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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

边缘重叠区域归属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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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的特征，发现其边缘存在交叉重叠区域现象，为此，提出了
基于聚类思想的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边缘的重叠区域归属算法（ＯＡＳＥＤＡ），该算法能有效解决对
象—属性子空间的独立性，算法根据子空间内部紧凑度和子空间之间分离度相对大小确定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

的归属，并基于Ｋｍｅａｎｓ算法结合权重理论设计了重叠区域归属判断目标函数，最后通过实验证明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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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维数据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数据形式，具有稀疏性。随着
应用的深入发展，如何从这些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集中挖

掘出对用户有用的知识，是目前数据挖掘领域中重要的研究内

容之一［１～４］。受维度效应的影响，传统的聚类算法不能适用于

高维数据［５］。经典高维数据聚类算法包括网格聚类算法、密

度聚类算法等，而近年来提出的子空间聚类算法因高效、准确

的聚类结果而备受关注［６～８］。子空间聚类的前提和基础是子

空间的识别。事实上，子空间识别的研究已经成为高维数据预

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子空间的质量直接影响最终的子空

间聚类，因此，该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正成为当前高维

数据聚类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二阶段联合聚类算法（ＭＴＰＣ
ＣＡ）是从聚类的角度来研究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对象—
属性子空间的识别问题，能够识别出具有较高质量的对象—属

性子空间［９］，但该算法识别出的子空间边缘容易出现边界不

清的现象，即子空间边缘存在重叠区域。如图１所示，区域 Ｃ
既可以认为是对象—属性子空间 Ａ的边缘区域，也可以认为
是对象—属性子空间 Ｂ的边缘区域，这一部分本文定义为对
象—属性子空间重叠区域Ｃ。因此，确定该重叠区域的归属对
提高子空间质量、减小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预处理时的搜

索空间，甚至对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聚类都是非常重要

的。鉴于这一点，本文针对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

边缘重叠区域的归属问题提出了子空间边缘检测算法，提高子

空间识别的质量。

!

　高维数据聚类边缘问题研究现状

与传统数据聚类算法相比，高维数据聚类算法能有效解决

高维数据聚类问题，具有聚类效率高、准确度高等优点。但研

究发现，高维数据聚类算法普遍存在边界效应现象，即聚类边

界不清。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提出了诸多算

法。从网格划分的角度研究，提出了如 ＭＡＦＩＡ、ＧＤＣＡＰ［１０］、
ＧＣＯＤ［１１］和ＣＧＤＣＰ［８］等算法，这类算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单纯网格划分后可能出现的类边缘划分不准的情况，但无法确

定边缘网格内数据点的归属；从预设阈值角度研究聚类边界点

归属问题，如 ＯｐｔＣＬＩＱＵＥ聚类［１２］、ＧＤＤＥＡ［１３］等算法，这类算
法通过边界点的阈值函数解决边界点归属问题，但其聚类的精

度对边界点的阈值非常敏感。此外，基于密度聚类的方法均在

一定程度上受密度参数的影响，或者说边界部分的识别对密度

参数是敏感的，因此其聚类边界的识别是有限的。

结合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的特点，本文从聚

类的角度提出子空间边缘检测算法，以确定子空间边缘重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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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归属，解决高维数据聚类边界不清的问题。

"

　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
分析

　　如图１所示，对象—属性子空间重叠区域Ｃ是既是子空间
Ａ的边缘区域，又属于子空间 Ｂ的边缘区域，即子空间 Ａ和子
空间Ｂ边缘交叉重叠区域，Ａ∩Ｂ＝Ｃ。这部分重叠区域Ｃ应属
于子空间Ａ还是Ｂ，或者说Ｃ的归属问题直接关系到子空间Ａ
和Ｂ的构成，不仅影响到它们的质量，而且对最终数据挖掘的
结果也会产生影响。如对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

运行相关的数据挖掘算法时，该重叠区域 Ｃ中的数据至少被
扫描两次：作为子空间 Ａ的边缘被扫描一次，而作为子空间 Ｂ
的边缘同样被扫描一次，这样直接增加了该高维数据挖掘算法

的复杂度。由于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分布的数

据点是稀疏的，如果出现该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内分布全为０
的数据点现象，如图２所示，即Ｃ＝Ａ∩Ｂ，且Ｃ＝｛０，０；０，０｝，重
叠区域Ｃ中没有非零数据点分布。考虑到对象的这些零值属
性对最终挖掘结果基本没有影响，因此这种情况不在本文的研

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本文研究的是子空间重叠区域内有非零

数据点分布的情况。

)

　基于内聚度和分离度的子空间边缘检测算法

综上所述，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之间的重叠

区域会直接影响相邻子空间的组成，因此将影响子空间的质

量。本文从聚类的角度提出针对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

子空间边缘检测算法，以解决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归属问题，

实现对象—属性子空间的相对独立，提高子空间质量，从而改

善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预处理效果，并为最终提高数据挖

掘的质量奠定基础。

如图１所示的子空间Ａ与Ｂ的边缘重叠区域Ｃ，本文将其
看做一个特殊的子空间进行研究，因此，确定子空间边缘重叠

区域 Ｃ的归属问题就转换为对象—属性子空间 Ｃ的聚类
问题。

)


!

　算法思想

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原理，设某一物体的受力分析如图３所
示，由力学知识可知Ｆ＝Ｆ１＋Ｆ２，而物体合力Ｆ′＝Ｆ－Ｆ３，假设
物体的运动轨迹是圆周时，则 Ｆ即为向心力，而 Ｆ３则为离心
力。该物体的运动轨迹取决于物体所受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

对大小，即合力的大小。如果Ｆ′＞０（Ｆ＞Ｆ３），即受到的向心力
大于离心力，则物体继续做圆周运动；若 Ｆ′＜０（Ｆ＜Ｆ３），所受
到的向心力小于离心力，则物体做离心运动。

聚类中的内聚度与物理学中的向心力具有相似性，分离度

则与离心力相仿。受牛顿第二定律思想的启发，本文提出具有

稀疏特征对象—属性子空间边缘检测算法（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ｓｕｂｓｐａｃｅｅｄｇ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ＡＳＥＤＡ）来研究子空间边缘
重叠区域的归属问题，因此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应归属到哪个

相邻子空间取决于归属后的子空间内聚度与分离度的相对

大小。

)


"

　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划分策略

结合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形状为矩形的特

点，将相邻子空间沿重叠区域部分边界进一步细分。如图４所
示，将重叠区域Ｃ沿相邻子空间Ａ和Ｂ分别细分为Ａ１和Ａ２、Ｂ１
和Ｂ２。

)


)

　
K$@&L$

ＯＡＳＥＤＡ基于 Ｋｍｅａｎｓ，从子空间内部紧凑度与子空间之
间差异度的角度研究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归属问题。本文首

先设计计算重叠区域 Ｃ的归属系数的目标函数，并结合对象
属性的权重关系优化目标函数，其值作为相似度（归属度）。

具体步骤如下。

通过二阶段联合聚类ＭＴＰＣＣＡ完成对象—属性子空间的
识别，其实质是对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据的预处理，识别出

的子空间仍然具有稀疏特征。其中央为数据密集区，且密度沿

中央向边缘部分递减，边缘重叠区域内分布的数据点可能更加

稀疏，即边缘重叠区域内分布的非零数据点数目很小。

当前对于权重的研究主要分为模糊函数、信息熵两类。本

文利用模糊函数来研究属性的权重［１４，１５］。

定义１　重叠区域归属系数 γ为交叉重叠区域与相邻对
象—属性子空间之间的相似度。

归属系数γ越大，相似度越大，则认为该交叉重叠区域应
与其对象—属性子空间聚为一类。

归属系数γ：重叠区域的归属系数即是该区域与子空间相
似度。

根据Ｋｍｅａｎｓ思想，γ越大的两个区域聚为一类。其计算
公式为

γ＝ １
Ｊ（Ｘ，Ｃ，Ｗ） （１）

其中：Ｘ为子空间Ａ或Ｂ；Ｃ是子空间Ａ和Ｂ之间的重叠区域；
Ｗ为熵权重系数。故有

γ１＝
１

Ｊ（Ａ，Ｃ，Ｗ１）
，γ２＝

１
Ｊ（Ｂ，Ｃ，Ｗ２）

如果γ１＞γ２，则ＡＣ；即重叠区域Ｃ与子空间 Ａ更相似，
故重叠区域Ｃ应与子空间 Ａ合并，或者说重叠区域 Ｃ应归属
到子空间Ａ；否则ＢＣ，重叠区域Ｃ归属子空间Ｂ。

重叠区域的归属系数计算包括子空间的内部紧凑度和子空

间之间的分离度两部分。Ｋｍｅａｎｓ［１６］是一种ＥＭ型算法［１７］，它

在迭代过程中不断更新数据集的划分，用于优化以下目标函数：

Ｒ０（Ｃ，Ｖ）＝∑
Ｋ

ｋ＝１
　∑
ｘ∽ｉ∈Ｃｋ

‖ 槇ｘｉ－槇ｖｋ‖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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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ｍｅａｎｓ在全空间搜索数据集的最优划分，记号 槇ｘｉ、槇ｖｋ分别
表示全空间中的第ｉ个数据点和ｋ个划分的中心，‖·‖表示
Ｌ２范数。
１）子空间内紧凑度的计算
ａ）将对象—属性空间沿重叠区域划分子空间，得对象—

属性子空间Ａ、Ｂ和Ｃ，如图４所示，则Ａ＝Ａ１∪Ａ２，Ｂ＝Ｂ１∪Ｂ２，
Ａ∩Ｃ＝，Ｂ∩Ｃ＝，Ａ∩Ｂ＝。

ｂ）根据借鉴 Ｈｕａｎｇ等人［１８］提出的软子空间聚类 ＦＷＫＭ
算法中的内紧凑度计算思想，则子空间的内紧凑度计算方法

为：设Ａ′＝Ａ∪Ｃ，则子空间 Ａ′的数据空间 ＤＢ＝｛Ｘ１，Ｘ２，…，
ＸＮ｝，其中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Ｄ｝，Ｘｉ为Ｄ（Ｄ＞１）维数据空间的
第ｉ个数据点（ｉ＝１，２，…，Ｎ）。Ｎ（Ｎ＞１）表示数据点数目，
Ｋ（Ｋ＞１）是给定的簇数目，本文取Ｋ＝２。

Ｊ（Ｃ，Ｖ，Ｗ）＝∑
Ｋ

ｋ＝１
∑
Ｄ

ｊ＝１
ｗβｋｊ∑ｘｉ∈Ｃｋ

（ｘｉｊ－ｖｋｊ）２ （３）

ｓ．ｔ．　ｕｉｊ∈｛０，１｝，∑
Ｃ

ｉ＝１
ｕｉｊ＝１，０≤ｗｉｊ≤１，∑

Ｄ

ｋ＝１
ｗτｉｋ＝１

其中：ｗｋ＝〈ｗｋ１，ｗｋ２，…，ｗｋＤ〉和 ｖｉ＝〈ｖｋ１，ｖｋ２，…，ｖｋＤ〉分别表示

Ｃｋ的维度权值和簇中心向量，且∑
Ｄ

ｊ＝１
ｗｋｊ＝１（ｋ＝１，２，…，Ｋ）；Ｖ＝

｛ｖｋｊ｝ｋ×Ｄ和Ｗ＝｛ｗｋｊ｝ｋ×Ｄ是两个矩阵；β为用户定义的加权参
数，其作用是调节权值的影响力。

２）簇间分离度计算
如图４所示Ｃ∩Ｂ＝，为了计算子空间Ｃ与Ｂ的分离度，

设Ｂ′＝Ｂ∪Ｃ，Ｃ＝２。这样样本空间由原子空间Ａ、Ｂ和Ｃ变成
子空间Ａ′和Ｂ′，相应地，样本数据发生了变化，对应的 Ｎ和 Ｄ
都变为Ｎ′和Ｄ′。

Ｊｓ＿ｆｗ＝∑
Ｃ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ｍｉｊ）∑

Ｄ′

ｋ＝１
ｗτ′ｉｋ（ｖｉｋ－ｖＯｋ）２ （４）

ｖ０＝
（∑
Ｎ

ｊ＝１
Ｘｊ）

Ｎ

ｓ．ｔ．　ｕ′ｉｊ∈｛０，１｝，∑
Ｃ

ｉ＝１
ｕ′ｉｊ＝１，０≤ｗ′ｉｊ≤１，∑

Ｄ

ｋ＝１
ｗτ′ｉｋ＝１

３）结合对象属性权重构造目标函数
根据ＥＭ的原理，常用的解决办法是将基于 Ｗ和 Ｖ的局

部最优转换为解决目标函数 Ｊ的最优化。结合式（２）和（３），
为计算Ｗ和Ｖ的局部最优值，在 Ｊ的基础上引入 Ｗｉｊ和 Ｗ

′
ｉｊ的

约束条件构造拉格朗日优化函数Ｊ：

Ｊ（Ｃ，Ｖ，Ｗ，Ｕ，Ｗ′）＝∑
Ｋ

ｋ＝１
∑
Ｄ

ｊ＝１
ｗβｋｊ∑ｘｉ∈Ｃｋ

（ｘｉｊ－ｖｋｊ）２＿

∑
Ｃ

ｉ＝１
（∑
Ｎ′

ｊ＝１
ｕｍｉｊ）∑

Ｄ′

ｋ＝１
ｗτ′ｉｋ ｖｉｋ－

∑
Ｎ

ｊ＝１
Ｘ( )ｊ








Ｎ

２

＋

λ１∑
Ｎ′

ｊ＝１
（∑
Ｃ

ｉ＝１
ｕｉｊ－１）＋λ２∑

Ｃ

ｉ＝１
（∑
Ｄ

ｋ＝１
ｗτｉｋ－１）＋

λ３∑
Ｃ

ｉ＝１
（∑
Ｄ

ｋ＝１
ｗτ′ｉｋ－１） （５）

其中，λ１、λ２、λ３为拉格朗日乘子。
Ｊ
ｗｉｊ
＝０，Ｊ
ｖｉｊ
＝０，Ｊ
ｗ′ｉｊ
＝０

ｖｋｊ＝
１
｜Ｃｋ｜

∑
ｎ

ｘｉ∈Ｃｋ
ｘｉｊ

Ｗｋｊ＝ ∑
ｎ

ｌ＝１
Ｘｉ

∑
ｎ

ｘｉ∈Ｃｋ
（ｘｉｊ－ｖｋｊ）２

∑
ｎ

ｘｉ∈Ｃｋ
（ｘｉｌ－ｖｋ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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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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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计算γ２时，内紧凑度Ｂ′＝Ｂ∪Ｃ，分离度Ａ′＝Ａ∪Ｃ。

)


)


!

　算法步骤
以上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ａ）建立对象—属性二维表，根据实际对象的取值情况预
设对象属性取值的阈值为 ｂ，并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原对
象—属性稀疏二维表。

ｂ）由对象—属性稀疏二维表建立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
属性空间。

ｃ）运用二阶段联合聚类算法完成对象—属性子空间的识
别，并判断识别出的子空间边缘是否存在重叠区域，如果有，则

进行步骤ｄ）。
ｄ）判断对象—属性子空间边缘的重叠区域内分布的对象

其属性取值情况，如果其属性取值不完全为０，则进行步骤ｅ），
否则算法结束。

ｅ）根据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划分策略，将相邻子空间 Ａ
和Ｂ沿重叠区域Ｃ分块，如图４所示，则 Ａ＝Ａ１∪Ａ２，Ｂ＝Ｂ１∪
Ｂ２，Ａ∩Ｂ＝Ｃ。

ｆ）分别计算边缘重叠区域 Ｃ的归属系数 γ１和 γ２值。根
据式（４）分到计算边缘重叠区域 Ｃ的归属系数值。如果 γ１＞
γ２，则ＣＢ，子空间Ｃ应与子空间Ａ合并，Ｃ归属到子空间Ａ；
否则ＣＢ，Ｃ归属到子空间Ｂ。
)


)


"

　算法时间复杂度分析
算法ＯＡＳＥＤＡ时间复杂度可以表示为：Ｔ＝Ｏ（ｎｍｋ）。其

中：ｎ为具有稀疏特征的对象—属性子空间中数据集所含的对
象个数；ｍ为描述对象的属性数目；ｋ为与边缘重叠区域相邻
的子空间数目。

*

　算例分析

假设有８个客户对象，记为Ｏｉ（ｉ∈｛１，２，…，８｝）。描述每

个对象的属性有１０个，分别为该对象对１０种产品的订购量，
记为Ａｊ（ｊ∈｛１，２，…，１０｝，如表１所示。现在需要根据这８个
客户对１０种产品订购的情况进行对象维和属性维的预处理，
识别其中的对象—属性子空间。

表１　８个客户对１０种产品的订购量

客户 产品１ 产品２ 产品３ 产品４ 产品５ 产品６ 产品７ 产品８ 产品９产品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０ ０ ０ ０

２ ０ １８０ ０ ２６０ ９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０

３ １５０ ０ ３６０ ３００ ０ ５００ ７０ ０ １６０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８０ ０ ３５０

５ ０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２０ ０ ６０ ５６０ ０ ３００ ４２０

６ ３２０ ０ ０ ２８０ ６００ ０ ０ ０ ２７０ ０

７ 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０ ４８０ ５００ １２０ ０ ４５０

８ ４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８０ ０ ０ ３８０

　　ａ）对表１进行归一化处理，使所有对象的属性取值在［０，
１］区间。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８个客户对１０种产品的订购量归一化

客户 产品１ 产品２ 产品３ 产品４ 产品５ 产品６ 产品７ 产品８ 产品９产品１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 ０ ０ ０

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６ ０．０９ ０ ０ ０ ０ ０．１８

３ ０．１５ ０ ０．３６ ０．３ ０ ０．５ ０．０７ ０ ０．１６ ０

４ ０ ０ ０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５

５ ０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２ ０ ０．０６ ０．５６ ０ ０．３ ０．４２

６ ０．３２ ０ ０ ０．２８ ０．６ ０ ０ ０ ０．２７ ０

７ ０ ０．５ ０．３５ ０．３５ ０ ０．４８ ０．５ ０．１２ ０ ０．４５

８ ０．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 ０．３８

　　ｂ）设稀疏判断阈值ｂｊ＝０．２，对表２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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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稀疏特征表，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８个客户订购１０种产品的稀疏特征值表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Ａ６ Ａ７ Ａ８ Ａ９ Ａ１０
Ｏ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Ｏ２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Ｏ３ ０ ０ １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Ｏ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Ｏ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
Ｏ６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Ｏ７ ０ １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Ｏ８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ｃ）根据８个客户对１０种产品订购情况的稀疏特征表，得
到对象—属性空间图，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８×１０对象—属性空间

ｄ）运用二阶段协同聚类算法对对象—属性空间进行聚类
分割，获得的高维稀疏对象—属性子空间，如图６所示，即对
象—属性子空间Ａ和Ｂ，且 Ｃ＝Ａ∩Ｂ，即对象—属性子空间的
重叠区域Ｃ。

ｅ）基于ＯＡＳＥＤＡ思想，根据式（５）计算。将交叉重叠区域
Ｃ作为一个独立区域研究，由图６可得其中数据点的分布，令

Ｐ＝Ａ－Ｃ＝
（１，５），（２，５），（２，６），（３，４），（３，５），
（３，６），（３，８），（４，５），（４，６），（５，７{ }）
Ｃ＝｛（５，５），（６，４）｝

Ｑ＝Ｂ－Ｃ＝
（５，２），（５，３），（６，２），（７，３），（７，４），
（８，１），（８，２），（８，３），（８，５），（９，４{ }）

设区域Ｐ和Ｑ的中点分别为Ｏ１和Ｏ２，则Ｏ１＝（３，５．６），
Ｏ２＝（７．１，２．９），设权值的取值为

ｗ１＝ｗ２＝…＝ｗ１０＝０．１
ｗ１′＝ｗ２′＝…＝ｗ１０′＝０．１
所以Ｊ１＝１．５９２，Ｊ２＝１．１２４
因为γ＝１／Ｊ
所以γ１＜γ２，ＢＣ

即交叉重叠区域Ｃ应归属到相邻子空间 Ｂ。算例中由于 ｙ１＜
ｙ２，因此 ＣＢ，如图７所示。因此，原对象—属性空间识别出
的子空间分别为Ｂ、Ａ１、Ａ２和Ａ３。

+

　实验及结果分析

某钢铁销售公司某产品有 ２６个客户对象，记为 Ｏｉ（ｉ∈

｛１，２，…，２６｝），该产品有４５种型号，即描述每个对象的属性
有４５个，记为Ａｊ（ｊ∈｛１，２，…，４５｝），２６个客户订购这４５种产
品的数量如表４所示，其对应的对象—属性空间图如图８所
示。现需要对该对象—属性空间进行数据预处理。

表４　２６个客户订购４５种产品的数量
对象

序号
取值为１的属性序号集

对象

序号
取值为１的属性序号集

１
２，３，４，６，１２，２３，２５，２６，３０，
３２，４５

１４ ５，１９，２４，３１，３３，３８，４１

２ ５，１６，１９，２４，２７，３３，３８，４４ １５ ８，１０，１５，１８，２９，３５，３７

３
４，６，７，１３，１５，２５，２６，２８，３５，
４５

１６ ２，４，６，７，１２，１５，２３，２８，３０，３２

４ １，３，９，１０，１５，２２，２９，３７ １７ １０，１３，１５，１７，３６，４０，４３

５ ３，８，９，１８，２２，３４，３５，３７，４２ １８ ９，１５，１８，２２，３４，３５，４２

６ １１，１６，２１，２７，３１，３３，３８，４１ １９ １１，１６，２１，２４，２７，３１，４１，４４

７ ５，１１，１９，２１，２４，３１，３８，４４ ２０ １，３，８，１０，２２，２９，３４，３５，３７

８
１，３，８，９，１０，１５，１８，２２，２９，
３４，３５，３７，４２

２１ ５，１１，１９，２４，３１，３３，４１，４４

９ １，９，１０，１５，２２，２９，３４，３５，４２ ２２
２，３，６，１２，１３，１５，２５，２６，２８，
３５

１０ １，８，１０，１５，１８，２９，３７，４２ ２３
２，３，６，１２，２３，２５，２８，３０，３２，
３５，４５

１１
１１，１９，２１，２４，２７，３３，３８，４１，
４４

２４ ４，８，１６，１８，２３，３８，３９，４２，

１２
３，４，６，１２，１５，２３，２５，２６，３２，
３５，４５

２５
４，７，１２，１３，１５，２３，２６，３０，３２，
３５，４５

１３
２，４，７，１２，１３，２５，２６，２８，３０，
３２，４５

２６ ４，７，１２，１５，２３，２６，３０，３２，３５

　　运用二阶段联合聚类ＭＴＰＣＣＡ算法识别出的子空间如图
９所示。其中子空间Ａ和Ｂ边缘存在重叠区域Ｃ。

将子空间边缘重叠区域Ｃ作为一个独立对象，运用ＯＡＳＥ
ＤＡ研究其归属问题，计算对应的归属系数 γ１和 γ２。由于
γ１＜γ２，因此ＣＢ，即重叠区域 Ｃ应合并到子空间 Ｂ，如图１０
所示。ＯＡＳＥＤＡ解决了重叠区域Ｃ的归属问题，不仅提高了相
邻子空间Ａ和Ｂ的质量，而且提高了具有稀疏特征的高维数
据预处理的效果。

J

　结束语

本文针对具有稀疏特征对象—属性子空间边缘存在重叠

区域现象进行了研究，基于经典Ｋｍｅａｎｓ （下转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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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检测到两个正弦信号；从图２（ｄ）中可以看出，在窄高斯
窗下很清晰地检测到了脉冲信号，但不能清晰地检测到两个正

弦信号；由图２（ｅ）可以明显地看出，使用本文提出的多高斯窗
进行检测，在多高斯窗下的 Ｇａｂｏｒ能清晰地检测到脉冲信号，
同时也能清晰地分辨出两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图２（ｆ）是
文献［２］中算法在宽高斯窗下的 Ｇａｂｏｒ频谱图，虽然检测到了
正弦信号，但时频平面上并不平坦；图２（ｇ）是文献［２］中算法
在窄高斯窗下的Ｇａｂｏｒ频谱图，虽然检测到了脉冲信号，但是
频谱两边粘滞不清；图２（ｈ）是文献［２］中算法在多高斯窗下
的Ｇａｂｏｒ频谱图，虽然检测到正弦信号和脉冲信号，但是时频
面上有其他频谱出现，而且不清晰。

*

　结束语

针对传统的单窗复值离散 Ｇａｂｏｒ变换具有固定的时频分
辨率，文献［２］给出了基于框架的多 Ｇａｂｏｒ变换算法复杂度较
高。本文在多Ｇａｂｏｒ变换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基于辅助双正
交分析法的实值离散Ｇａｂｏｒ变换及其快速算法，该算法相比文
献［２］算法减小了计算量。仿真实验证明提出的算法能明显
改善传统Ｇａｂｏｒ变换的时频分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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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２页）算法提出了确定该重叠区域归属的判别ＯＡＳＥ
ＤＡ，并设计了归属判断的目标函数。由于对象—属性子空间
边缘重叠区域与各个相邻子空间均有一定的从属关系，本文在

确定其归属时，不仅考虑了最小化子空间的内紧凑度，而且还

考虑了子空间之间的分离度。最后通过算例验证了该方法的

有效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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