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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强的斥力阻止第二个权靠近 因此 考虑数据点的几何位置对权值调整的作用 能够提

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和聚类的准确性
。

据此
,

本文提出新算法
。

新算法

新算法的关键是如何确定数据点相对于类中心的位置
。

类中心附近的数据密度大
,

类边

缘区域的数据密度小
。

因此
,

新算法用数据点的密度来近似衡量数据点相对于类中心的位

置
。

数据点 、 的密度定义如下

生
‘‘“ 】了 一 、 】】

为半径
,

参数 是反映类的致密度的量
。

如果数据构成的类很致密
,

就取得小一些 如果类很疏

松
,

就取得大一些
。

也可以按下面方法简单计算数据点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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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密度

我们分别取数据集的类数 。 二
、 。 、 。

对于每个 值作 次实验 每次实
验中

,

随机初始化 个权矢量 二‘ , ,

⋯
, 。 数据输入的顺序也是随机的 记录每次实验

中 算法和新算法的聚类结果和收敛所需的迭代次数 全部数据输入一次按迭代一次

计算 实验结果如下

二 时
,

和新算法在 次实验中都得到正确的聚类结果 收敛时
,

新算法的

平均迭代次数为 次
,

算法的平均迭代次数为 次
。 时

,

算法只在 次实验中准确地确定了类数
,

得到正确的聚类结果 新
算法在 次实验中都准确地确定了数据的类数

,

得到正确的聚类结果 在两种算法同时得
到正确结果的 次实验中

,

新算法收敛速度快
,

见图

时
,

算法的性能有较大的降低
。

次实验中
,

正确确定类数的只

有 次
。

而新算法又都准确确定了数据类数
,

得到正确结果
。

在同样得到正确结果的 次
实验中

,

新算法的速度要大大快于 算法
,

见图
。



电 子 科 学 学 刊 卷

扮议
、

幻
厂二

加 ,

图 数据的分布和各节点权矢量的初始化位置

对于图 给出的数据集和各节点权矢量的初始值
,

算法得到的聚类结果见图
,

新算法的聚类结果见图

图 中的大圆环仍 旧表示各节点权矢量的初始化位置
,

从圆环中心出发的曲线表示权

矢量的迭代轨迹 图 是 算法的聚类结果
,

不同类别的数据用不同符号表示
,

权

矢量的迭代轨迹叠加在聚类结果上 图 中则只标明了 算法中八个权矢量的初始

化位置和迭代轨迹
,

图中的五个小圆圈表示五个类别的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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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二 时
,

新算法的聚类结果

正确的分类结果
,

权矢量的迭代轨迹

结束语

本文在分析 算法不足的基础上
,

提出一种竞争学 习新算法
。

理论分析和实验表

明 新算法能够 自动确定数据集的类数
,

提高了收敛速度和聚类的准确性
。

需要指出 本文算法对超球形分布的数据集是有效的
。

当数据集中的数据并不是呈超球
形分布时

,

如 数据呈超椭球形分布
,

或数据集中存在两类咬合的情况 见图
,

如何解决

这样数据集的聚类问题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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