上述１１种 方 法 中 除 ＲＭＫＫＭ 和 ＭＣＧＣ外，都 需 要

进行后处理以获得 离 散 化 的 聚 类 结 果，本 实 验 采 用Ｋ－ｍｅａｎｓ
进行离散化。需要指出 的 是，Ｋ－ｍｅａｎｓ的 结 果 受 初 始 化 的 影

响较大。为了减小随机 初 始 化 的 影 响，本 实 验 对 每 种 方 法 和

每个超参数组合均运行２０次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最 终 记 录２０次

Ｋ－ｍｅａｎｓ运行中获 得 的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最 小 目 标 函 数 值 对 应

的聚类结果。

（６）本实验采用常用的３个指标来评估算法性能，其中包

括聚类精度（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Ｃ）、归一化互信息（Ｎｏｒ－
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ＭＩ）和聚类纯度（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
ｒｉｔｙ）［１２］。

通过上述设置，我们构建了较为公平的测试环境，以便准

确评估这些算法在给定数据集上的聚类性能。

为了提高实验的可重 复 性，本 文 中 的 相 关 代 码 已 开 源 至

相关网站１）。

３．３　多核聚类实验结果

表２－表４列出了这１１种算法在５个数据集上对应的聚

类精度、归一化互信息 和 聚 类 纯 度３种 指 标 的 结 果。各 评 价

指标的简介如下。

（１）聚类精度（ＡＣＣ）。聚类准确性［１８］指标揭示了聚类后

得到的类簇信息和真实类别的对应关系，以对聚类方法的性

能给出客观评价。给定 一 个 点ｘｉ，ｐｉ和ｑｉ分 别 代 表 聚 类 的 结

果以及真实标签，则ＡＣＣ的定义如式（１１）所示：

ＡＣＣ＝１ｎ∑
ｎ

ｉ＝１
δ（ｑｉ，ｍａｐ（ｐｉ）） （１１）

其中，ｎ代表 样 本 的 总 数，δ（ｘ，ｙ）指δ函 数。如 果ｘ＝ｙ，则

δ（ｘ，ｙ）＝１；如果ｘ≠ｙ，则δ（ｘ，ｙ）＝０。ｍａｐ（·）代表置换映

射函数，它将每个簇索 引 映 射 到 一 个 真 实 的 类 标 签。实 验 中

一般 采 用 Ｋｕｈｎ－Ｍｕｎｋｒｅｓ算 法 找 到 最 佳 映 射。ＡＣＣ取 值 为

０～１，一般情况下，聚类准确性越高，聚类的性能就越好。

（２）归一化互信息（ＮＭＩ）。归一化互信息［１９］是聚类 问 题

中常用的外部评价指标，用于确定聚类质量，评价算法在一个

数据集上的聚类结果与该数据集真实划分的相似程度。设Ｃ
表示真实标签中类簇 的 集 合，Ｃ′表 示 从 聚 类 算 法 得 到 的 类 簇

的集合，其相互信息ＭＩ（Ｃ，Ｃ′）的定义如式（１２）所示：

ＭＩ（Ｃ，Ｃ′）＝ ∑
ｃｉ∈Ｃ，ｃｉ′∈Ｃ′

　ｐ（ｃｉ，ｃｊ′）ｌｏｇ ｐ
（ｃｉ，ｃｊ′）

ｐ（ｃｉ）ｐ（ｃｊ′）
（１２）

其中，ｐ（ｃｉ）和ｐ（ｃｊ′）分别代表从数据集中任意选择的数据点

属于簇ｃｉ和ｃｊ′的概率，ｐ（ｃｉ，ｃｊ′）代表任意选择的数据点同时

属于簇ｃｉ和ｃｊ′的联合概率。在本文的实验中，我们统一采用

归一化的互信息，其定义如式（１３）所示：

ＮＭＩ（Ｃ，Ｃ′）＝ ＭＩ（Ｃ，Ｃ′）
ｍａｘ（Ｈ（Ｃ），Ｈ（Ｃ′））

（１３）

其中，Ｈ（Ｃ）和 Ｈ（Ｃ′）分别代表Ｃ和Ｃ′对应的信息熵。同样，

ＮＭＩ取值为０～１，ＮＭＩ越高，聚类的性能就越好。

（３）聚类 纯 度（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ｒｉｔｙ）。该 指 标 用 于 测 量 正 确

聚类的样本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聚类纯度可以由单个聚类

纯度值的加权得到，其具体定义如式（１４）所示：

Ｐｕｒｉｔｙ＝１ｎ∑ｋ　ｍａｘ
（ｃｋ′，ｃｊ） （１４）

其中，Ｃ＝｛ｃ１，ｃ２，…，ｃｋ｝表示真实 标 签 中 类 的 集 合；Ｃ′＝｛ｃ１′，

ｃ２′，…，ｃｋ′｝表示聚类算法获得的类簇集合。Ｐｕｒｉｔｙ的取值也

为０～１，Ｐｕｒｉｔｙ值越高，聚类的性能就越好。

值得指出的是，除ＲＭＫＫＭ和 ＭＣＧＣ算法外，本实验汇

报的是基于２０次Ｋ－ｍｅａｎｓ随机初始化对应最小Ｋ－ｍｅａｎｓ目

标函数值的离散化结 果；实 验 中ＲＭＫＫＭ 采 用２０次 随 机 初

始化对应最小ＲＭＫＫＭ目标函数值的离散化结果；而 ＭＣＧＣ
则是通过连通图分割的方法来获取离散化结构，不受随机初

始化的影响。因此，在这３个 实 验 结 果 表 中 没 有 方 差 等 其 他

０５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科学 Ｖｏｌ．４８，Ｎｏ．８，Ａｕｇ．２０２１



统计信息。此外，本文提出的ＣＭＫＬＲ算法的结果和最佳结 果都用加粗的数字表示。

表２　１１种聚类方法在５个测试数据集上的聚类精度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１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ｏｎ　５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ＳＴＲ　 ＲＥＬＡＴＨＥ　 ＵＳＰＳ４９ ＵＣＩＤｉｇｉ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ＴＳＲ　 ０．５７８４　 ０．６０９２　 ０．６４１　２　 ０．７０９５　 ０．９０００　 ０．６８７７
Ｃｏｒｅｇ　 ０．５７８４　 ０．５９２４　 ０．６７４１　 ０．７４００　 ０．３１８５　 ０．５８０７
ＲＭＳＣ　 ０．５７８４　 ０．５７９８　 ０．５８０９　 ０．７４６６　 ０．８７０５　 ０．６７１　２
ＲＭＫＫＭ　 ０．５７８４　 ０．６２６１　 ０．５６８３　 ０．７８５４　 ０．４８７５　 ０．６０９１
ＭＫＫＭＭＲ　 ０．６１７６　 ０．５９０３　 ０．６３００　 ０．７６５７　 ０．８９０５　 ０．６９８８
ＬＫＡＭＫＣ　 ０．６１７６　 ０．７１８５　 ０．７１６９　 ０．７６５１　 ０．９３５５　 ０．７５０７
ＯＮＭＫＣ　 ０．６１７６　 ０．５９４５　 ０．７２８１　 ０．７６７５　 ０．９１６０　 ０．７２４７
ＬＫＧｒ　 ０．６２７５　 ０．７９２０　 ０．５８３０　 ０．７８８４　 ０．９２０５　 ０．７４２３
ＪＭＫＳＣ　 ０．５９８０　 ０．６６３９　 ０．５７１　８　 ０．８４５２　 ０．９３６０　 ０．７２３０
ＭＣＧＣ　 ０．６３７３　 ０．５８８２　 ０．６６０１　 ０．７３１　０　 ０．９４５５　 ０．７１２４
ＣＭＫＬＲ　 ０．６７６５　 ０．７７７３　 ０．８２９７　 ０．９０７４　 ０．９６４５　 ０．８３１　１

表３　１１种聚类方法在５个测试数据集上的归一化互信息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ＮＭＩ　ｏｆ　１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ｏｎ　５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ＳＴＲ　 ＲＥＬＡＴＨＥ　 ＵＳＰＳ４９ ＵＣＩＤｉｇｉ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ＴＳＲ　 ０．０１７８　 ０．５６２４　 ０．０９９０　 ０．１３２８　 ０．８１７４　 ０．３２５９
Ｃｏｒｅｇ　 ０．０１７８　 ０．５４８９　 ０．１２７２　 ０．１７３１　 ０．１８４９　 ０．２１０４
ＲＭＳＣ　 ０．０１７６　 ０．５３０２　 ０．０５４８　 ０．１８３２　 ０．７９２１　 ０．３１５６
ＲＭＫＫＭ　 ０．０１７８　 ０．５４８５　 ０．００９０　 ０．２５３２　 ０．５１４７　 ０．２６８６
ＭＫＫＭＭＲ　 ０．０４２６　 ０．５４１　７　 ０．０９０８　 ０．２１６５　 ０．８１４３　 ０．３４１２
ＬＫＡＭＫＣ　 ０．０４９２　 ０．５８７６　 ０．１５３７　 ０．２１４７　 ０．８７４７　 ０．３７６０
ＯＮＭＫＣ　 ０．０４２６　 ０．５５０８　 ０．１７２４　 ０．２２１　９　 ０．８５４１　 ０．３６８４
ＬＫＧｒ　 ０．０５７４　 ０．６１２９　 ０．０３７９　 ０．２５６７　 ０．８５５８　 ０．３６４１
ＪＭＫＳＣ　 ０．０４０１　 ０．５１１　８　 ０．０２９５　 ０．３７８３　 ０．８８６６　 ０．３６９３
ＭＣＧＣ　 ０．０５９２　 ０．４９５４　 ０．１１３４　 ０．１６０２　 ０．８８６６　 ０．３４３０
ＣＭＫＬＲ　 ０．０９６４　 ０．６３６４　 ０．３７５２　 ０．５７８３　 ０．９１９８　 ０．５２１　２

表４　１１种聚类方法在５个测试数据集上的聚类纯度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ｕｒｉｔｙ　ｏｆ　１１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ｏｎ　５ｄａｔａ　ｓｅｔ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ＳＴＲ　 ＲＥＬＡＴＨＥ　 ＵＳＰＳ４９ ＵＣＩＤｉｇｉｔ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ＴＳＲ　 ０．５７８４　 ０．７６０５　 ０．６４１　２　 ０．７０９５　 ０．９０００　 ０．７１７９
Ｃｏｒｅｇ　 ０．５７８４　 ０．７５４２　 ０．６７４１　 ０．７４００　 ０．３２６５　 ０．６１４６
ＲＭＳＣ　 ０．５７８４　 ０．７４３７　 ０．５８０９　 ０．７４６６　 ０．８７０５　 ０．７０４０
ＲＭＫＫＭ　 ０．５７８４　 ０．７５４２　 ０．５６８３　 ０．７８５４　 ０．５３０５　 ０．６４３４
ＭＫＫＭＭＲ　 ０．６１７６　 ０．７５４２　 ０．６３００　 ０．７６５７　 ０．８９０５　 ０．７３１　６
ＬＫＡＭＫＣ　 ０．６１７６　 ０．７８３６　 ０．７１６９　 ０．７６５１　 ０．９３５５　 ０．７６３７
ＯＮＭＫＣ　 ０．６１７６　 ０．７５６３　 ０．７２８１　 ０．７６７５　 ０．９１６０　 ０．７５７１
ＬＫＧｒ　 ０．６２７５　 ０．７９２０　 ０．５８３０　 ０．７８８４　 ０．９２０５　 ０．７４２３
ＪＭＫＳＣ　 ０．５９８０　 ０．７５００　 ０．５７１　８　 ０．８４５２　 ０．９３６０　 ０．７４０２
ＭＣＧＣ　 ０．６３７３　 ０．７３１　１　 ０．６６０１　 ０．７３１　０　 ０．９４５５　 ０．７４１　０
ＧＭＫＬＲ　 ０．６７６５　 ０．７９２０　 ０．８２９７　 ０．９０７４　 ０．９６４５　 ０．８３４０

　　我 们 可 以 非 常 容 易 地 从 表２－表４的 实 验 结 果 中 看 出，

在所有数据集中，本文提 出 的 聚 类 算 法ＣＭＫＬＲ几 乎 在 所 有

指标上都优 于 其 他 强 有 力 的 对 比 算 法。具 体 来 看，ＣＭＫＬＲ
在５个数据集中的聚类精度平均达到了０．８３１　１，高出第二名

ＬＡＭＫＣ算法１０．７１％；ＣＭＫＬＲ在５个数据集中的归一化互

信息 平 均 达 到 了 ０．５２１　２，高 出 第 二 名 ＬＫＡＭＫＣ 算 法

３８．６２％；而ＣＭＫＬＲ在５个数据集中的聚类纯度平均达到了

０．８３４　０，高出第二名ＬＫＡＭＫＣ算法９．２１％。

更进一步，可以看 出 最 近 提 出 的 算 法 如ＬＫＡＭＫＣ，ＯＮ－
ＭＫＣ，ＬＫＧｒ，ＪＭＫＳＣ和 ＭＣＧＣ整 体 上 优 于 ＣＴＳＲ，Ｃｏｒｅｇ，

ＲＭＳＣ，ＲＭＫＫＭ 和 ＭＫＫＭＭＲ。另 外，ＣＭＫＬＲ，ＬＫＡＭＫＣ
这两种局部学习算法的表现 均 优 于 其 他 全 局 类 算 法，如ＯＮ－
ＭＫＣ，ＬＫＲｒ和ＪＭＫＳＣ，可能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这 两 种 算 法 都 在

多核数据的聚类问题中显式考虑了数据间的流形结构。尽管

局部流形结构的重要性已经在多个无监督学习场景中得到充

分验证，但是现有多核聚类方法较少关注多核意义下的局部

流形结构。尽管 ＭＣＧＣ也 在 通 过 自 适 应 学 习 的 方 法 学 习 拥

有分块对角结构的一致性相似图，但是在多核数据上的表现

并不是特别好。这里可能 的 原 因 之 一 是 ＭＣＧＣ方 法［１３］针 对

原始数据通过ＰＣＡＮ方法构造单视图上的初始化 图，但 是 在

本文的多核实验中采用从核矩阵中抽取τ邻近图作为单视图

初始化图，而低质量的 核 矩 阵 往 往 也 会 导 致 低 质 量 的τ邻 近

图，进而降低了输入 数 据 的 质 量，从 而 使 得 ＭＣＧＣ算 法 在 多

核聚类问题上的性能下降。

上述观测和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ＣＭＫＬＲ算法在多 核

聚类问题上优于许多主流聚类方法。

３．４　收敛性实验结果

本文以ＣＳＴＲ数据集为例，给出了本文算法的收敛情况，

如图１所示，首先目标函数值在迭代过程中呈单调递减的 趋

势，其次目标函数在迭代较少次数后（１０次）出现收敛。

１５杜　亮，等：基于局部回归融合的多核聚类方法



图１　收敛性趋势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ｒｅｎｄ　ｄｉａｇｒａｍ

结束语　本文提出基 于 局 部 回 归 融 合 的 多 核 聚 类 方 法。

该方法通过单核局部回归融合的方式很好地刻画了多核数据

的局部流形结构，同时通过加权融合单核局部回归系数的方

式得到稀疏的多核局部回归系数，极大地缩减了待估计变量

的规模，减少了多核噪 声 异 常 的 干 扰。本 文 设 计 了 对 应 的 分

块迭代求解算法，并证 明 了 其 收 敛 性 和 复 杂 性。基 准 数 据 集

上的多核聚类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方法优于当前主流的多核

聚类方法。下一步的研究将主要集中在如何减轻唯一的超参

数即局部回归邻域大小对算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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