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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有计算机以来，人们就希望计算机能够学习。
然而，机器学习真正取得实质性进展，能够成功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最终成为一个学科分支还是
近20余年的事。
　　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的前人和先行者已经知道如何求解。
例如，欧几里德告诉我们可以用辗转相除法求两个整数的最大公约数；Dijkstra告诉我们如何有效地求
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Hoare向我们展示了怎样将杂乱无章的对象快速排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
清楚地知道求解步骤。
因此，让计算机求解这些问题只需要设计算法和数据结构、进行编程，而不需要让计算机学习。
　　还有一些事情，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好，但是却无法解释清楚我们是如何做的。
例如，尽管桌子千差万别、用途各异，但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某个物体是否是桌子；尽管不同的人的
手写阿拉伯数字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轻易识别一个数字是不是；尽管声音时
大时小、有时可能还有点沙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不费力气地听出熟人的声音。
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知道求解步骤。
因此，让计算机来做这些事就需要让计算机学习。
　　我们知道桌子不是木材和各种材料的随机堆砌，手写数字不是像素的随机分布，熟人的声音也不
是各种声波的随机混合。
现实世界总是有规律的。
机器学习正是从已知实例中自动发现规律，建立对未知实例的预测模型；根据经验不断提高，不断改
进预测性能。
　　这是关于机器学习这一主题全面论述的教科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
和研究生机器学习入门课程的教材。
该书涵盖了监督学习、贝叶斯决策理论、参数方法、多元方法、维度归约、聚类、非参数方法、决策
树、线性判别式、多层感知器、局部模型：隐马尔可夫模型、分类算法评估和比较、组合多学习器以
及增强学习。
作者对来自统计学、模式识别、神经网络、人工智能、信号处理、控制和数据挖掘等不同领域的机器
学习问题和学习方法进行了统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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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器学习的目标是对计算机编程，以便使用样本数据或以往的经验来解决给定的问题。
已经有许多机器学习的成功应用，包括分析以往销售数据来预测客户行为，人脸识别或语音识别，优
化机器人行为以便使用最少的资源来完成任务，以及从生物信息数据中提取知识的各种系统。
为了对机器学习问题和解进行统一的论述，本书讨论了机器学习在统计学、模式识别、神经网络。
人工智能。
信号处理、控制和数据挖掘等不同领域的应用。
对所有学习算法都进行了解释，以便读者可以容易地将书中的公式转变为计算机程序。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研究机器学习方法的技术
人员参考。
　　本书对机器学习的定义和应用实例进行了介绍，涵盖了监督学习。
贝叶斯决策理论。
参数方法、多元方法、维度归约、聚类、非参数方法、决策树。
线性判别式、多层感知器，局部模型、隐马尔可夫模型。
分类算法评估和比较，组合多学习器以及增强学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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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m Alpaydin，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博阿齐奇大学计算机工程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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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什么是机器学习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拥有存储和处
理海量数据以及通过计算机网络从远程站点访问数据的能力。
目前大多数的数据存取设备都是数字设备，记录的数据也很可靠。
以一家连锁超市为例，它拥有遍布全国各地的数百家分店，并且在为数百万顾客提供数千种商品的零
售服务。
销售点的终端设备记录每笔交易的详细资料，包括日期、顾客识别码、购买商品和数量、消费总额等
。
这是典型的每日几个一字节的数据。
只有分析这些数据，并且将它转换为可以利用的信息时，这些存储的数据才能变得有用，例如做预测
。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哪些人比较倾向于购买哪种特定的商品，也不知道应该向喜欢读海明威作品
的人推荐哪位作者。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数据分析；我们只管供货并记录下编码就可以了。
但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才只能收集数据，并期望从数据中提取这些问题或相似问题的答案。
　　我们确信存在某种过程，可以解释我们所观测到的数据。
尽管我们不清楚数据产生过程（例如顾客行为）的细节，但是，我们知道数据产生不是完全随机的。
人们并不是去超市随机购买商品。
当人们买啤酒时，也会买薯片；夏天买冰淇淋，而冬天则为Gltthwein买香料。
数据中存在确定的模式。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机器学习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