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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 核 学 习（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ＫＬ）的 目 标 是 寻 找 一 个 最 优 的 一 致 性 核 函 数。在 层 次 化 多 核 聚 类 算 法

（ＨＭＫＣ）中，通过从高维空间中对样本特征进行逐层提取 的 方 式 来 实 现 最 大 化 地 保 留 有 效 信 息，但 是 却 忽 略 了 层 与 层 之 间 的

信息交互。该模型中只有相邻层中对应的结点会进行信息交互，对于其他结点来说是孤立的，而采用全连接的方式又会削弱最

终一致性矩阵的多样性。因此，文中提 出 了 一 种 基 于 稀 疏 连 接 的 层 次 化 多 核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Ｓｐａｒ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Ｋ－Ｍｅａｎｓ，ＳＣＨＭＫＫＭ）。该算法通过稀疏率来控制分配矩阵以达到稀疏连接的效果，从而将层与层之间信息

蒸馏得到的特征进行 局 部 融 合。最 后，在 多 个 数 据 集 上 进 行 聚 类 分 析，并 在 实 验 中 与 全 连 接 的 层 次 化 多 核 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ＦＣＨＭＫＫＭ）进行实验对比，证明了具有更多差异性的信息融合有利于学习更好的一致性 划 分 矩 阵，并 且 稀 疏 连 接 的 融 合 策

略优于全连接的策略。

关键词：多核学习；层次化多核聚类；稀疏连接；全连接；信息蒸馏 ；局部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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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是 由 ＭａｃＱｕｅｅｎ［１］于２０世 纪６０年 代 提

出，由于其可以高效地处理线性可分的大数据集，至今仍然是

最受欢迎和最普遍使用的算法之一。但是在处理非线性复杂

数据时，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往 往 表 现 不 佳。为 了 弥 补 这 一 缺 陷，

核学习与Ｋ－Ｍｅａｎｓ算法相结合的算法相框架被提出，称作核

Ｋ－Ｍｅａｎｓ（ＫＫＭ）［２］算法。该 算 法 将Ｋ－Ｍｅａｎｓ中 度 量 样 本 间

相似度的欧氏距离替换为非线性核函数，从而将非线性数据

映射到高维特征空间 实 现 线 性 可 分。随 着 核 学 习 的 成 功，基

于核函数的聚类算法越来越受欢迎，代表性的核聚类方法有

核Ｋ－Ｍｅａｎｓ［２］、核 模 糊 Ｃ均 值 聚 类（ＫＦＣＭ）［３］、核 谱 聚 类

（ＫＳＣ）［４］等。然而随着研 究 的 深 入，基 于 核 函 数 的 聚 类 算 法

在性能上很大程度会受到初始预定义核的影响，因此通过提



升核函数的质 量 来 提 升 聚 类 性 能 成 为 了 多 核 聚 类 算 法 的 关

键。在此期间许多有效的算法被提出，如最优核Ｋ－Ｍｅａｎｓ聚

类（ＯＫＫＣ［５］）、多核学习（ＭＫＬ［６］）、基 于Ｌ２１范 数 的 鲁 棒 多 核

Ｋ－Ｍｅａｎｓ算法（ＲＭＫＫＭ［７］）等。也 有 应 用 于 不 同 场 景 下 的

多核学习方法，如 子 空 间 多 核 聚 类（ＫＳＳＣ［８］，ＰＭＫＳＣ［９］）、层

次 化 多 核 聚 类 （ＨＭＫＣ［１０］）、最 优 邻 域 的 多 核 聚 类 算 法

（ＯＮＫＣ［１１］，ＯＮＡＬＫ［１２］）等。

在 ＨＭＫＣ算法中，隐 藏 层 中 的 结 点 只 与 其 相 邻 层 中 对

应的结点有信息交互，而与其相邻层中的其他结点则没有信

息传递。受卷积神 经 网 络［１３］中 神 经 元 结 点 之 间 的 信 息 交 互

和稀疏连接思想［１４］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稀疏连接的层次

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试图探究层次化多核聚类中层与层之

间的信息交互对聚类性能的影响以及层次化聚类中稀疏连接

和全连接的区别。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３点：

（１）提出 了 一 种 基 于 稀 疏 连 接 的 层 次 化 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ＳＣＨＭＫＫＭ），该算法将层次化多核聚类中相邻层之间不同

的结点通过稀疏连接的策略实现了局部判别信息的融合。

（２）对比实验证明 加 入 局 部 判 别 信 息 融 合 而 学 到 的 一 致

性划分矩阵可以提升聚类性能。

（３）对比实验证明 稀 疏 连 接 策 略 相 较 于 全 连 接 策 略 在 聚

类性能上更优。

１　相关工作

１．１　多核Ｋ－Ｍｅａｎｓ
对于数据集Ｘ∈Rｎ×ｄ和 一 个 核 映 射 函 数φ（·）。核Ｋ－

Ｍｅａｎｓ算法的目的是通过核函数将数据映射到新的特征空间，

即φ（·）：ｘ∈Ｘ aｆ∈Rｄ′，进而完成在高维特征空间中的线性

可分。其中由核函数φ（·）隐式定义的线性空间，被称为再生

核希尔伯特空间（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Ｋｅｒｎｅｌ　Ｈｉｌｂｅｒｔ　Ｓｐａｃｅ，ＲＫＨＳ），用

ｆφ 表示。假设数 据Ｘ被 划 分 为ｋ个 簇Ｃ＝｛Ｃ１，Ｃ２，…，Ｃｋ}，

则核Ｋ－Ｍｅａｎｓ可以定义为以下优化Ｚ和μ的模型：

ｍｉｎ
Ｚ，μ
　∑

ｎ

ｉ＝１
　∑

ｋ

ｊ＝１
Ｚｉｊ‖φ（ｘｉ）－μｊ‖

２
２　ｓ．ｔ．∑

ｋ

ｊ＝１
Ｚｉｊ＝１ （１）

其中，Ｚ为聚类分配矩阵，Ｚｉｊ∈｛０，１}ｎ×ｋ表示是否将样本ｘｉ 分

配给簇Ｃｊ。μｊ＝１／ｎＣｊ∑
ｎ

ｉ＝１
Ｚｉｊφ（ｘｉ）表示簇Ｃｊ 的聚类中心，ｎＣｊ 表

示属于簇Ｃｊ 的样本 数 目。由 于Ｚ是 离 散 的，使 得 式（１）求 解

变得困难，一种常见的做法是 将Ｚ变 松 弛 从 而 转 换 为 一 个 新

的变量Ｈ＝ＺＬ１／２，其中Ｌ＝ｄｉａｇ（［ｎ－１Ｃ１ ，ｎ
－１
Ｃ２
，…，ｎ－１Ｃｋ ］），故可以

将式（１）转换为优化变量Ｈ的形式：

ｍｉｎ
Ｈ
ｔｒ（Ｋ（Ｉｎ－ＨＨＴ））　ｓ．ｔ．ＨＴ　Ｈ＝Ｉｋ （２）

其中，Ｉｎ 为ｎ×ｎ的单位矩阵。多核Ｋ－Ｍｅａｎｓ是文献［６］中提

出的一种通过权重ｗ将 多 个 核 函 数 融 合 为 一 个 更 好 的 一 致

性核函数Ｋ 的方法。形式如下：

ｍｉｎ
Ｈ，ｗ
　∑

ｍ

ｐ＝１
ｗｐｔｒ（Ｋｐ（Ｉｎ－ＨＨＴ））

ｓ．ｔ．ＨＴ　Ｈ＝Ｉｋ，∑
ｍ

ｐ＝１
ｗｐ＝１，ｗｐ≥０

（３）

其中，一致性核函数Ｋ＝∑
ｍ

ｐ＝１
ｗ２ｐＫｐ。

１．２　稀疏连接

受神经科学中细胞只对一个视觉区域内一部分敏感而对

其他部分视而不见的现象启发，稀疏连接成为卷积神经网络

的一个重要思想：稀疏连接可以通过极少数的参数就可以达

到与全连接相同的效果。

由于应用场景的不同，本文的研究与深度学习［１５］存在以

下差异：１）神经网络中的全连接层的作用之一是维度变换，尤

其是将高维特征变换到低维以保留有用的数据信息，但是全

连接层无法保持特征的空间结构，而核学习的目的是将原始

数据的特征映射到高维空间中做内积然后探索数据的空间结

构，让其在高维空间中变得线性可分；２）神经网络中的全连接

层的参数占整个神经网络总参数的８０％，而最近的研 究 也 证

明，有过多的参数是冗余的［１４］。

２　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图１给出了本文提出的ＳＣＨＭＫＫＭ算法和相关算 法 的

结构示意图。

（ａ）一般的多核后融合结构 （ｂ）ＨＭＫＣ结构示意图

（ｃ）ＦＣＨＭＫＫＭ结构示意图 （ｄ）ＳＣＨＭＫＫＭ结构示意图

图１　４种不同后融合多核聚类算法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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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ａ）为 多 核 融 合 算 法 中 常 见 的 一 种 多 核 融 合 策

略———后融合（Ｌａｔｅ　Ｆｕｓｉｏｎ，ＬＦ）。图１（ｂ）为 ＨＭＫＣ算 法 的

结构示意图，ＨＭＫＣ是 一 种 多 层 的 多 核 融 合 算 法，它 与ＬＦ
算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区别。首先经典的ＬＦ算法通 常 采 用 一

层结构，即先将多个ｎ×ｎ的核通过ＫＫＭ算法转化为对应的

多个ｎ×ｋ的划分矩阵，再将多个划分矩阵融合为一个一致性

的划分矩阵，其中ｎ≫ｋ。在将数据从ｎ维空间提 取 至ｋ维 空

间的过程中造成了重要 信 息 的 丢 失。而 ＨＭＫＣ通 过 多 层 结

构实现了逐步的信息 提 取，最 大 化 地 保 留 了 有 效 信 息。其 次

经典的ＬＦ算法没有中间划分矩阵与最终一致性矩阵的 信 息

交互（图１（ａ）中Ｈｉ→Ｈ＊ 为 单 向 箭 头），即 没 有“鸡 生 蛋，蛋 生

鸡”的过程。这使得多 核 融 合 成 了 一 个 静 态 的、单 向 的 过 程，

而 ＨＭＫＣ采 用 的 多 层 动 态 的 多 核 融 合 框 架（图１（ｂ）中

Ｈｔ－１ｉ →Ｈｔｉ→Ｈ＊ 均为双向箭头）也 在 相 关 实 验 中 被 证 明 了 其

相比原来的ＬＦ算法具有优越性。

ＨＭＫＣ中每一层的 结 点 都 只 和 其 相 邻 两 层 的 同 一 线 程

的结点（Ｈｔ－１ｉ ，Ｈｔ＋１ｉ ）有 信 息 交 互，而 与 不 同 线 程 的 其 他 结 点

（Ｈｔ－１ｊ≠ｉ，Ｈｔ＋１ｊ≠ｉ）没有信息 交 互。故 本 文 提 出 一 种 稀 疏 连 接 的 多

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见 图１（ｄ））来 探 索 不 同 层 之 间 结 点 之 间 信

息交互 对 聚 类 性 能 的 影 响，并 进 一 步 对 比 了 全 连 接（见 图

１（ｃ））与稀疏连接的区别。

２．１　构建模型

为了更好地 理 解ＳＣＨＭＫＫＭ 模 型 的 架 构，我 们 将 其 分

为３个部分来论述。

第一部分：Ｋ→Ｈ（１）
Ｎ１。第 一 层 的 第Ｎ１ 个 划 分 矩 阵Ｈ（１）

Ｎ１ 由

ｍ个预定义核矩阵Ｋ＝｛Ｋ１，Ｋ２，…，ＫＰ}通过ＫＫＭ算法得到，

从核矩阵到划分矩阵的相似性保持通过优化Ｈ（１）ｉ 和ｗ实现：

ｍａｘ
Ｈｉ，ｗ
　ｔｒ（Ｈ（１）Ｔ

ｉ （∑
ｍ

ｐ＝１
ｄｒ（１）ｉｐｗ（１）

ｉｐＫｐ）Ｈ（１）
ｉ ）

ｓ．ｔ．Ｈ（１）Ｔ
ｉ Ｈ（１）

ｉ ＝Ｉｃ１，Ｈ
（１）
ｉ ∈Rｎ×ｃ１

ｗ（１）Ｔｉ ｗ（１）
ｉ ＝１

（４）

其中，ｄｒ（１）ｉ ＝｛ｄｒ（１）ｉ１ ，ｄｒ（１）ｉ２ ，…，ｄｒ（１）ｉｍ }，ｄｒ（１）ｉｐ ∈｛０，１}为Ｄｒｏｐｏｕｔ
矩阵，当选择核矩阵Ｋｉ时ｄｒ（１）ｉｐ ＝１，否则为０。每一层的Ｄｒｏｐ－
ｏｕｔ矩阵由总体的稀疏率（Ｓｐａｒｓｉｔｙ　Ｒａｔｉｏ，ＳＲ）决定，稀 疏 率 越

高，连接越少（０为全连接）。ｗ（１）ｉｍ ＝｛ｗ（１）ｉ１ ，…，ｗ（１）ｉｍ }，ｗ（１）ｉｐ ∈［０，

１］为核矩阵Ｋｉ 的权重矩 阵。ｃ１ 表 示 第 一 层 核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的聚类数。

第二部分：Ｈ（ｔ－１）
Ｎｔ－１ →Ｈ

（ｔ）
Ｎｔ。中间层的第Ｎｔ 个划分矩阵Ｈ（ｔ）

Ｎｔ

由前一 层 的Ｎｔ－１个 矩 阵Ｈ（ｔ－１）
Ｎｔ－１ 稀 疏 连 接 构 成，它 们 的 相 似 性

保持通过以下模型优化Ｈ（ｔ）
ｉ 和ｗ实现：

ｍａｘ
Ｈｉ，ｗ
　ｔｒ（Ｈ（ｔ）Ｔ

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Ｈ（ｔ）
ｉ ）

ｓ．ｔ．Ｈ（ｔ）Ｔ
ｉ Ｈ（ｔ）

ｉ ＝Ｉｃｔ，ｗ
（ｔ－１）Ｔ
ｉ ｗ（ｔ－１）

ｉ ＝１，Ｈ（ｔ）
ｉ ∈Rｎ×ｃｔ

（５）

其中，ｃｔ 表 示 第ｔ层 的 聚 类 数，Ｎｔ 表 示 第ｔ层 的 划 分 矩 阵

总数。

第三部分：Ｈ（ｓ）
Ｎｓ→Ｈ。最后的一致性核矩阵Ｈ由第ｓ层的

Ｎｓ 个划分矩阵线性融合得到，优化目标Ｈ和β的模型如下：

ｍａｘ
Ｈ，β
　∑

Ｎｓ

ｉ＝１
βｉｔｒ（ＨＴ　Ｈ

（ｓ）
ｉ Ｈ（ｓ）Ｔ

ｉ Ｈ）

ｓ．ｔ．ＨＴ　Ｈ＝Ｉｋ，βＴβ＝１
（６）

其中，ｋ表示最终聚类数，ｓ表示中间过渡层的总数。

将式（４）－式（６）整 合 到 统 一 框 架 中，即 为ＳＣＨＭＫＫＭ
算法的优化模型：

ｍａｘ∑
Ｎ１

ｉ＝１
γ（１）ｉ ｔｒ（Ｈ（１）Ｔ

ｉ （∑
ｍ

ｐ＝１
ｄｒ（１）ｉｐ ｗ（１）

ｉｐ Ｋｉｐ）Ｈ（１）
ｉ ）＋∑

ｓ

ｔ＝１
　 ∑

Ｎ（ｔ）

ｉ＝１
γ（ｔ）ｉ

ｔｒ（Ｈ（ｔ－１）Ｔ
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Ｈ（ｔ－１）
ｉ ）＋

∑
Ｎｓ

ｉ＝１
βｉｔｒ（ＨＴ（Ｈ

（ｓ）
ｉ Ｈ（ｓ）Ｔ

ｉ ）Ｈ）

ｓ．ｔ．ＨＴ　Ｈ＝Ｉｋ，Ｈ∈Rｎ×ｋ，Ｈ（ｔ）Ｔ
ｉ Ｈ（ｔ）

ｉ ＝Ｉｃｔ，Ｈ
（ｔ）
ｉ ∈Rｎ×ｃｔ

ｗ（ｔ）Ｔｉ ｗ（ｔ）
ｉ ＝１，ｗ（ｔ）ｉ ∈RＮｔ，ｗ（１）Ｔｉ ｗ（１）

ｉ ＝１，ｗ（１）ｉ ∈Rｍ

ｗ（１）ｉｐ ，ｗ（ｔ）
ｉｊ ∈［０，１］，γ（ｔ）Ｔγ（ｔ）＝１，γ（ｔ）ｉ ≥０，γ∈RＮｔ

ｄｒ（１）ｉｐ ，ｄｒ（ｔ）ｉｊ ∈｛０，１}，βＴβ＝１，βｊ≥０，β∈RＮｓ

ｎ＞ｃ１＞ｃ２＞…＞ｃｓ＞ｋ （７）
其中每一层之间的平衡系数（ｗ，γ，β）都 添 加 了 求 和 为１的 约

束以保证其合理性，ｎ＞ｃ１＞ｃ２＞…＞ｋ表 示 每 一 层 的 聚 类 数

是呈严格的递进关系，以此来保证信息蒸馏的理念。

２．２　ＳＣＨＭＫＫＭ算法的求解

式（７）需要优化５个 变 量，分 别 为Ｈ，Ｈ（ｔ）
ｉ ，β，γ和ｗ。考

虑到所有变量的优化问题都是一个非凸的优化问题，优化困

难，当优化其中一个变量而固定其他变量时，式（７）就变成了

一个凸优化问题，因此我们采用逐个变量交替更新的优化策

略，具体如下：
（１）更新Ｈ，固定其他变量，可以得到以下求解模型：

ｍａｘ
Ｈ，β
　ｔｒ（ＨＴ∑

Ｎｓ

ｉ＝１
βｉＨ

（ｓ）
ｉ Ｈ（ｓ）Ｔ

ｉ Ｈ）

ｓ．ｔ．ＨＴ　Ｈ＝Ｉｋ
（８）

（２）更新｛Ｈ（ｔ）
ｉ }ｓｔ＝１，在给出其他变量时可以得到以下求解

模型：

ｍａｘ
Ｈ（ｔ

）
ｉ

　ｔｒ（Ｈ（ｔ）Ｔ
ｉ Ａ（ｔ）

ｉ Ｈ（ｔ）
ｉ ）

ｓ．ｔ．Ｈ（ｔ）Ｔ
ｉ Ｈ（ｔ）

ｉ ＝Ｉｃｔ
（９）

其中，Ａ（ｔ）ｉ 的取值有３种情况：

Ａ（ｔ）ｉ ＝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βｉＨＨＴ，ｔ＝ｓ

γ（ｔ－１）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

γ（ｔ＋１）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 １＜ｔ＜ｓ

γ（ｔ）ｉ ∑
Ｎｔ

ｊ＝１
ｄｒ（ｔ）ｉｐｗ（ｔ）

ｉｐＫＰ＋γ（ｔ＋１）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 ｔ

■

■

■ ＝１
（１０）

（３）更新β，固定其他变量可以得到以下求解模型：

ｍａｘ
β
　νＴβ

ｓ．ｔ．βＴβ＝１，βｉ≥０
（１１）

其中ｖ为：

νｉ＝ｔｒ（ＨＴ　Ｈ（ｓ）
ｉ Ｈ（ｓ）Ｔ

ｉ Ｈ） （１２）

（４）更新｛γ（ｔ）ｉ }ｓｔ＝１，由 于 在 更 新γ时，原 始 核Ｋ和 隐 藏 层

中的Ｈ 以及其对应的ｄｒ和ｗ 矩 阵 均 已 得 到，故 可 以 通 过 以

下求解模型更新γ：

ｍａｘ
γ
　ν（ｔ）Ｔγ（ｔ）

ｓ．ｔ．γＴγ＝１，γｉ≥０
（１３）

其中ｖ为：

ν（１）ｉ ＝ｔｒ（Ｈ（１）Ｔ
ｉ ∑

Ｎ１

ｐ＝１
ｄｒ（１）ｉｐｗ（１）

ｉｐＫｐＨ（１）
ｉ ）

ν（ｔ）ｉ ＝ｔｒ（Ｈ（ｔ）Ｔ
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ｗ（ｔ－１）

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Ｈ（ｔ）
ｉ ）

（１４）

０４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科学 Ｖｏｌ．５０，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３



（５）更 新｛ｗ（ｔ）ｉ }ｓｔ＝１，固 定 其 他 变 量 可 以 得 到 以 下 求 解

模型：

ｍａｘ
ｗ
　ν（ｔ）Ｔｗ（ｔ）

ｓ．ｔ．ｗ（ｔ）Ｔｉ ｗ（ｔ）
ｉ ＝１，ｗ（ｔ）ｉｊ ≥０

（１５）

其中ｖ为：

ν（１）ｉ ＝ｔｒ（γ（１）ｉ Ｈ（１）Ｔ
ｉ （∑

Ｎ１

ｐ＝１
ｄｒ（１）ｉｐＫｐ）Ｈ（１）

ｉ ）

ν（ｔ）ｉ ＝ｔｒ（γ（ｔ）ｉ Ｈ（ｔ）Ｔ
ｉ （∑

Ｎｔ－１

ｊ＝１
ｄｒ（ｔ－１）ｉｊ Ｈ（ｔ－１）

ｊ Ｈ（ｔ－１）Ｔ
ｊ ）Ｈ（ｔ）

ｉ ） （１６）

对式（８）－式（９）可以归为一种统一的求解形式，如下：

ｍａｘ
Ｕ
ｔｒ（ＵＴＧＵ）

ｓ．ｔ．ＵＴＵ＝Ｉｃ　
（１７）

式（１５）是一个典型的ＳＶＤ求解问题，可以通过对Ｇ进行

奇异值分解得到Ｇ＝ＹｃΣｃＱＴ
ｃ，其中Ｇ在式（８）中 为∑

Ｎｓ

ｉ＝１
βｉＨ

（ｓ）
ｉ

Ｈ（ｓ）Ｔ
ｉ ，在式（９）中 分 别 为 对 应 不 同 隐 藏 层 的Ａ（ｔ）ｉ ，｛Ｙｃ，Ｑｃ}∈

Rｎ×ｃ，Σｃ∈Rｃ×ｃ。因 此 变 量 Ｕ 的 解 为 Ｕ＝ＹｃＱＴｃ。对 于

式（１１）、式（１３）、式（１５）的解等同于如下模型的逐层求解：

ｍａｘ
α
　νＴα

ｓ．ｔ．αＴα＝１，αｉ≥０
（１８）

式（１７）的解为如下形式：

αｉ＝
ｖｉ

（∑
Ｎｔ

ｉ＝１
α２ｉ）

１
２

，ｔ＝１，２，…，ｓ （１９）

其中，ｖ分别为式（１２）、式（１４）、式（１６）。需 要 注 意 的 是，模 型

的优化更新方式分为 正 向 优 化 和 反 向 优 化。在 优 化 过 程 中，

与 ＨＭＫＣ［１０］的优化 方 式 不 同，在 每 一 层 隐 藏 层 中 更 新 时 需

考虑前后 两 层 中 所 有 结 点 与 待 更 新 结 点 之 间 的 交 互 信 息。

ＳＣＨＭＫＫＭ优化过程如算法１所示。

算法１　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ＳＣＨＭＫＫＭ）

输入：预定义核｛Ｋｐ}ｍｐ＝１，聚类数ｋ，隐藏层大小｛ｃｔ，Ｎｔ}ｓｔ＝１，层数ｓ

输出：最终一致性划分矩阵Ｈ

１．初始化βｉ＝１／ Ｎ■ ｓ，β∈RＮｓ×１
２．初始化γ（ｔ）ｉ ＝１／ Ｎ■ ｔ，γ（ｔ）∈RＮｔ×１，ｔ＝１，…，ｓ
３．初始化ｗ（ｔ）ｉｊ ＝１／ Ｎ■ ｔ－１，ｗ（ｔ）ｉ ∈RＮｔ－１×１，ｊ＝１，…，Ｎｔ，ｔ＝１，…，ｓ
４．ｗｈｉｌｅ　ｎｏｔ　ｄ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５．　使用ＳＶＤ求解式（８）更新Ｈ

６．　使用ＳＶＤ求解式（９）更新｛Ｈ（ｔ）ｉ }
ｓ
ｔ＝１

７．　结合式（１２）和（１９）求解式（１１）更新β
８．　结合式（１４）和式（１９）求解式（１３）更新γ

９．　结合式（１６）和式（１９）求解式（１５）更新ｗ

１０．判断收敛 Ｆ（ｔ－１）－Ｆ（ｔ）
Ｆ（ｔ） ≤１０－５，Ｆ为式（７）的目标函数

１１．ｅｎｄ　ｗｈｉｌｅ．

２．３　复杂度和收敛性分析

更新式（８）时，使 用ＳＶＤ求 解 器 复 杂 度 为 Ｏ（ｎ３）；更 新

式（９）时，使 用ＳＶＤ求 解 器 复 杂 度 为 ｍａｘ（Ｎ１，Ｎ２，Ｎｓ）＊

Ｏ（ｎ３）；更新式（１１）时 计 算 矩 阵 乘 法 的 复 杂 度 为 Ｏ（ｎ）；更 新

式（１３）和式（１５）时 计 算 矩 阵 乘 法 的 复 杂 度 为 ｍａｘ（Ｎ１，Ｎ２，

Ｎｓ）＊Ｏ（ｎ２）。由于Ｎｔ≪ｎ，因此ＳＣＨＭＫＫＭ 算法的复杂度

为Ｏ（ｎ３）。

当优化 一 个 变 量 而 固 定 其 他 变 量 时，式（８）、式（９）、

式（１１）、式（１３）、式（１５）的 目 标 函 数 值 都 是 单 调 递 增 的，且 由

于变量的正交约束和归一化约束可以保证目标函数有上界，

因此模型（７）的目标函数值是收敛的。

３　实验与结果

３．１　对比方法和数据集

数据集具体细节如表１所列。在数据集上 与 ＭＫＣ密 切

相关的９种 算 法 以 及 全 连 接 的 层 次 化 多 核 Ｋ－Ｍｅａｎｓ算 法

（ＦＣＨＭＫＫＭ）进行对比。对比方法简介如下：

（１）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Ｋ－Ｍｅａｎ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ＫＫＭ－ＭＲ，２０１６）［１６］，一 种 使 用 矩 阵

诱导正则的多核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

（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　Ａｌｉｇｎ－

ｍｅｎｔ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ＫＡＭＫＣ，２０１６）［１７］，一 种 寻 找 局 部 最 大

一致性核的多核聚类算法。

（３）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ＯＮＫＣ，

２０１７）［１１］，一种寻找最优核的最优邻域核聚类算法。

（４）Ｌｏｗ－ｒａｎｋ　Ｋｅｒｎｅ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ｒａｐｈ　ｍａｔｒｉｘ（ＬＫＧｒ，

２０１８）［１８］，一种将图约束与核学习统一的算法框架，目的 是 学

习一个低秩核。

（５）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ｒａｐ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ＭＣＧＣ，

２０１９）［１９］，一种构建一致性多视图的聚类算法。

（６）Ｊｏｉｎｔ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ＪＭＫＳＣ，２０１９）［２０］，一种将熵 度 量 权 重 和 块 对 角 正 则 优 化 联

合的鲁棒多核子空间聚类算法。

（７）Ｏｐｔｉｍ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ＭＫＣ　ｗｉｔｈ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Ｌｏｃａｌ

Ｋｅｒｎｅｌｓ（ＯＮ－ＡＬＫ，２０２１）［１２］，一 种 自 适 应 局 部 核 的 最 优 邻 域

多核聚类算法。

表１　对比实验的数据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Ｎｏ．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Ｋｅｒｎｅｌｓ
Ｄ１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Ｅ　 １０２　 ５９６６　 ２　 １２
Ｄ２ ＣＬＬ＿ＳＵＢ　 １１１　 １１　３４０　 ３　 １２
Ｄ３ ＡＲ１０Ｐ １３０　 ２４００　 １０　 １２
Ｄ４ ＩＯＮＯＳＰＨＥＲＥ　 ３５１　 ３４　 ２　 １２
Ｄ５ ＷＤＢＣ　 ５６９　 ３０　 ２　 １２
Ｄ６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６９０　 １４　 ２　 １２
Ｄ７ ＶＥＨＩＣＬＥ　 ８４６　 １８　 ４　 １２
Ｄ８ 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　 １　４２８　 １　０２４　 ６８　 １２
Ｄ９ ＹＡＬＥＢ　 ２４１４　 １　０２４　 ３８　 １２

（８）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ＭＫＳＣ，２０２１）［９］，一种利用低 维 分 割 空 间 中 构 造 的 多 核 图

融合互补相似图的投影聚类算法。

（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ＨＭＫＣ，

２０２１）［１０］，一种最新的层次化多核聚类算法。

３．２　实验设置

以上９种对比方法的源码可以通过作者网站或相关网站

获取，为了实验的公平性，本文均采用作者提供的源码进行对

比。需要说明的是，以上 方 法 均 涉 及 超 参 数 的 设 置 以 及 采 取

网格搜索的策略获取最优结果，具体对比方法的超参数和本

文实验设置如下：

１４１王　雷，等：基于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１）聚 类 中 簇 的 个 数 采 用 的 是 真 实 数 据 集 中 给 出 的 聚

类数。

（２）所有 对 比 方 法 的 超 参 数 设 置 如 下：ＭＫＫＭＭＲ的 超

参数搜索范 围 为｛２－１５，２－１４，…，２１５}；ＬＫＡＭＫＣ的 两 个 超 参

数搜索范围为｛２－１５，２－１４，…，２１５}和｛０.１，０.２，…，１}；ＯＮＫＣ
的两个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都 为｛２－１５，２－１３，…，２１３，２１５}；ＬＫＧｒ
的前２个超参数 范 围 为｛１０－５，１０－３，…，１０３，１０５}，后２个 超

参数值为１０－２；ＪＭＫＳＣ的３个超参数搜索范围分别为｛１０－４，

１０－３，…，１，１０}，｛１，５，１０，…，３０}和｛０.１，１，５，１０，…，３０}；

ＭＣＧＣ邻 域 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为 ｛３，５，７，９，１１，１３，１５}；

ＯＮＡＬＫ的两个超 参 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０.５，－０.４，…，０.４，

０.５}和｛２－１５，２－１４，…，２１５}；ＰＭＫＳＣ的３个超参数搜索中前２
个的范围为｛２－５，２－３，…，２３，２５}，最 后１个 的 范 围 为｛１０－５，

１０－３，…，１０３，１０５}；ＨＭＫＣ两个隐 藏 层 的 聚 类 个 数 搜 索 范 围

为｛３ｋ，４ｋ，…，１０ｋ}和｛２ｋ，３ｋ，４ｋ，…，１０ｋ}。

由于计算资 源 的 限 制，本 文 同 ＨＭＫＣ一 样 设 置 两 层 隐

藏层进行 实 验，因 此ＳＣＨＭＫＫＭ 算 法 的 参 数 为ｃ１＝｛３ｋ，

４ｋ，…，１０ｋ}，ｃ２＝｛２ｋ，３ｋ，４ｋ，５ｋ}，其 中ｃ１＞ｃ２ 稀 疏 率 设 置 为

｛０.５，０.６，０.７，０.８}，隐藏层的结点数设置为Ｎ１＝｛８，１０，１２，

１４}，Ｎ２＝｛６，８，１０}；ＦＣＨＭＫＫＭ 算 法 的 稀 疏 率 设 置 为０，其

他参数设置同ＳＣＨＭＫＫＭ一样。

（３）实 验 中 所 有 算 法 采 用 的 核 函 数 包 括７个 ＲＢＦ核

Ｋ（ｘｉ，ｘｊ）＝ｅｘｐ（－‖ｘｉ－ｘｊ‖／２（ε＊ｄ）２），其 中ｄ为 样 本 间

最大欧氏距 离，方 差ε的 取 值 为｛２－３，…，２３}，４个 多 项 式 核

Ｋ（ｘｉ，ｘｊ）＝（ａ＋ｘＴｉｘｊ）ｂ，其 中ａ的 取 值 范 围 为｛０，１}，ｂ的 取

值范围为｛２，４}，１个线性核Ｋ（ｘｉ，ｘｊ）＝ｘＴｉｘｊ。

（４）以上对比方法除 ＭＣＧＣ外均需要进行后处理来获得

离散化 的 聚 类 结 果，故 本 文 采 用 Ｋ－Ｍｅａｎｓ进 行 离 散 化，

ＭＣＧＣ采用切割 连 通 图 的 方 式 获 取 聚 类 结 果。为 了 消 除 初

始化带来的影响，所有 算 法 均 运 行３０次，取 网 格 搜 索 得 到 的

结果的平均值及其方差。

（５）本文所提出的算法源码１）已公开。

３．３　实验结果与分析

在对比实验中，我们采 用３种 常 见 的 聚 类 度 量 方 法 作 为

评价指标，分 别 为 聚 类 精 度（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ＣＣ）、归 一 化 互 信 息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ＭＩ）、兰 德 系 数（Ｒ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ｘ，ＲＩ）。结果如表２－表４所 列，最 佳 结 果 用 黑 体 表 示，次

优结果用下划线表示。

表２　ＡＣＣ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Ｃ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单位：％）

Ａｌｇｓ＼Ｄ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Ｄ９ Ａｖｇ
ＭＫＫＭ－ＭＲ
（２０１６）

５６．９３±０．０１　 ５０．６３±０．００　 ４２．１５±０．３０　 ７２．０８±０．００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６９．１３±０．００　 ４５．０６±０．０２　 ８３．２２±０．１０　 ２６．０６±０．０２　 ５９．３２

ＬＫＡＭＫＣ
（２０１６）

６４．７１±０．００　 ６０．６０±０．０１　 ４２．１０±０．００　 ７２．９３±０．００　 ９０．８６±０．００　 ６９．１３±０．００ ４５．７４±０．００　 ３５．９９±０．００　 ９．６９±０．００　 ５４．６４

ＯＮＫＣ（２０１７） ５７．６１±０．０２　 ５０．４５±０．０７　 ４２．４１±０．４２　 ７３．２２±０．００　 ８９．０３±０．０３　 ６９．４２±０．００　 ４４．９５±０．０１　 ８４．１３±０．０８　 ２５．３４±０．０２　 ５９．６２

ＬＫＧｒ（２０１８） ６３．７３±０．００　 ５２．１９±０．０３　 １０．７７±０．００　 ７１．０４±０．００　 ６８．３７±０．００　 ５９．７１±０．００　 ４３．２１±０．０１　 ９．８４±０．００　 ７．２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

ＪＭＫＳＣ（２０１９） ６０．４６±０．００　 ５４．０５±０．００　 ３８．０５±０．１０　 ６５．３１±０．０５　 ７９．９４±０．００　 ５８．７０±０．００　 ４１．４９±０．００　 ７６．４６±０．１２　 ５．８３±０．００　 ５３．３７

ＭＣＧＣ（２０１９） ６３．７３±０．００　 ４２．３４±０．００　 ４４．６２±０．００　 ６５．５３±０．００　 ８７．５２±０．００　 ６８．９９±０．００　 ２５．８９±０．００　 ７２．１３±０．００ ３４．０１±０．００　 ５６．０８

ＯＮ－ＡＬＫ（２０２１）７４．０２±０．００　 ５０．４５±０．００　 ３６．８２±０．１６　 ７４．３６±０．００　 ８５．２０±０．７７　 ６９．５７±０．００　 ４６．１２±０．００　 ７８．０３±０．２０　 ２２．２５±０．０２　 ５９．６５

ＰＭＫＳＣ（２０２１） ６４．７１±０．００　 ４９．２２±０．０３　 ３８．２６±０．２７　 ７０．３７±０．００　 ９１．９２±０．００　 ６９．７１±０．００ ４４．４４±０．００　 ８３．４２±０．０９　 ２６．４０±０．０２　 ５９．８３

ＨＭＫＣ（２０２１） ６３．７９±０．３７　 ４８．３２±０．０８　 ４６．５６±０．２３　 ７１．７９±０．００　 ９２．０９±０．００　 ６７．３５±０．００　 ４１．９２±０．０３　 ８４．７２±０．０９　 ２９．３３±０．０４　 ６０．６５

ＦＣＨＭＫＫＭ　 ８５．２９±０．００　 ５８．８３±０．００　 ４２．８５±０．０４　 ８７．４６±０．００　 ９０．５１±０．００　 ６８．４１±０．００　 ４５．５１±０．００　 ４７．２５±０．０２　 ３２．１２±０．０１　 ６２．０３

ＳＣＨＭＫＫＭ　 ８６．１８±０．０３　 ６３．５１±０．０２　 ５６．３８±０．１３　 ９０．０３±０．０３　 ９３．２０±０．００ ６９．５５±０．００　 ５３．６８±０．１２　 ８４．９３±０．１２　 ４０．０６±０．０２　 ７０．８４

１）ｈｔｔｐｓ：／／ｇｉｔｅｅ．ｃｏｍ／ｗｌ５７５２６４９０９／ｓｃｈｍｋｋｍ．ｇｉｔ

表３　ＮＭＩ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ＮＭ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单位：％）

Ａｌｇｓ＼Ｄ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Ｄ９ Ａｖｇ

ＭＫＫＭ－ＭＲ
（２０１６）

１．３９±０．００　 １４．７１±０．０１　 ４２．２７±０．２６　 ２２．２７±０．００　 ４８．７０±０．００　 １０．２７±０．００　 １７．４７±０．０２　 ９５．４８±０．０１　 ４２．０５±０．０１　 ３２．７３

ＬＫＡＭＫＣ
（２０１６）

６．８６±０．００　 ２５．７６±０．００ ４２．１２±０．２６　 ２１．４４±０．００　 ５４．２９±０．００　 １０．２９±０．００ １９．３６±０．００　 ６９．５８±０．００　 １４．７３±０．００　 ２９．３８

ＯＮＫＣ（２０１７） １．７０±０．００　 １４．８２＋０．０９　 ４２．４２±０．４５　 ２４．１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１１　 １０．６１±０．００　 １８．９４±０．０２　 ９５．９３±０．０１　 ４１．４６±０．０１　 ３３．３３

ＬＫＧｒ（２０１８） ６．７３±０．００　 １９．１０±０．０５　 ８．２５±０．００　 １１．５９±０．００　 １１．３７±０．００　 ２．２７±０．００　 １５．７４±０．０２　 ３１．５０±０．００　 ９．０３±０．００　 １２．８４

ＪＭＫＳＣ（２０１９）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６９±０．００　 ３７．８３±０．１２　 ６．９３±０．０２　 ３０．５７±０．００　 ３．２７±０．００　 １５．５８±０．００　 ９１．７７±０．０１　 ６．３８±０．００　 ２３．８５

ＭＣＧＣ（２０１９） ６．４７±０．００　 ２．２８±０．００　 ４１．２７±０．００　 ９．３５±０．００　 ４７．７６±０．００　 ９．９８±０．００　 ０．３７±０．００　 ８９．８０±０．００　 ４６．８０±０．００　 ２８．２３

ＯＮ－ＡＬＫ（２０２１）１７．３５＋０．０１　 １４．４７±０．００　 ３４．６２±０．１９　 ２０．３７±０．００　４２．５１±０２．７５　１０．７６±０．００　 １８．９１±０．００　 ９２．１３±０．０３　 ３５．３６±０．０３　 ３１．８３

ＰＭＫＳＣ（２０２１） ６．６０±０．００　 １０．５６±０．０５　 ３８．８４±０．２２　 １３．４２±０．００　 ５７．８６±０．００　 １０．９４±０．００ １６．９６±０．００　 ９５．７３±０．０１　 ４２．５１±０．００　 ３２．６０

ＨＭＫＣ（２０２１） ６．７５±０．２４　 １３．２２±０．１４　 ４３．０５±０．１５　 １５．０８±０．００　 ５８．４８±０．００　 ９．１３±０．００　 １８．５２±０．０５　 ９６．１３±０．０１　 ４５．６０±０．０１　 ３４．００

ＦＣＨＭＫＫＭ　 ４０．０６±０．００　 １５．９４±０．００　 ３９．７７±０．０３　 ４４．４３±０．００　 ５６．４１±０．００　 １０．３７±０．００　 １５．３２±０．００　 ７６．１７±０．０１　 ４４．１０±０．００　 ３８．０６

ＳＣＨＭＫＫＭ　 ４３．２６±０．２４　 ２４．６１±０．０６　 ５４．７６±０．１０　 ５１．２９±０．３４　 ６２．６５±０．００ １０．７２±０．００　 ２７．２８±０．０２　 ９６．２２±０．０１　 ５１．７６±０．０１　 ４６．９５

２４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科学 Ｖｏｌ．５０，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３



表４　ＲＩ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单位：％）

Ａｌｇｓ＼Ｄｓ　 Ｄ１ Ｄ２ Ｄ３ Ｄ４ Ｄ５ Ｄ６ Ｄ７ Ｄ８ Ｄ９ Ａｖｇ

ＭＫＫＭ－ＭＲ
（２０１６）

５０．４９±０．００　 ５６．１０±０．００　 ８５．６１±０．０１　 ５９．６４±０．００　 ７９．７３±０．００　 ５７．２６±０．００　 ６７．２４±０．０２　 ９９．５２±０．００　 ９５．５５±０．００　 ７２．３５

ＬＫＡＭＫＣ
（２０１６）

５３．８７±０．００　 ５９．６５±０．００　 ８５．７５±０．０１　 ６０．４１±０．００　 ８３．３６±０．００　 ５７．２６±０．００ ６７．６６±０．００　 ９７．８２±０．００　 ９４．７２±０．００　 ７３．３９

ＯＮＫＣ（２０１７） ５０．７１±０．００　 ５５．５７±０．０１　 ８５．８１±０．０１　 ６０．６７±０．００　 ８０．４９±０．０７　 ５７．４８±０．００　 ６７．１７±０．００　 ９９．５６±０．００　 ９５．５３±０．００　 ７２．５５
ＬＫＧｒ（２０１８） ５３．３１±０．００　 ５２．６９±０．０２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５８．７３±０．００　 ５６．６７±０．００　 ５１．８２±０．００　 ６４．６４±０．０３　 ９７．１０±０．００　 ９４．６５±０．００　 ６１．１８
ＪＭＫＳＣ（２０１９） ５１．７２±０．００　 ５２．４５±０．００　 ８１．１７±０．０７　 ５５．０５±０．０３　 ６７．８７±０．００　 ５１．４４±０．００　 ６１．８５±０．００　 ９９．１７±０．００　 ６８．０６±０．００　 ６５．４２
ＭＣＧＣ（２０１９） ５３．３１±０．００　 ４８．７５±０．００　 ７７．９２±０．００　 ５４．６９±０．００　 ７８．１２±０．００　 ５７．１５±０．００　 ２５．３２±０．００　 ９８．４７±０．００　 ９５．１２±０．００　 ６５．４３
ＯＮ－ＡＬＫ（２０２１）６１．１６±０．００　 ５６．１５±０．００　 ８４．３２±０．０１　 ６１．７６±０．００　 ７６．２８±０．９４　 ５７．５９±０．００　 ６６．７６±０．００　 ９９．２９±０．００　 ９５．３４±０．００　 ７３．１８
ＰＭＫＳＣ（２０２１） ５３．８７±０．００　 ５４．７３±０．０２　 ８４．８７±０．０１　 ５８．１８±０．００　 ８５．１１±０．００　 ５７．７１±０．００ ６７．３８±０．００　 ９９．５４±０．００　 ９５．５４±０．００　 ７２．９９
ＨＭＫＣ（２０２１） ５４．１０±０．１１　 ５５．８３±０．０１　 ８５．８７±０．０１　 ５９．３８±０．００　 ８５．４１±０．００　 ５５．９６±０．００　 ６６．４１±０．００　 ９９．５８±０．００ ９５．６４±０．００　 ７３．１３
ＦＣＨＭＫＫＭ　 ７４．６７±０．００　 ５９．３２±０．００　 ８５．７４±０．００　 ７８．０１±０．００　 ８２．７９±０．００　 ５６．７１±０．００　 ６７．８１±０．００　 ９８．１３±０．００　 ９５．６３±０．００　 ７７．６５

ＳＣＨＭＫＫＭ　 ７６．０１±０．０７　 ６０．１４±０．０１　 ８８．５８±０．００　 ８２．０６±０．０７　 ８７．３０±０．００ ５７．５８±０．００　 ７１．６４±０．００ ９９．５７±０．００　 ９５．７８±０．００　 ７９．８５

　　从表２－表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在 几 乎 所 有 数 据 集 上（除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数 据 集），

ＳＣＨＭＫＫＭ在３个聚类指 标 上 都 取 得 了 最 好 的 结 果。在 其

他数据集上 ＡＣＣ比９种 对 比 方 法 中 最 好 的 结 果 平 均 高 出

１０．１９％，ＮＭＩ平均高出１２．９５％，ＲＩ平均高出６．４６％。对比

全连接策略的层次化多核聚类，本文方法在ＡＣＣ上平均高出

８．８１％，ＮＭＩ平均高出８．８９％，ＲＩ平均高出２．２％。

（２）在 表３中，ＮＭＩ在ＣＬＬ＿ＳＵＢ和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数

据集上分别低于对 比 方 法０．１５％和０．２２％，数 值 较 为 接 近；

在其他数据集上都远远高出对比方法。

（３）在对比方法中，表现较好的方法大多考虑到了局部核

融合的方法（ＬＫＡＭＫＣ和 ＯＮＡＬＫ），ＨＭＫＣ在 对 比 方 法 中

的表现也较为突出。这说明考虑层次化和局部核融合的方法

对多核融合有较好的效果。

（４）从表２－表４的 最 后 一 列 结 果 可 以 看 出：首 先，考 虑

邻 层 结 点 之 间 信 息 交 互 的 算 法 （ＦＣＨＭＫＫＭ 和

ＳＣＨＭＫＫＭ）要明 显 优 于 ＨＭＫＣ算 法 和 其 他 对 比 方 法；其

次，稀疏连接的策略明显好于全连接的策略，原因可能是在每

一次的正向和反向优化中，由于每一层的结点考虑的都是所

有结点之间的融合，因此造成了每一层结点的差异性减小，结

点之间相似度变高，最终一致性划分矩阵受限于最后一层的

划分矩阵；最 后，全 连 接 策 略 的 性 能 明 显 优 于 ＨＭＫＣ算 法，

说明考虑层与层之间结点的信息交互是有必要的。

（５）图２给 出 了 本 文 提 出 的 两 种 核 融 合 策 略 在 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ＧＥ数据集上的收 敛 情 况，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 目 标 函 数

是呈单调递增的，并且在较少的迭代次数下达到了收敛状态。

图２　ＳＣＨＭＫＫＭ和ＦＣＨＭＫＫＭ目标函数收敛情况

Ｆｉｇ．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ＨＭＫＫＭ　ａｎｄ　ＦＣＨＭＫＫＭ

（６）图３－图５给出了在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Ｅ数据集上本文

提出的算法对超参数聚类精度的敏感性情况。

图３　不同稀疏率下对聚类精度的敏感性

Ｆｉｇ．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ａｒｓｉｔｙ　ｒａｔｅｓ

图４　不同结点数时对聚类精度的敏感性

Ｆｉｇ．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ｎｏｄｅｓ

图５　不同聚类个数下对聚类精度的敏感性

Ｆｉｇ．５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３４１王　雷，等：基于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在图３中，我们选取 在 固 定 稀 疏 率 下 所 有 参 数 组 合（３１２
种）对应的聚类精度，并 随 机 选 取１２组 结 果。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本文方法对参数的敏感程度较高，在特定参数组合下的聚

类精度会明显高于大 多 数 参 数 组 合。在 图４中，我 们 选 取 在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Ｅ数据集上最优的一组参数，固定隐藏层的聚

类个数和稀疏率（ｃ１ 为６ｋ，ｃ２ 为３ｋ，稀疏率为０．５），测试不同

结点数对聚类精度的 影 响。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在 第 一 层 结 点

数为１０、第二层结点数为６的情况下，聚类精度 最 高；在 其 他

情况下，结点数对聚类的精度敏感性较低。在图５中，我们选

取在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ＧＥ数据集上最优 的 一 组 参 数 并 固 定 第 一

层结点数为８，第 二 层 结 点 数 为１０，稀 疏 率 为０．６，测 试 不 同

聚类个数对聚类精度 的 影 响。从 图 中 可 以 看 出，不 同 聚 类 数

对聚类精度的影响较大，当两层之间的聚类个数相差较大时，

聚类性能较好。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ＳＣＨＭＫＫＭ算法的超

参数对聚类性能的敏感性较大，对超参数的选择较为重要。

（７）为了更加明确超参数的选择，图６给出了３种参数组

合在聚类精度和时间效率上的对比图，具体如下：选择层数为

２，隐藏层聚 类 数 分 别 为ｃ１＝｛３ｋ，４ｋ，…，１０ｋ}，ｃ２＝｛２ｋ，３ｋ，

４ｋ，５ｋ}，其中ｃ１＞ｃ２ 稀疏率为｛０.５，０.６，０.７，０.８}，隐藏 层 的

结点数为Ｎ１＝｛８，１０，１２，１４}，Ｎ２＝｛６，８，１０}。将 其 排 列 组

合构成参数集合，并选取此参数集在ＡＲ１０Ｐ数据集上进行实

验，将其在不同参数组合下的聚类精度和时间归一化在同一

个区间。可以看到，随着隐藏层簇大小、结点数以及稀疏率的

增加，聚类精度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还会导致运行时间的

增加。综合考虑到聚类 精 度 和 运 行 时 间 效 率，我 们 进 一 步 将

参数设置如下：层数设置为２，隐藏层聚类数分别为ｃ１＝｛３ｋ，

４ｋ，５ｋ}，ｃ２＝｛２ｋ，３ｋ，４ｋ}，其 中ｃ１＞ｃ２ 稀 疏 率 为｛０.５，０.６，

０.７，０.８}，隐藏层的 结 点 数 为 Ｎ１＝｛８，１０，１２，１４}，Ｎ２＝｛６，

８，１０}。

图６　不同参数组合下的ＡＣＣ与时间对比

Ｆｉｇ．６　ＡＣＣ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８）为了更加直观 地 展 示 全 连 接 和 稀 疏 连 接 策 略 对 模 型

的影响，本文在ＹＡＬＥＢ，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和ＡＲ１０Ｐ数据集上展

示了两者的ＡＣＣ在不同参数组合下的聚类精度对比，如图７
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 地 看 到，稀 疏 连 接 策 略 相 比 全 连 接 策

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对 后 融 合 的 多 核 聚 类 来 说，影 响 最 终

一致性划分矩阵的聚类性能的因素包括每一层划分矩阵的多

样性和其权重的影响，因此稀疏连接优于全连接策略可能有

以下原因：１）全连接的 策 略 可 能 会 导 致 每 一 层 的 划 分 矩 阵 失

去多样性，因为每一层的每一个划分矩阵在初始化时都是来

自相同数据的线性组合，所以会导致每一层划分矩阵之间的

相似性提高；２）从图２可以看到，全连接策略很快就能达到收

敛状态，而稀疏连接策略呈阶梯状不断优化更新，意味着其权

重和划分矩阵优化潜 能 大 于 全 连 接 策 略。综 上 所 述，稀 疏 连

接策略可以为每一层的划分矩阵增加多样性，间接导致最终

的一致性划分矩阵多样性增加，进而学习到最优的一致性划

分矩阵，提升了聚类性能。

（ａ）ＡＲ１０Ｐ

（ｂ）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

（ｃ）ＹＡＬＥＢ

图７　ＹＡＬＥＢ，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和ＡＲ１０Ｐ数据集上的全连接策略和

稀疏连接策略对比

Ｆｉｇ．７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ｒ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ＹＡＬＥＢ，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ａｎｄ　ＡＲ１０Ｐ

（９）表５列 出 了 所 有 方 法 在 ＹＡＬＥＢ，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和

ＡＲ１０Ｐ数据集上的运行时间，具体为每种对比方法在所有参

数组合上的平均运行时间。由于本文方法的模型比大多数对

比方法更复杂，因此运 行 时 间 长 于 大 部 分 对 比 方 法。可 以 看

到，随着数据量的增 加，稀 疏 连 接 和 全 连 接 策 略 相 比 ＨＭＫＣ
大幅度增加，其原因在于每一层结点数之间交互的线性时间

增加。稀疏连接策略相 比 全 连 接 策 略 运 行 时 间 较 短，稀 疏 连

接运行时间会随着稀疏率的降低逼近全连接策略。

表５　时间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单位：ｓ）

Ａｌｇｓ＼Ｄｓ　 ＡＲ１０Ｐ ＰＩＥ＿ＰＯＳＥ２７ ＹＡＬＥＢ
ＭＫＫＭＭＲ　 ０．０４　 ３３．０２　 １３９．４２
ＬＫＡＭＫＣ　 ０．０２　 １１．１６　 ５０．６９
ＯＮＫＣ　 ０．１１　 ２０．３１　 ５５．０６
ＬＫＧｒ　 ０．４６　 １３６．７６　 ４２７．８５
ＪＭＫＳＣ　 ０．４８　 ３９．４１　 １１８．１０
ＭＣＧＣ　 ０．９０　 ３１．６６　 ２５１．０６
ＯＮＡＬＫ　 ０．５１　 ３９．４７　 １４９．３３
ＰＭＫＳＣ　 ８．１５　 ３４１．４６　 １５１２．４４
ＨＭＫＣ　 １１．０２　 ７３．４４　 １３８．８１

ＦＣＨＭＫＫＭ　 １７．１０　 ２６８．９８　 ４６５．８３
ＳＣＨＭＫＫＭ　 １５．３６　 ２６２．６４　 ４０２．３３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稀疏连接与层次化聚

类的多核聚类算法，并与多个最新的多核方法进行实验对比。

ＳＣＨＭＫＫＭ算法在３个聚类指标上都优于 ＨＭＫＣ与ＦＣＨ－

ＭＫＫＭ算法，这从实验上证明了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聚类

算法比全连接的层次化多核聚类算法性能更优；也证明了在

４４１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计算机科学 Ｖｏｌ．５０，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３



层次化多核聚类算法中每一层考虑多个核函数的融合优于单

核传递。但本文缺少理 论 依 据 证 明 稀 疏 连 接 的 优 越 性，并 且

搜索参数偏多，这会导 致 算 法 的 可 移 植 性 降 低。在 未 来 的 工

作中我们将会针对这两点缺陷对算法进行优化并期望从中衍

生出更好的多核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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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ＫＡＮＧ　Ｚ，ＮＩＥ　Ｆ　Ｐ，Ｗ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ｒａｐｈ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９，

２８（３）：１２６１－１２７０．

［２０］ＹＡＮＧ　Ｃ，ＲＥＮ　Ｚ　Ｗ，ＳＵＮ　Ｑ　Ｓ，ｅｔ　ａｌ．Ｊｏｉｎｔ　Ｃｏｒｒ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ｒｉｃ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　Ｄｉａｇｏｎ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ｚｅｒ　ｆｏｒ　Ｒｏｂｕ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Ｋｅｒｎｅｌ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Ｊ］．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

５００：４８－６６．

ＷＡＮＧ　Ｌｅｉ，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９６，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ｅ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Ｈｉｓ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ｉｅｗ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ＤＵ　Ｌｉａｎｇ，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８５，Ｐｈ．Ｄ，ｉｓ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ｄａｔａ

ｍｉｎ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责任编辑：何杨）

５４１王　雷，等：基于稀疏连接的层次化多核Ｋ－Ｍｅａｎｓ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