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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冯有前.FENG You-qian 小波包基的一种选择方法 -空军工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6(1)
    小波包库包含了很多小波包基,这些基能够处理信号的不同分量.因此,选择合适的小波包基,就可以提取信号的特征.在遗传算法和散度分类准则的基

础上,提出了小波包基的选择方法,并且给出了实例.通过实例验证,本文提出的方法是可行的.

2.期刊论文 张亚楠.魏武.武林林.ZHANG Yanan.WEI Wu.WU Linlin 基于小波包Shannon熵SVM和遗传算法的电机机

械故障诊断 -电力自动化设备2010,30(1)
    针对电机机械多故障同时诊断问题,基于小波包、Shannon熵、支持向量机(SVM)和遗传算法,提出了一种电机机械故障诊断新方法,称之为WPSSG法或

多模型融合法.该方法选择容错性强的Shannon熵作为特征参数,通过对振动信号进行基于DMeyer小波的小波包分解,提取振动信号的小波包Shannon熵为特

征向量,将特征向量作为多类别SVM的输入,具有较高的去噪能力;在训练SVM时,与传统方法多采用试凑法选择参数不同,该方法采用遗传算法对SVM的参数

进行全局寻优,使SVM获得最佳的分类性能,具有更高的识别准确率.采用凯斯西储大学提供的电机机械故障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证明该方法具有很好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

3.学位论文 黄可坤 小波包在人脸识别中的应用 2004
    人脸识别是模式识别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但人脸图像是一种非平稳信号,用于分类的特征往往包含在局部的时频信息中,用一般的变换方法提取

有效特征比较困难.小波变换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非平稳信号的有效方法,而且可以获得与人的视觉特性更为接近的多尺度的提取特征的效果,于

是小波被人们应用于人脸识别中.而小波包变换具有任意的多尺度分解特性,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基以供分类选择.本文把原始的基于小波包进行特征提取的

方法(Local Discriminant Basis,LDB)应用于人脸识别之中,并主要做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1)原始的LDB以类能量的差异为判据选择最优基及其小波包

系数特征,这个判据并不是模式分类问题中的最佳判据,针对这个问题本文系统研究了各种可分性判据,并提出了在LDB中更有效的判据.(2)因为前d个单独

最有效的特征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数量为d的)特征组合,对不满足线性可加的判据,本文引入遗传算法寻找最优特征组合,去掉一些对分类无用或者有害

的特征.(3)用LDB所选取的特征仍然比较大量,而且受光照姿势的影响仍然比较大,本文用基于Fisher准则的方法把LDB所提取的特征再进行线性重组,进一

步降维,并且在尽量保持类间差异的同时压制了类内的差异.在ORL数据库上随机选取每人5幅人脸图像做训练,剩余的用来识别,进行50次实验取平均识别

率,特征脸方法是93.14﹪,Fisher脸方法是91.20﹪,原始的LDB方法是96.14﹪,而本文提出的新的LDB的方法达到了97.77﹪.在Feret数据库中,特征脸方法

的平均识别率是79.17﹪,Fisher脸方法是92.31﹪,原始的LDB方法是68.43﹪,而本文的方法达到了93.71﹪.

4.期刊论文 陈伟根.邓帮飞.CHEN Wei-gen.DENG Bang-fei 小波包能谱熵与神经网络在断路器故障诊断中的应用 -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1(7)
    提出了一种以振动信号小波包能谱熵为特征量的断路器故障神经网络诊断方法.利用小波包分解原理将高压断路器振动信号分解到不同频段中,计算

各频段的能谱熵值,以此构造小波包能谱熵向量作为神经网络的输入向量,并利用遗传算法对网络的连接权值进行了优化.引入置信度的概念,对改进神经

网络输出的故障模式识别结果进行评价.通过试验分析结果表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改进后的神经网络具有新故障模式的识别功能.

5.学位论文 祝诗平 近红外光谱品质检测方法研究 2003
    在中国加入WTO后,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进行快速、准确的农产品品质检测技术与方法研究非常迫切.该文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了近红外光谱品质检测

技术与方法.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针对剔除异常样品常采用的ODO方法具有将非异常样品错误地当作异常样品的局限性,提出了"二审"剔除法(ODT),采用

一次"回收"算子(CAD),使最终模型保留了更多的样品.2."二审"剔除法(ODT)权给予了一次申诉,该文又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样品选择方法(SSGA).遗传

算法能够在每一代进代中以某种概率(变异率),将已鉴定为异常的样品,重新标记为正常样品,给予了异常样品多次申诉的机会,保证了最后选出的校正集

样品组合是最佳的.3.针对LOO-CV的计算时间很长,该文对使用拟合残差计算LOO-CV预测残差的PR/FR方法,进行了改进,提出以原始光谱A<,nxp>的主成分

得分矩阵S<,nxf>代替原始光谱估算LOO-CV预测残差的PR/FR-PCA方法,大大缩短计算时间,也避免了A'A矩阵不满秩无法求逆的问题.4.针对以每个波长一

个染色体基因的WSGA方法在波长数目较大时搜索空间太大的问题,该文提出了基于遗传算法的近红外光谱波长区间选择方法(RSGA),将全谱区间的预分子

区间数作为染色体的位数,以R/(1+RMSPCV)作为优化目标函数.经SSGA优化选择谱区后,不仅波长点数减少,而且PLS-LOO-CV预测值与标准值的相关系数R得

以提高,RMSPCV得以减少.5.系统研究和比较了小波及小波包与经典的PLS-NIR相结合的四种不同方法:WVTDR-PLS-NIR、WPTDR-PLS-NIR、WVACR-PLS-NIR、

WVAC-PLS-NIR.相对于经典的PLS-NIR定量模型,该四种方法均有消除原始光谱噪声的作用,所建立模型均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其中WVAC-PLS-NIR方法,算

法最简单,进行PLS-LOO-CV和建立最终模型的时间最短.6.提出了以小波分解低频系数矩阵代替原始光谱矩阵进行近红外光谱样品选择的思想,对ODO、

ODT及SSGA进行了改进,形成三种新方法:WVAC-ODO、WVAC-ODT、WVAC-SSGA,大大减少了算法运算时间,提高了算法效率.7.提出了小波及小波包与经典的

MBP-NIR神经网络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的五种不同方法:WVAC-MBP-NIR、WVAC-PCA-MBP-NIR、WVACR-PCA-MBP-NIR、WVTDR-PCA-MBP-NIR、WPTDR-PCA-MBP-

NIR.并给出了它们的算法原理.8.分别应用五种PLS-NIR定量分析方法和六种MBP-NIR神经网络定量分析方法,对原始光谱和加噪光谱进行了实例比较分析

.表明:十一种方法均可用作近红外光谱定量分析;对于含噪声光谱,经典PLS-NIR的预测效果最差;小波及小波包与PLS-NIR和MBP-NIR相结合,均有消除原始

光谱中噪声的作用;使用小波低频系数的方法,可以压缩数据空间,计算量相应减小;建立非线性的MBP-NIR模型比建立线性的PLS-NIR模型需要更多的建模

训练样品.9.设计并实现了近红外光谱品质检测软件系统.该系统具有光谱文件管理,光谱显示,光谱预处理,光谱校正模型的建立与管理,未知样品的组分

浓度预测等功能.

6.学位论文 于凤英 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煤岩界面识别方法的研究 2007
    煤岩界面识别系统能使采煤机具有自动追踪煤岩界面的能力，可靠的识别系统在经济效益和安全作业两方面都具有突出的优点，它能提高煤层的回

采率；降低煤中的研石、灰份和硫的含量；提高采煤作业效率；减轻设备磨损；是实现采煤自动化的关键设备之一。目前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都是用单

类型传感器进行识别，由于每个传感器都有其特定的工作精度与适用范围，因此用单传感器采集信号有一定的局限性，传感器本身的故障与失灵等都会

造成误判。因此为了使煤岩界面识别更具有可靠性、可行性，研制开发多传感器识别系统成为必要。因此本课题采用了多类型传感器拾取采煤机响应信

号并进行多信号特征提取与数据融合的煤岩界面识别方法，提高了识别率。

    本文在采煤机煤岩界面识别物理模拟系统的基础上，做了大量试验，通过试验采集了大量试验数据，为数据处理准备了充分的数据信息。

    鉴于小波分析方法的诸多优点，本文采用小波包技术对信号进行特征提取。通过基于小波包分解的能量分布提取方法能够确定各传感器信号的敏感

频段，提取出各特征值。用小波包能量法进行特征提取，完成了从模式空间到特征空间的转换，为数据融合提供了可靠而准确的特征级数据。

    数据融合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信息处理技术，显示了进行煤岩界面状态识别的强大优势。本文针对BP网络容易陷入局部极小的缺点，用遗传算法

对神经网络进行优化，建立了遗传神经网络模型，针对煤岩界面识别的具体问题，确定了遗传神经网络的具体结构和训练算法：

    1、选择实数编码方式，缩短个体编码的长度，将网络的权值及阈值同时进行编码。

    2、设计能正确表现神经网络性能的适应度函数，同时考虑网络结构对神经网络泛化性能的影响。

    3、设计并改进了适用于实数编码遗传算法的进化算子，避免早熟收敛现象的发生。

    结果表明可用试验数据对神经网络、遗传神经网络进行训练和仿真。基于遗传神经网络的数据融合能够进行状态识别并具有较高的识别精度，基于

遗传神经网络的多传感器数据融合技术在煤岩界面识别中是可行的。

7.期刊论文 肖成勇.石博强.王文莉.李友荣.XIAO Cheng-yong.SHI Bo-qiang.WANG Wen-li.LI You-rong 基于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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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和进化支持向量机的齿轮早期诊断研究 -振动与冲击2007,26(7)

    针对齿轮早期故障的特征不明显,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包和进化支持向量机的齿轮故障诊断方法,该方法既充分利用了小波包优良的时频局部化特性

,又利用了支持向量机在小样本情况下出色的学习性能和良好的推广特性,以及遗传算法的全局优化能力.在齿轮试验台上的应用结果表明,经过特征提取

和参数优化后,提高了支持向量机的分类能力.

8.学位论文 杨帮华 自发脑电脑机接口技术及脑电信号识别方法研究 2006
    脑机接口是指一种不依赖于人脑的正常输出通路的脑一机通讯系统,是一种新的人机接口方式。它的实质为通过脑电信号推断人的想法或目的,从而

实现人机交流。脑机接口既是人类了解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手段,又是一种全新的通讯和控制方式,有望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它在残疾人康复、正常人

辅助控制、娱乐、脑认知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脑机接口包括两种类型:基于自发脑电的脑机接口和基于诱发脑电的脑机接口。其中,基于自发脑电的脑机接口依赖于自发脑电信号。首先,人进行特

定思维活动,产生特定模式的自发脑电信号；其次,自发脑电信号借助高性能的生物电信号采集系统进行记录,经过设计的数据处理算法把脑电特征实时地

提取出来,进而进行自动分类识别,从而实时判断出当前人所处的思维状态；最后,通过计算机将判断出来的思维状态翻译成预先设定的控制命令,实现人

脑对计算机等外部设备的直接控制。本论文对自发脑电脑机接口技术及脑电信号识别方法进行研究,首先分析和探讨了其涉及的技术,在此基础上设计了

脑机接口系统；接着对自发脑电的模式识别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和应用了若干模式识别方法,并用标准竞赛数据进行初步检验；最后依据建立的实验

系统,设计基于运动想象的实验范例,用获取的实验数据对这些模式识别方法进行检验。

    基于自发脑电的脑机接口主要涉及三项技术:信号产生与记录、信号模式识别、实际应用。脑机接口属于交叉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神经科学、生理学

、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康复医学等,目前对整个系统缺乏具体详细的描述,这些技术的分析和探讨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建立、设计与研究提供了指导。基

于这些技术,设计了脑机接口系统。

    在脑机接口涉及的三项技术中,信号模式识别最为重要,关系到能否将输入正确地转换为输出。考虑本学科的研究特点和模式识别在脑机接口研究中

的重要性,本论文主要对模式识别技术进行深入研究。模式识别主要包括三个环节:特征提取、特征选择和分类.本文的研究重点紧密围绕这三个环节,以

期提高脑机接口系统的识别精度。目前,较低的识别精度是限制脑机接口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特征提取是指从信号中提取有用信息,形成初始特征,为后续不同脑状态的区分提供基础。本文在分析现有特征提取方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

于小波变换系数及系数均值的特征提取、基于小波包分解系数及子带能量的特征提取、基于小波包最优基的自适应个性化特征提取,并将提出方法与现有

的基于自回归模型系数的特征提取、基于传统时.频相结合的特征提取进行比较.脑电信号是典型的非平稳信号,小波及小波包分解可以更好地分析此类信

号。此外,脑电信号具有个体差异性,提出的各种方法中,基于小波包最优基的自适应个性化特征提取可自动为每个使用者选择特定的最优表达,从而使每

个实验者获取最佳特征,可以更加有效地提取自发脑电信号特征。

    特征选择是从众多的特征中选择一个最佳的特征子集,以期改善分类器的识别性能。将基于自适应遗传算法的特征选择应用于脑机接口,并与现有的

基于简单遗传算法的特征选择、基于Fisher距离的滤波特征选择进行比较。分类是依据输入的特征子集,输出特征应该归属的类别。将基于概率神经网络

的分类、基于优化支持向量机模型参数的分类应用于脑机接口,并与现有的线性分类、基于经验支持向量机的分类进行比较。由于特征选择和分类密不可

分,在特征选择与分类相结合的方法中提出了用自适应遗传算法对特征选择与支持向量机模型参数联合优化的识别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进行特征选择和

分类。

    对所研究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之后,为检验这些方法的有效性,首先对2003年脑机接口国际竞赛的标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来初步验证,然后依据建

立的实验系统,设计实验范例,并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本论文设计了基于三种运动想象任务(想象左手拍篮球,想象右手拍篮球,想象右脚踩刹车)的

实验范例。以识别精度为指标,将研究的模式识别方法与其它现有的识别方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研究的方法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探讨的自发脑电脑机接口技术为其研究提供了指导。研究的模式识别方法为其实现提供了更好的解决思路。本文所做的研究将为下一步建立基于自

发脑电的脑控机器人实用系统奠定了基础。由于实验数据的局限性,研究的模式识别方法的鲁棒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基于自发脑电的脑机接口离实际应用

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论文的最后,对整个论文的工作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内容。

9.学位论文 李秋丹 数据挖掘相关算法的研究与平台实现 2004
    该文以辽阳地区电力调度决策分析系统和青岛交通银行银行卡系统为实际应用背景,围绕着数据挖掘系统应当具备的特点,分别从交互式、多层次挖

掘,复杂数据类型——时间序列相似挖掘,集成化挖掘,挖掘平台的构建及行业应用角度,对数据挖掘的相关方法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设计并实现了一个

基于数据仓库的联机分析挖掘平台.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研究挖掘空间定位问题.挖掘空间定位就是寻找反映所分析问题(分类/预测)的重要维度的过

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知识的约简过程.该文提出了一个解决挖掘空间定位问题的知识约简方法.该方法将粗集理论与并行遗传算法有机结合,具有良好的

鲁棒性和全局寻优能力,可以快速、有效地帮助用户定位挖掘空间,提高挖掘效率和准确性.该问题的解决对于数据仓库中立方体的构建也有重要的指导意

义.这同时也表明,并行思想的引入对于知识约简在解决大数据量问题时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二、研究时间序列数据的相似匹配问题

.该文提出了基于小波包变换的时间序列相似匹配新方法,并用于时序相似模式挖掘.该方法在原有小波变换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小波包可对信号进行

更加精细分析的优点,同时考虑尺度信息和细节信息,使得约简后的特征向量包含更多的时间序列有效信息.用多维索引结构R树存储这些特征向量,使用欧

几里德距离作为相似尺度,进行范围查询和k近邻查询.将该方法应用于电力负荷相似模式挖掘,得到了较好的效果,挖掘出的相似负荷模式对于调度计划安

排、电力系统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三、研究粗集和神经网络的集成化问题.为充分发挥粗集和神经网络的优势,提高挖掘精度,该文通过前面提

出的并行遗传约简算法快速选取神经网络的输入空间和训练数据,采用神经网络对精简后的数据进行挖掘.此集成化方法充分发挥了二者的优势,即粗集的

约简知识的能力和神经网络精度高的特点,应用于银行卡客户特征分析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行约简算法的引入可以进一步提高粗集和神经网络集成化

方法的整体挖掘效率.四、以上述研究内容为基础,论述基于数据仓库的联机分析挖掘平台SEI OLAM及其在地区电力调度决策分析和银行卡分析领域中的

应用.该文首先给出了SEI OLAM的体系结构和主要功能;接着介绍了其各组成部分——数据仓库、联机分析及数据挖掘的设计与实现方法.根据行业应用特

点,平台算法库中除包含常用挖掘算法外,还加入了该文上面提出的方法,在行业应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给出了该平台在地区电力调度决策分析、

银行卡分析领域的应用实例.作为该文主要研究内容的实际工程背景,这些项目最终能够开发成功使得该文所提方法和所开发平台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得到

了很好的验证.

10.期刊论文 常松.何建敏 小波包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股票价格预测模型 -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1(5)
    小波包较之于小波可以更为灵活地提取分散在不同尺度上的信号特征,结合神经网络也就可获得更好的预测精度.本文按此方式建立了一种混合杂交

模型用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预测,并为获得最优预测精度,本文利用遗传算法进行小波包最优分解选择和神经网络参数选择.通过对上证综指的实证研究

,表明这种混合杂交模型的性能优于同类神经网络模型和基于小波分解的神经网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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