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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成为解决分类*回归

和其他统计学习问题的一种流行的技术'在实际

问题环境中$训练样本数据大多为在线环境下增量

提供$所以有必要对支持一类分类支持向量机设计

相应的增量式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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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出一个样本
?

$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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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逆矩阵的定义和假设
#

$可以很容易地得

出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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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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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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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种情形$其相应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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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入一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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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的调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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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反向移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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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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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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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收敛性分析

有限收敛性将确保一类增量式支持向量机算

法在有限步后收敛到问题的最优解'本文首先证

明了在调整过程中目标函数
*

是严格单调递减的

#定理
C

&%在此基础上$证明了一类增量式标准支

持向量机算法经过有限步迭代后$将收敛于相应问

题的最优解#定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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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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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类增量式支持向量机算法$经

过有限步迭代后$将收敛于相应问题的最优解'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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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文献(

C

)中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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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明$可知

该定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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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验证

本文基于
T9FW9K

实现了增量式一类支持

向量机算法'实验对可行性与有限收敛性的主要

结论分别做了验证$包括!#

#

&边缘支持向量集
;

P

不为空%#

$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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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存在逆矩阵%#

D

&向边缘支

持向量集
;

P

新加入#移出&一个样本
?

后$在紧接

着的调整中
?

不会反向移出#加入&边缘支持向量

集%#

!

&本文算法在有限步内能收敛到最优解'

所有实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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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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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机器上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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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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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使用的标准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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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名称 数据集的大小 属性集的大小

B*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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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5 D&# D!

!!

为了说明在本文算法学习中边缘支持向量集

;

P

不为空$矩阵
"

c

存在逆矩阵$以及向边缘支持向

量集
;

P

新加入#移出&一个样本
?

后$在紧接着的

调整中
?

不会反向移出#加入&边缘支持向量集$实

验在样本数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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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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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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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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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集和数据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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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5

数

据集上模拟增量式变化的数据集$分别尝试
$%%

次

学习$测试结果均验证了上述的结论'图
#

说明了

本文算法在不同训练数据大小情况下的平均迭代

次数$数据结果验证了算法的有限收敛性$尤其是

算法在高斯核下具有更快速的收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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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数据集上的平均迭代次数

>1

2

=#

!

945*,

2

5175*,71(+6(+N,7,6576

A

!

结束语

一类增量式支持向量机算法是一种精确的增

量式算法$在很多任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为

了更好地认识该算法$本文从理论和实验上较为全

面地分析了一类增量式支持向量机算法的可行性

与有限收敛性$实验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

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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