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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

前言

20世纪5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通过机器学习实现识别与分类成为可能，并且取得了很好的
目标识别效果。众所周知，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研究和应用领域。因此，通过引入智能信
息处理的方法构造能够处理大规模数据的目标识别与分类的新方法已成为人们急切关注的热点之一。
目标识别与分类问题的任务是对目标的类别、属性作出某种判决。识别与分类技术可应用于图像识别
、医疗诊断、生物识别、信号识别和预测、雷达信号识别、经济分析，以及在智能交通管理、机动车
检测、停车场管理等场合的车牌识别等很广泛的领域。目标识别与分类技术主要经历了从传统模式识
别技术到近10年来发展起来的基于模型的智能识别技术。传统模式识别方法主要包括：模板匹配、最
近邻和决策树等；智能模式识别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神经网络、进化计算分类方法、核分类方法（
支撑矢量机、核匹配追踪、谱学习等）、隐Markov模型分类器、集成方法等，这些方法在红外、光电
、雷达等传感器的目标识别与分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针对分类算法各自的优缺点，又出现了许多
混合模式识别方法，如基于SOM的空间子集支撑矢量机、子波核函数网络等，就是结合支撑矢量与神
经网络各自优点的新的分类算法。这些基于智能互补思想提出的新方法，丰富了模式识别方法的内容
，促进了模式识别的发展。然而，受各个分类算法自身的优缺点，以及各种传感器获得内容的复杂性
、目标的不完备性等因素的影响，需要研究更为先进的识别与分类算法，并加强它们的实用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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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模式识别的一个分支——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深入分析
了机器学习中的多个关键问题及多种快速稀疏学习方法，具体描述了机器学习在大规模数据识别与分
类的工程设计与实现问题。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绪论，统计学习理论、再生核技术与支撑矢量机算法，支撑矢量机理论基础
，先进支撑矢量机，核学习机，稀疏核支撑矢量机，快速大规模支撑矢量机，高分辨距离像识别，谱
集成学习机，基于核学习的图像识别。
《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信号与信息处理、应用数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电子商务等专业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供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人员和人工智能与模式
识别方面的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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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这两个数据集上贪婪分阶段支撑矢量机的速度要明显快于LIBSVM2.83
。特别是对大的C值，LIBSVM2.83的核评价次数有大幅增加。另一个重要的观察是LIBSVM2.83能够从
大的缓存规模上获益。当再次使用核矩阵中的元素时，算法可以从缓存中获得，因而避免了许多耗时
的核评价。这解释了训练时间不匹配核评价次数的原因。然而，由于存储核矩阵所需的内存随样本数
的平方增长，对于大规模数据集，将核矩阵中的大部分元素存放到内存中是不现实的。从表6.4和表6.5
中可以看到，对不同的正则参数，贪婪分阶段支撑矢量机获得了2～10倍不等的加速。如果使用网格搜
索来选择超参数，由于贪婪分阶段支撑矢量机不需要选择正则参数，它的训练次数将远远少于支撑矢
量机的训练次数。例如，如果尝试10个不同的C和值，那么当执行10倍交叉验证时，贪婪分阶段支撑
矢量机仅需要重新训练100次，然而，支撑矢量机需要重新训练1000次。这样实际上贪婪分阶段支撑矢
量机的训练速度比支撑矢量机的训练速度快20～100倍。此外，还可以看出贪婪分阶段支撑矢量机
和uBSVM2.83的测试误差非常接近。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贪婪分阶段支撑矢量机在推广性能和支撑矢
量机相当的情况下，速度比uBSVM2.83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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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特点：视角新颖、学术水平高：《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全面、系统地论述
了计算智能方法在目标识别与分类领域的应用，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国际最新进展。实用性强、深入浅
出：《智能目标识别与分类》既具有极强的理论性，又具有充分的实验例证，文字叙述简洁，对算法
的叙述标准规范，系统性强、覆盖面广、理论紧密结合实际。内容精炼、分析独到：《智能目标识别
与分类》紧紧围绕智能信息处理与机器学习两大主题进行论述，分析深入、实例充分，为目标识别，
特别是复杂图像目标的识别，提供了较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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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发货很快，书保护的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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