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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工神经网络具有如下特点： （1）自适应与自组织能力。在学习或训练过程中改
变突触权重值，以适应周围环境的要求。 （2）泛化能力。对没有训练过的样本，有很好的预测能力
和控制能力，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噪声的样本，网络具备很好的预测能力。 （3）非线性映射能力。神
经网络不需要对系统进行透彻的了解，但是能达到输入与输出的映射关系，因此，对于系统很复杂，
或者系统信息量很少，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很困难时，神经网络的非线性映射能力则表现出优势。 
（4）高度并行性。神经网络是根据人的大脑而抽象出来的数学模型，所以从功能的模拟角度上看，
神经网络也应具备很强的并行性。 将人工神经网络用于烧结矿化学成分的预报，可以避开复杂的数学
建模过程，实现预报系统输入参数与化学成分的非线性映射，利用神经网络的自适应、自学习能力跟
踪系统的动态变化。 神经元的非线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连接关系构成了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
目前，研究和应用最多的是三层前馈神经元网络，其训练算法以误差反向传播（back propagation，简
称BP）算法最为著名，因此，又将多层前馈神经元网络称为BP网络。其主要思想是：输入学习样本，
通过反向传播算法对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进行反复的调整训练，使输出的向量与期望向量尽可能地接近
，当网络输出层的误差平方和小于指定的误差时训练完成。 1.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 三层前馈BP网络包
括输入层、输出层和隐含层。 1）输入层、输出层 神经网络的输入与输出层的神经元及神经元数目由
预报问题本身决定，对于以预报烧结矿化学成分为目的的系统，输入就是各化学成分的影响因素，输
出即各成分。例如，要预报烧结矿化学成分TFe、SiOe、CaO、MgO、Al2O3，其输出神经元即为这5
个成分。输入神经元和神经元个数通过初始化训练，根据预报结果确定。 2）隐含层隐 含层神经元数
与问题的要求、输入和输出层神经元的数量等都有关系。若隐含层神经元数太少，不能将网络训练出
来，若太多会使学习时间太长，泛化能力下降，容错性差。因此，需要选择一个最佳的隐层神经元数
。

Page 4



《铁矿造块数学模型与专家系统》

编辑推荐

《铁矿造块数学模型与专家系统》可供高校钢铁冶金、烧结球团和矿物加工专业的师生和从事相关专
业的科研、设计、生产人员参考。

Page 5



《铁矿造块数学模型与专家系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