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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一种基于自步学习的对称非负矩阵分解算法，通过误差驱动的方式使模型更好地区分正常样本与异常

样本，进而提高模型的聚类性能。该方法为所有样本赋予了一个可以衡量其难易程度的权重变量，并采用硬加权

与软加权两种策略分别对此变量进行约束以保证模型的合理性。在图像、文本等多个数据集上进行聚类分析，实

验结果表明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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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mmetric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algorithm based on self-paced learning was pro-
posed to improve the clustering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It could make the model better distinguish nor-
mal samples from abnormal samples in an error-driven way． A weight variable that could measure the de-
gree of difficulty to all samples was assigned in this method，and the variable was constrained by adopting
both hard-weighting and soft-weighting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del． Cluster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on multiple data sets such as images and texts，an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e ef-
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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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聚类是机器学习常见的任务之一［1－2］，非负矩

阵分解( NMF) ［3］和 K-means［4］都是其重要且经典的

算法。但 NMF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当数据嵌入非线

性流形时，NMF 不再适用于将其解释为一个原始数

据矩阵分解为一个基矩阵与其加权和矩阵。因此，

产生了一种 NMF 的变体———对称非负矩阵分解

( SNMF) ［5］。一般 SNMF 的输入为样本间的关系矩

阵，虽然 SNMF 相对于 NMF 有了更好的表示能力，

但是增加了计算的复杂度。随着对 SNMF 问题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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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出现了很多有效的求解算法，例如带有 α 和 β 因

子的 MUR 算法［6］; 投影梯度下降算法［7］; 块坐标下

降算法［8］; 贪婪梯度下降算法［9］; 交替非负最小二

乘算法［10］等。但是，SNMF 在构造样本的关系矩阵

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判断的情况。
为解决上述问题，文献［11］引入自步学习框

架。自步学习的思想源于课程学习［12］，其核心思想

是逐步增加学习的难度来改善模型的训练能力。自

步学 习 有 着 广 泛 的 应 用 场 景，例 如 自 步 矩 阵 分

解［13］; 自步聚类集成［14］; 基于自步学习正则的无监

督特征选择［15］等。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自步学习的

对称非负矩阵分解 ( SPSNMF) 算法，利用自步学习

的特性，根据样本损失的大小赋予样本一个可衡量

其难易程度的权重变量，以更好地区分正常样本和

异常样本，以此来增加模型的稳定性，进而提高聚类

任务的准确性。在不同数据集上与多种聚类算法进

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1 相关工作

1. 1 对称非负矩阵分解

对称非负矩阵分解问题是给出一个相似性矩阵

X∈Rn×n，其表示一个大小为 n×n 的对称矩阵，U∈
Rn×k为分解得到的低秩矩阵。对称非负矩阵分解的

一般问题可以描述为

min
U≥0
‖X － UUT‖2

F， ( 1)

其中: U≥0 与非对称矩阵分解约束一致。而此时对

于模型的求解，从一个二次规划问题转变为一个四

次优化问题，复杂度提升。
1. 2 自步学习

在聚类任务中，由于数据点的差异性和离群点

的存在，在模型训练初期会产生巨大的阻碍，使得模

型训练出现偏差，通过加入自步学习框架可以缓解

此问题的发生。含有自步学习框架的优化模型可以

表示为

min
w∈［0，1］n∑

n

i = 1
wiL( θ; xi，yi ) + f( w; λ) ， ( 2)

其中: L( θ ; xi，yi ) 为模型的损失函数，θ 为决策模型

中产生的参数; w =［w1，w2，…，wn］
T 为用来衡量样

本难易程度的权重变量; λ 为控制自步函数学习步

长的参数。自步函数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被称为硬加权的自步函数。其一般形式

为 f( w; λ ) = － 1
λ∑

n

i = 1
wi。 w 的更新规则为

w*
i ( λ; li ) =

1， ∑
j
lij ≤

1
λ

，

0， ∑
j
lij ＞

1
λ

，










( 3)

其中: w*
i ( λ，li ) = min

wi∈{ 0，1}
wi li + f( w; λ ) 。 式( 3) 表

明，当样本的损失不大于某一个阈值 1 /λ 时，判断

其为简单样本，赋予其权重 1 并纳入训练模型; 反

之，当样本的损失大于阈值 1 /λ 时，则赋予其权重 0
且不加入训练模型。

另一 类 是 被 称 为 软 加 权 的 自 步 函 数。文

献［16］给出了软自步正则的多种形态，本文的混合

软自步函数形式为 f( w; λ，λ ') = － ζ (∑
n

i = 1
log( wi +

ζλ ) ) 。 w 的更新规则为

w*
i ( λ'，λ; li ) =

1， ∑
j
lij ≤

1
λ'

，

0， ∑
j
lij ≥

1
λ

，

ζ
li

－ λζ， 其他，















( 4)

其中: ζ = 1
λ ' － λ

，λ ' ＞ λ ＞ 0。

2 基于自步学习的对称非负矩阵分解
算法

2. 1 模型建立

本文模型可以描述为

F( U，w) = min
U，w

1
2 ‖( X － UUT ) ⊗ diag( ■w ) ‖2

F +

f( w; λ) ，s．t． U≥ 0，w≥ 0， ( 5)

其中:⊗表示点积; diag(·) 表示对角矩阵; w 为融

入自步学习框架后赋予样本的权重变量，用来衡量

每个样本的难易程度; f( w; λ ) 项用来限定权重，确

保模型的合理性。
2. 2 模型求解

本文算法的求解采用交替迭代的求解方式。对

于 U、V 的求解采用文献［17］中的求解思路，即采

用非对称形式的 SNMF 模型求解，模型可以描述为

min
U≥0，V≥0

1
2 ‖X － UVT‖2

F + θ
2 ‖U － V‖2

F，( 6)

其中: θ＞0 为平衡参数。当 θ 足够大时，式( 6) 中的

任何有界临界点都能满足 U =V，并能取到与式( 1)

中一样的关键点。因此，模型可以重写为

F( U，V，w) = min
U，V，w

1
2 ‖( X － UVT) ⊗ diag(■w ) ‖2

F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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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2 ‖U － V‖2

F + f( w; λ) ，s．t． U≥ 0，V≥ 0，w≥ 0。

( 7)

对于式( 7) ，U、V、w 采取交替更新的方式来进

行求解，具体如下。
1) 固定 w
当更新 U 和 V 时，模型可以描述为

F( U) = min
U

1
2 ‖( X － UV) ⊗ diag( ■w ) ‖2

F +

θ
2 ‖U － V‖2

F，s．t． U≥ 0。 ( 8)

对于式( 8) ，将 U、V 表示为列向量( u1，…，uk，

v1，…，vk ) 。在更新 U 或 V 时，采用交替更新 ui 及

vi( i = 1，…，k) ，直至达到模型收敛为止，此时 Xi 可

以通过 Xi =X －∑
i≠j

u jv
T
j 计算，即每次的 Xi 都是由除

了 ui 和 vi 以外的其他元素决定的，故式( 8) 可以重

写为

F( ut
i ) = arg min

ui

1
2
wi‖( Xt

i － ui( v
t －1
i ) T ) ‖2

F +

θ
2 ‖ui － vt －1i ‖2

F，s．t． ut
i ≥ 0， ( 9)

其中: t 表示迭代次数。当固定 vi 和 wi 时，式( 9) 是

一个变量为 ui 的二次方程，对其求导并令其为 0，可

得 ui 的更新公式为

( ut
i )

* = max(
∑

n

j = 1
( Xt

ijw j + θ) vt －1ij

∑
n

j = 1
( vt －1ij vt －1ij w j ) + θ

，0) 。 ( 10)

同理，当固定 ui 和 wi 时，vi 的更新公式为

( vti )
* = max(

∑
n

j = 1
( Xt

ijw j + θ) ut
ij

∑
n

j = 1
( ut

iju
t
ijw j ) + θ

，0) 。 ( 11)

因为 ui 和 vi 有着非负约束，所以需要给出一个下确

界 0。
2) 更新 w
当固定 ui 和 vi 时，模型可以描述为

F( w) = arg min
wj
∑

n

j = 1
w j lij + f( w，l) 。 ( 12)

式( 12) 是一个变量为 wi 的凸函数，wi 的两种自步

函数策略的更新规则分别对应式( 3) 、( 4) 。
根据上述描述，本文 SPSNMF 算法的具体步骤

如下。
算法 1 自步对称非负矩阵分解算法

输入: 数据集通过 K 近邻算法构造相似度矩阵

X; 聚类数目 k。
输出: 分解矩阵 U。
1: 初始化 U0 和 V0 并计算平衡因子 θ; 迭代次

数 t= 0;

2: 通过计算所有样本的损失函数，选取中位数

作为初始自步参数 λ 的值;

3: while not convergence
4: 通过式( 3) 、( 4) 更新 w;

5: for i= 1: k

6: 通过公式 Xi = X －∑
i≠j

u jv
T
j 计算 Xi ;

7: 通过式( 10) 更新 Ui ;

8: 通过式( 11) 更新 Vi ;

9: end for
10: 通过式( 7) 计算目标函数 Ft ;

11: 当
Ft－1 － Ft

Ft－1
＜ 10－6 时，判定收敛，终止迭代;

12: end while
13: return U

2. 3 模型分析

2. 3. 1 参数分析 式( 9) 的第一项为 F 范数衡量

的误差损失，第二项为引入的正则化因子，目的是迫

使 U 和 V 相等，其中参数 θ 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第一

项和第二项的正则项。当 θ 足够大时，模型优化会

迫使 ‖U － V‖2
F 趋于 0，从而使 U 趋向等于 V。根

据文献［17］中定理 2，θ 的选取范围为

θ ＞
1
2

( ‖X‖2 + ‖X － U0U
T
0‖F － σn( X) ) ，

( 13)

其中: ‖X‖2 表示 X 最大的奇异值; σ i( X) 表示 X
的第 i 个最大奇异值; U0 表示 U 的初始选取值。
2. 3. 2 时间复杂度分析 当更新 U 时，时间复杂

度为 Ο( n2k+nk2 ) ，更新 V 的时间复杂度与 U 类似。
当更新 w 时，复杂度为 Ο( n) 。因此，更新所需的时

间复杂度为 Ο ( n2k+nk2 ) ，由于 k≪n，故复杂度为

Ο( n2k) 。假设所有样本全部纳入训练时共进行了

P 轮( 这里的 P≪n) ，算法在 T 次迭代后达到收敛条

件，故本文算法的复杂度为 Ο( TPn2k) 。

3 实验与结果分析

对本 文 所 提 出 的 硬 加 权 的 自 步 学 习 框 架

( HSPSNMF) 和软加权的自步学习框架( SSPSNMF)

进行性能评估，将实验参数进行如下设置: 平衡因子

θ 通过式( 13) 计算，并向上取整; λ 的第 1 次选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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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1］，随后每次增加 10%的样本; 设置自步权重

在每迭代 10 次时更新 1 次，直至所有的样本被纳入

训练。为了对比实验的公平性，对每个数据集进行

10 次实验，取平均值。
3. 1 对比方法和数据集

为了衡量本文 SPSNMF 算法的性能，将其与其

他几种密切相关的 NMF 方法和经典聚类方法进行

对比 分 析。对 比 方 法 包 括 NMF［3］; Ncut［18］; α-
SNMF［6］; CIMNMF［19］; L2，1NMF

［20］; SPLNMF［21］; Sym-
HALS［17］; CauchyNMF［22］。在 对 比 实 验 中，将 Ncut
算法的参数设置为 δ∈［2－3，23］，k∈［5，10，15］; 将

α-SNMF 算法的 α 设置为 0. 99; CauchyNMF 算法采

用 Nesterov 最优梯度法和原始数据自适应加权。数

据集的描述如表 1 所示。

表 1 数据集的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the data sets

数据集 样本个数 特征个数 类别个数

BRAIN 42 5 597 5
ALLAML 72 7 129 2
GLIOMA 50 4 434 4
LYMPHOMA 96 4 026 9
JAFFE 231 676 10
UMIST 575 644 20
FBIS 2 463 2 000 17
TDT2 9 394 36 771 30

3. 2 收敛性与参数灵敏度分析

以 JAFFE 数据集为例，将本文 HSPSNMF 算法

与 SymHALS 算法进行聚类质量和收敛情况对比分

析，结 果 如 图 1 和 图 2 所 示。本 文 HSPSNMF 和

SSPSNMF 算法在 JAFFE 数据集上添加不同比例样

本对聚类精度的影响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图 1 HSPSNMF 和 SymHALS 算法在 JAFFE 数据集上的

聚类质量情况

Figure 1 Clustering quality of HSPSNMF and SymHALS
algorithms on JAFFE data set

图 1 和 图 2 显 示，与 SymHALS 算 法 对 比，

图 2 HSPSNMF 和 SymHALS 算法在 JAFFE 数据集上的

目标函数收敛情况

Figure 2 Objective function convergence of HSPSNMF and
SymHALS algorithms on JAFFE data set

图 3 HSPSNMF 算法在 JAFFE 数据集上添加不同比例

样本对聚类精度的影响

Figure 3 Influence of adding different proportion samples to
JAFFE data set by HSPSNMF algorithm on clustering accuracy

图 4 SSPSNMF 算法在 JAFFE 数据集上添加不同比例样本

对聚类精度的影响

Figure 4 Influence of adding different proportion samples to
JAFFE data set by SSPSNMF algorithm on clustering accuracy

HSPSNMF 算法在迭代 20 次左右即可达到收敛。图

3 和图 4 显示，SPSNMF 算法中的超参数在初始选取

样本比例大于 0. 4 时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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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评价指标及实验结果

采用的聚类评价指标为聚类精度 ( ACC) 、归一

化互信息( NMI) 、调兰德指数( ARI) ，聚类性能结果

分别汇总于表 2～ 4。可以看出，本文方法适用于多

个数据集，并且在聚类性能上优于对比算法。

表 2 ACC 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ACC experimental results

数据集
ACC

NMF Ncut α-SNMF CIMNMF L2，1NMF SPLNMF CauchyNMF SymHALS HSPSNMF SSPSNMF

BRAIN 0. 459 5 0. 583 3 0. 742 9 0. 507 1 0. 397 6 0. 261 9 0. 669 0 0. 750 0 0. 785 7 0. 688 1
ALLAML 0. 655 6 0. 638 9 0. 634 7 0. 663 9 0. 641 7 0. 597 2 0. 622 2 0. 616 7 0. 708 3 0. 702 8
GLIOMA 0. 424 0 0. 558 0 0. 584 0 0. 452 0 0. 422 0 0. 472 0 0. 440 0 0. 604 0 0. 616 0 0. 696 0
LYMPHOMA 0. 372 9 0. 395 8 0. 512 5 0. 415 6 0. 358 3 0. 402 1 0. 492 7 0. 591 7 0. 619 8 0. 583 3
JAFFE 0. 768 1 0. 907 0 0. 689 7 0. 916 9 0. 799 1 0. 432 4 0. 791 1 0. 889 7 0. 874 6 0. 928 2
UMIST 0. 412 5 0. 088 7 0. 457 6 0. 376 3 0. 412 5 0. 309 9 0. 132 0 0. 499 1 0. 511 0 0. 519 0
FBIS 0. 356 9 0. 248 4 0. 344 1 0. 291 6 0. 366 1 0. 300 7 0. 376 7 0. 339 2 0. 376 7 0. 373 1
TDT2 0. 432 2 0. 129 2 0. 515 3 0. 174 8 0. 465 0 0. 208 4 0. 075 3 0. 646 6 0. 692 4 0. 690 3
平均值 0. 485 2 0. 443 7 0. 560 1 0. 474 8 0. 482 8 0. 373 1 0. 449 9 0. 617 1 0. 648 1 0. 647 6

表 3 NMI 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NMI experimental results

数据集
NMI

NMF Ncut α-SNMF CIMNMF L2，1NMF SPLNMF CauchyNMF SymHALS HSPSNMF SSPSNMF

BRAIN 0. 307 3 0. 552 8 0. 644 0 0. 370 0 0. 211 7 0. 098 6 0. 534 2 0. 679 0 0. 713 4 0. 607 5
ALLAML 0. 081 1 0. 009 3 0. 075 3 0. 074 1 0. 063 4 0. 024 8 0. 094 2 0. 076 7 0. 112 8 0. 107 6
GLIOMA 0. 166 6 0. 353 3 0. 497 7 0. 188 7 0. 174 6 0. 187 6 0. 196 1 0. 508 1 0. 443 0 0. 533 2
LYMPHOMA 0. 342 5 0. 038 5 0. 572 1 0. 396 3 0. 352 9 0. 042 0 0. 504 0 0. 619 3 0. 639 6 0. 596 7
JAFFE 0. 810 4 0. 929 9 0. 792 1 0. 931 9 0. 840 8 0. 386 9 0. 840 9 0. 934 2 0. 929 1 0. 954 1
UMIST 0. 593 6 0. 049 3 0. 613 4 0. 547 0 0. 591 0 0. 424 2 0. 131 1 0. 705 3 0. 722 1 0. 722 3
FBIS 0. 321 8 0. 045 7 0. 342 0 0. 242 3 0. 326 8 0. 131 3 0. 386 7 0. 357 1 0. 386 7 0. 392 8
TDT2 0. 468 9 0. 077 9 0. 562 2 0. 140 8 0. 490 1 0. 162 6 0. 008 5 0. 717 6 0. 757 1 0. 758 6
平均值 0. 386 5 0. 257 1 0. 512 4 0. 361 4 0. 381 4 0. 182 4 0. 337 0 0. 574 7 0. 588 0 0. 584 1

表 4 ARI 实验结果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ARI experimental results

数据集
ARI

NMF Ncut α-SNMF CIMNMF L2，1NMF SPLNMF CauchyNMF SymHALS HSPSNMF SSPSNMF

BRAIN 0. 156 6 0. 384 3 0. 549 6 0. 233 2 0. 080 8 0. 003 4 0. 415 5 0. 562 8 0. 604 9 0. 500 4
ALLAML 0. 088 5 －0. 012 9 0. 081 6 0. 107 6 0. 061 0 －0. 028 0 0. 066 7 0. 063 8 0. 161 0 0. 152 2
GLIOMA 0. 076 3 0. 210 0 0. 359 7 0. 080 3 0. 079 7 0. 090 4 0. 098 5 0. 380 3 0. 312 8 0. 414 9
LYMPHOMA 0. 139 3 －0. 091 7 0. 262 9 0. 159 5 0. 115 4 －0. 084 1 0. 232 8 0. 331 7 0. 367 7 0. 316 5
JAFFE 0. 693 4 0. 882 7 0. 604 5 0. 882 6 0. 733 0 0. 094 7 0. 728 2 0. 873 4 0. 862 0 0. 914 1
UMIST 0. 289 0 0. 000 4 0. 302 4 0. 247 6 0. 288 7 0. 112 4 0. 002 3 0. 407 1 0. 425 1 0. 431 8
FBIS 0. 203 4 0. 038 2 0. 165 6 0. 168 3 0. 161 5 0. 032 8 0. 200 0 0. 160 3 0. 200 0 0. 200 8
TDT2 0. 111 1 0. 015 6 0. 251 5 0. 032 5 0. 116 1 0. 007 2 0. 000 9 0. 548 5 0. 610 4 0. 614 6
平均值 0. 219 7 0. 178 3 0. 322 2 0. 239 0 0. 204 5 0. 028 6 0. 218 1 0. 416 0 0. 443 0 0. 443 2

4 小结

本文提出一种基于自步学习的对称非负矩阵分

解( SPSNMF) 算法，探索了 SNMF 在加入自步学习

框 架 以 后，对 其 聚 类 性 能 的 改 变 以 及 收 敛 性。
SPSNMF 算法具有由简入难地逐步加入样本学习到

模型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模型的稳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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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MF 中相似性矩阵构造时出现错误判断的情况，

在聚类性能上相较于其他方法更加稳定。但本文提

出的 SPSNMF 算法存在以下缺陷: 在加入自步学习

框架后，模型的迭代求解次数增加，进而大大增加了

模型的求解时间; 对于自步学习中的两种加权策略，

未挖掘出其在理论上的可行性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

适用性。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进一步探索更高效的

SPSNMF 求解算法，以及算法在不同类型数据集( 例

如平衡与非平衡数据) 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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