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1 卷第 3 期                             电  子  与  信  息  学  报                               Vol.31No.3 
2009 年 3 月                       Journal of Electronics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2009 

一种基于随机游动的聚类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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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提出一种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并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数据聚类算法。在此算法中，数据

集中的样本点根据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生成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其中每个样本点对应图G 的一个顶点，并且

假设每个顶点为可以在空间中移动的 Agent。随后计算每个顶点向其邻集中顶点转移的概率，在随机选定邻集中的

一个顶点作为转移方向后，移动一个单位距离。在所有样本点不断随机游动的过程中，同类的样本点就会逐渐的聚

集到一起，而不同类的样本点相互远离， 后使得聚类自动形成。实验结果表明，基于随机游动的聚类算法能使样

本点合理有效地被聚类，同时，与其他算法对比也说明了此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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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andom Walk Based Clustering Algorithm 

Li Qiang    He Yan    Jiang Jing-ping 
(Colleg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modified model of random walk is proposed, and then a clustering algorithm is developed 
based on this model. In the algorithm, at first a weighted and undirected graph ( , , )G V E d  is constructed among 
data points in a dataset according to the model, where each data point corresponds to a vertex in the graph, and 
is regarded as an agent who can move randomly in space. Next, the transition probabilities of data points are 
computed, and then each data point chooses a neighbor randomly in its neighborhood as a transition direction and 
takes a step to it. As all data points walk in space at random repeatedly, the data points that belong to the same 
class are located at a same position, whereas those that belong to different classes are away from one another. 
Consequent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ata points in datasets are clustered reasonably and 
efficiently. Moreover,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algorithms also provides an indic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lgorithm. 
Key words: Data clustering; Random walk; Unsupervised learning 

1  引言  

数据聚类是模式识别领域内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回顾

聚类算法的发展，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即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要聚类或分类的样本点都是固定不动的，人们

设计各种算法去找到复杂的聚类或分类平面。然而，近年来，

一些研究者提出，为什么样本点不能像 Agent 一样，可以自

己根据一些规则，在空间中自由移动而自动聚集到一起呢？

因此，研究者根据他们的新思想，开发出一些令人兴奋的新

的聚类算法 [1 3]− 。这些革新的聚类算法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样本点本身可以根据一些规则或定律在空间中移动，

从而自动实现数据聚类。 

近十年来，随机游动在计算机，物理，生物等领域都有

广泛的应用，然而，随机游动在模式识别领域的应用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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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例如，Yen 等[4]研究了一种基于随机游动的新的距离

度量，并将其应用到经典的 K-means 聚类算法中。Harel 

等[5]提出一种基于有权图上随机游动的决定性探索算法，它

利用一个分割算符(separating operators)聚类空间数据。

Erkan 等[6]将 Harel 的随机游动模型推广到有向图的情况，

并给出一个基于语言模型的文件聚类算法，作为这一模型的

应用实例。 

这些算法都是建立在经典随机游动模型上的，与他们的

算法不同，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并基于此模

型提出一种数据聚类算法。在本文的算法中，数据集中的样

本点(图的顶点)被看作是可以在空间中随机游动的 Agent。

根据一些随机游动的规则，每一时刻，所有的样本点随机选

择向它的一个邻居的方向移动一个单位距离 u ，所以图的

大小和形状都是随时间变化的。在样本点不断移动的过程

中，同类的样本点就会逐渐地聚集到一起，而不同类的样本

点相互远离，从而使得聚类自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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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随机游动模型 

2.1 图上的随机游动 

图 ( , , )G V E ω 是一个有n 个顶点，m 条边的有权无向图，

其中V 是顶点集，E 是边集， :V Vω × → 是连接权函数。

进一步假设有一个粒子A ，初始时在图G 上的顶点 0v 处，

ijp 表示粒子A 向它的一个邻居移动的转移概率，其计算公

式如下[7]： 

其他

/ ,   ( )

0,         
ij i

ij

j i
p

ω ω Γ⎧ ∈⎪⎪⎪= ⎨⎪⎪⎪⎩
             (1) 

iω 为邻集权重之和，即
( )i ijj iΓ

ω ω
∈

=∑ 。 

如果粒子A 以概率 ijp 从顶点 iv 游动到顶点 jv ，并不断

重复这一过程，那么被粒子A 访问过的顶点就组成了一个随

机序列 ,  0,1,2,nX n = 。 

定义 1[7]  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ω 上的随机游动为一随

机序列： 0 1, , , ,nX X X ，其中 nX 表示粒子在n 时刻的位

置。并且，如果粒子在n 时刻位于顶点 iv ，那么下一时刻位

于顶点 jv 的概率为 ijp 。 

2.2 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 

对于任意数据集 { }1 2, , , nS = X X X ，初始时，样本点

间并无边的连接关系。因此，首先要定义一个连接权(距离)

函数 :d V V× → ，计算出所有点间的权重(距离)，然后

设定一个 大感知距离R 。如果两样本点间的距离小于R ，

那么就在这两个样本点间添加一条边 ( , )e i j 。当所有样本点

都按此方法添加边之后，就产生一个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 

定义 2  数据集 { }1 2, , , nS = X X X 中的所有样本点，

生成的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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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每个样本点 iX 对应图G 中的一个顶点 iv ， ( )iΓ 为顶

点 iv 的邻集。 

在经典的图上随机游动中，图本身的连接关系、权重等

是固定不变的，通过放入一个外加的粒子，在图上根据转移

概率进行游动。然而，在本文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中，所有

顶点(样本点)都被考虑为可以移动的 Agent。这样，随着各

顶点(Agent)的移动，在样本点生成的图G 中，顶点的位置、

连接关系、权重等都是随时间变化的。另外，在经典的图上

随机游动中，粒子的转移概率只是权重 ijω 的函数。而在改

进的随机游动模型中，顶点 iv 向顶点 jv 方向转移的概率，不

仅与权重 ( ),d i j 有关，而且还与顶点 jv 的连接密度 ijL 有关。 

定义 3  ( )( , ), ( , ) , , ,i ie i j e i k E v V j k iΓ∀ ∈ ∈ ∈ ，顶点 jv

的连接密度 ijL 为 

( )( ){ }| ( , ), , , ,ijL l l e i j e i k j i k iα= = ∠ < ∠ ≠ ≠    (3) 

这里， ( )( )( , ), ,e i j e i k∠ 表示边 ( , )e i j 和 ( , )e i k 的夹角，符号 i

表示集合的势。 

图G 中的每个顶点 iv ，可以选择向它邻集 ( )iΓ 中任何

邻居顶点的方向移动。初始时，顶点 iv 到自身的距离

( , ) 0d i i = ，根据定义 2，那么它本身也包含在其邻集 ( )iΓ 中，

所以顶点 iv 也可以向它自己的方向转移。这样，为保证顶点

iv 向自身的转移概率不为零，我们必须重新定义顶点 iv 到自

身的距离 ( , )d i i 。 

定义 4  iv V∀ ∈ ，顶点 iv 到自己的距离为 

( )( ),
( , ) ( , )// ( ) 1

j i j i
d i i d i j i

Γ
Γ

∈ ≠
= −∑        (4) 

在定义了顶点到自身的距离之后，顶点 iv 向其邻集中的

邻居顶点转移的概率 ijp ，就可以根据下面的定义计算出来。 

定义 5  , , ( , ) , ( , )i j i iv v V e i j E d i j D∀ ∈ ∈ ∈ ，令 

( , )

/ ( , ),   ( , )

0,              

i
i ije i j E

ij

ij

Y Y

L d i j d i j R
Y

∈
⎫⎪= ⎪⎪⎪⎪⎧ <⎪ ⎬⎪⎪ ⎪= ⎪⎨ ⎪⎪ ⎪⎪ ⎪⎪⎩ ⎭

∑

其他

          (5) 

那么，顶点 iv 向其邻集 ( )iΓ 中的顶点转移的概率为 
(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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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所以，转移概率矩阵 ,( )ij i j Vp ∈=P 。 

顶点 iv 的游动方向由一个事件组EVE {eve | 1,i ij j= =  

( ), ,  }i ih h iΓ= 决定，事件组中的每一个事件 eveij 对应

一个可转移的方向。对于顶点 iv ，每一时刻，事件组EVEi 中

有且只有一个事件发生，用 ( )EVE evei ijB = 表示事件组中

对应顶点 jv 的事件发生， ( )B i 是一个事件产生函数。值得注

意的是，顶点 iv 并不是一步直接转移到顶点 jv 的位置，而只

是向顶点 jv 的方向移动一个单位距离 iu 。并且，如果两顶

点间的距离 ( , )d i j β< ， β 为一个防止两顶点碰撞的阈值，

或得到的事件为 (EVE ) evei iiB = ，即向自身转移，那么顶

点 iv 将留在原地不动。当所有顶点均完成一次转移之后，顶

点的位置将全部被更新。 

定义 6  对于 , , ( , ) , ( , ) , (EVE )i j i i iv v V e i j E d i j D B∀ ∈ ∈ ∈   
eveij= ，顶点 iv 的位置按如下公式更新：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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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样本点更新自己的位置以后，模型的一次迭代完成。 

3  基于随机游动的聚类算法 

假设一个未标记的数据集 { }1 2, , , nS = X X X ，每个样

本点有 p 个属性。在基于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的聚类算法

中，数据集中的每个样本点被考虑为一个可在整个空间中移

动的 Agent，并分别对应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中的一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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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3.1 算法描述 

(1)设定 大感知距离R ，防止碰撞阈值 β 和转移步长

iu ； 

(2)选择相似度(距离)函数，计算数据集中样本点的相似

度矩阵D ，合并小于碰撞阈值 β 的点； 

(3)根据定义 2，确定每个顶点 iv 的邻集 ( )iΓ ； 

(4)按定义 5，计算每个顶点 iv 向其邻集 ( )iΓ 中的所有顶

点方向转移的概率 ijp ； 

(5)掷一个有 ( )ih iΓ= 面的有偏骰子，以此作为事件产

生函数 (EVE )iB ，决定顶点 iv 的方向转移； 

(6)如果顶点 iv 与被选定的顶点 jv 间的距离 ( , )d i j β< ，

或 (EVE ) evei iiB = ，那么顶点 iv 的坐标不进行更新。否则，

按定义 6 更新顶点坐标； 

(7)按更新后的顶点坐标，重新计算相似度矩阵D ； 

(8)转回第(3)步。 

3.2 算法分析 

在我们的算法中， 大感知距离R 的值，由相似度矩阵

D 的上三角( ΔD )或下三角( ΔD )部分的均值和中位数之差

dif mean( ) median( )Δ Δ= −D D 来计算。如果 dif 的值很小，

说明类间距离很小，那么R 就需要取一个比较小的值。而当

dif 的值较大时，说明类间距离相对较大，或是样本点的分

布比较稀疏，那么R 就要取一个相对大的值。对于同一个数

据集，R 的值也部分决定了聚类类数的多少。一般来说，随

着R 的增大，聚类的类数减少。因此，可根据实际要求，通

过调整R 的值，得到不同的聚类类数。 

另外，顶点 iv 的转移概率 ijp ，不仅与它到各顶点的距

离 ( , )d i j 有关，还与定义 3 中的连接密度 ijL 有关。连接密度

ijL 的值，说明了在边 ( ),e i j 的周围邻边的条数，即以边

( ),e i j 为 α∠ 的角平分线，落入此范围内的边 ( ),e i k 的条数，

( ),k i k iΓ∈ ≠ 。这样就克服了只使用距离值来计算转移概

率时，如果两点的距离近，那么转移概率就高的缺点。另一

方面，当顶点 iv 与顶点 jv 的距离 ( , )d i j β< ，或 (EVE )iB  

eveii= 时，即使选中此方向，顶点 iv 也不向此方向转移。

这就使得相互靠近的顶点，仍有分离的可能，从而避免顶点

过早地聚集到一起。 

顶点 iv 的转移方向由一个事件产生函数 (EVE )iB 来确

定。在算法中，我们通过掷一个有 ( )ih iΓ= 面的有偏骰子

来决定，骰子的每一面对应事件集EVEi 中的一个事件。并

且，骰子是有偏的，这是因为向邻集中的每个顶点的转移概

率是不同的。这样，顶点就不会总是向概率 大的顶点方向

转移，从而有可能使得聚类结果跳出局部 优。另外，顶点

并不是一步就转移到另一个顶点，而只是向这个顶点的方向

游动一步 iu ，这就增大了样本点对解空间的探索范围。样

本点在每步转移以后，自己在样本空间的位置，以及与邻居

点的位置关系都发生变化。因此，它受到的局域作用必然发

生变化，从而导致样本点的行为比静态时复杂得多，一些好

的结果也在此过程中自然得到。 

3.3 参数的影响 

算法中的步长 iu 决定了顶点每一次转移的长度。我们

从 UCI 数据库[8]中选择了 4 个数据集：Soybean，Iris，Wine

和 Breast 作为实验数据集， iu 分别取 0.1,0.2,0.3 ，来观察

iu 的变化对数据聚类正确率的影响。在 iu 取定一个值后，

分别在每个数据集上，独立运行此算法 20 次，然后将得到

的聚类正确率(见第 4 节定义 7)按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所

有结果如图 1 所示。 

 

图 1 iu 变化对聚类正确率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随着 iu 的增大，算法的聚类正确率

略有下降的趋势。步长 iu 的增大，使得顶点每次转移后，

位置坐标的变化随之增大。而一般来说，数据集内样本点间

的距离相对较小，一个较大的 iu 值，会造成某些边界上的

样本点向其他类转移后，再回到本类的机会减小。而如果步

长 iu 取一个相对小的值，即使这个顶点向其他类转移了一

步或几步，但其坐标的变化相对较小，这就使得此顶点还有

较大机会转移回本类。另一方面，大的 iu 值，会使数据集

聚类速度加快，但从上一节的分析可知，这也同时降低了由

顶点转移而产生的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的变化，从而减小

了对解空间搜索的范围。因此，在兼顾聚类速度的基础上，

尽可能选择小一些的 iu 值。 

4  实验 

为测试算法，我们从 UCI 数据库[8]中选择 4 个数据集：

Soybean，Iris，Wine 和 Breast cancer Wisconsin，并在所

有数据集上完成实验。对于 Breast 数据集中丢失的属性，用

一个随机数替换。 

在所有实验中，数据集中的样本点被看作是图

( , , )G V E d 的顶点，顶点的初始位置从原始数据集中直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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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 大感知距离R ，根据各数据集 dif 的大小设定。由

3.3 节的分析知，步长 iu 应取一个相对小的值，以得到更高

的聚类正确率，所以实验中令 0.1iu = 。数据集中样本点

间的相似度，由改进的高斯距离函数 ( , )=exp(|| ||i jd i j −X X  
2/2 )σ 得到，因为它克服了欧氏距离在两样本点非常相似时，

函数值过小的缺点。改进的高斯距离 小值为 1，给计算带

来许多方便。聚类算法结束后，将此算法得到的结果用聚类

正确率的形式来表示： 

定义7[6]  令 clusteri 为算法分配给数据集中样本点 iX

的类标签， ic 为样本点 iX 在数据集中的实际类标签。那么，

聚类正确率为 

( )( )

( )( )
( )

其他

1
accuracy map cluster ,

1,   map cluster
map cluster ,

0,  

n
i ii

i i
i i

c n

c
c

λ

λ

=
⎫⎪= ⎪⎪⎪⎪⎧⎪ = ⎬⎪⎪ ⎪= ⎪⎨ ⎪⎪ ⎪⎪ ⎪⎪⎩ ⎭

∑
    (8) 

其中映射函数 ( )map i 将算法得到的类标签集，映射到数据

集的实际类标签集。 

为说明算法的有效性，我们也与其它两种聚类算法

(DMVC[9]和 LDA-Km[10])在同一数据集上的结果作了简单

的比较。由于随机游动算法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将此算法独

立运行 20 次，表 1 中列出了这 20 次结果的均值与方差以及

得到的 好结果。 

表 1 算法聚类正确率比较 

算法 Soybean Iris Wine Breast 

随机游动 85.11±
4.84% 

89.8±
0.44% 

96.60±
0.69% 

95.89±
0.29% 

好结果 95.75% 90.67% 97.75% 96.57% 

DMVC 100％ 84% 95.5% 96.3％ 

LDA-Km 76.6％ 98% 82.6% — 

5  结论 

本文提出一种改进的随机游动模型，此模型首先定义由

数据集的样本点产生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的方法，然后通

过连接密度 ijL 和权重 ( ),d i j 计算每个顶点的转移概率， 后

利用事件产生函数 (EVE )iB ，确定顶点的转移方向，并给出

顶点的更新公式。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一种数据聚类

算法。算法中，数据集中的每个样本点对应有权无向图

( , , )G V E d 的一个顶点，而且样本点自身是可以移动的

Agent。在空间中，顶点 iv 根据转移概率选择其邻集中的一

个顶点 jv ，作为转移方向，并向这个顶点方向移动一个单位

距离 iu 。在所有样本点不断移动的过程中，同类的样本点

就会逐渐的聚集到一起，而不同类的样本点相互远离， 后

使得聚类自动形成。 

 

本文实验结果表明，此算法能够使样本点合理有效地被

聚类。同时，如果有一些关于样本点的先验知识，比如知道

类的大致形状，那么根据这些先验知识，可以有针对性地选

择相似度测量函数，从而得到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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