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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说明
⼀、教材 

• 教材：《模式识别》（第四版），张学⼯主编，清华⼤学出版社，2021


• 参考资料：


- 吴恩达《Machine Learning》公开课


- 李航《统计学习⽅法》


- S.Theodoridis《Pattern Recognition》


- 周志华《机器学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973229730/


课程说明
⼆、课程内容 

• 第⼀章 绪论


• 第⼆章 统计决策⽅法


• 第三章 概率密度函数的估计


• 第四章 隐⻢尔可夫模型与⻉叶斯⽹络


• 第五章 线性学习机器与线性分类器


• 第六章 典型的⾮线性分类器



课程说明
⼆、课程内容 

• 第七章 统计学习理论概要


• 第⼋章 ⾮参数学习机器与集成学习


• 第九章 特征选择


• 第⼗章 特征提取与降维表示    


• 第⼗⼀章 ⾮监督学习与聚类


• 第⼗⼆章 模式识别系统的评价



课程说明
三、预修课程 
⾼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机器学习。


四、考核⽅式 
期末⼤作业 50% + 平时作业 40% + 考勤 10%


五、联系信息 
• 课程 QQ 群：771029620


• 超星在线教学平台-学习通（作业提交）



第⼀章 绪论



主要内容
1.1 引⾔


1.2 模式与模式识别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1.4 监督模式识别与⾮监督模式识别


1.5 模式识别系统举例


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1.1 引⾔
• 模式识别历史简短回顾 

- 古代流⾏的身份鉴别⽅式


✓印章识别


✓指纹识别


✓⼈像识别


✓……



1.1 引⾔
• 模式识别⼤家族 



1.1 引⾔
• 主流国际会议和杂志 

- 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术刊物

- 清华⼤学计算机学科群推荐学术会议和期刊列表

https://www.ccf.org.cn/Academic_Evaluation/AI/
http://numbda.cs.tsinghua.edu.cn/~yuwj/TH-CPL.pdf


1.2 模式与模式识别
• 基本概念 

- 模式（Pattern）：对客体（研究对象）特征的描述（定量的或结构的描述），是取⾃客观世界
的某⼀样本的测量值的集合（或综合）


✓空间模式（图像、点云、⽹格）、时间模式（语⾳信号）、时空模式（视频、动捕数据）


-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确定⼀个样本的类别属性（模式类）的过程，即把某⼀样本
归属于多个类型中的某个类型。亦称作模式分类（Pattern Classification）。


- 样本（Sample）：所研究对象的⼀个个体。如⼿写的⼀个汉字，⼀幅图⽚等。


- 样本集（Sample Set）：若⼲样本的集合。




1.2 模式与模式识别
• 基本概念 

- 特征（Features）：能描述模式特性的量（测量值）。在统计模式识别⽅法中，
通常⽤⼀个向量表示，称之为特征向量。


- 类或类别（Class）：具有某些共同特性的模式的集合。


- 已知样本（Known Samples）：事先知道类别标签的样本。


- 未知样本（Unknown Samples）：类别标签未知但特征已知的样本。


- 模式识别问题：⽤计算的⽅法根据样本特征将样本划分到⼀定的类中。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 ⼈⼯智能三⼤学派 

- 符号主义 - 逻辑学派


- 连接主义 - 仿⽣学派


- ⾏为主义 - 控制论学派

https://blog.csdn.net/ftimes/article/details/105024813?spm=1001.2101.3001.6661.1&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blog-2~default~CTRLIST~Rate-1-105024813-blog-127606199.235%5Ev32%5Epc_relevant_default_base&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_t0.none-task-blog-2~default~CTRLIST~Rate-1-105024813-blog-127606199.235%5Ev32%5Epc_relevant_default_base&utm_relevant_index=1&ydreferer=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01hY1d4L2FydGljbGUvZGV0YWlscy8xMjc2MDYxOTk=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 基于知识的⽅法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 基于知识的⽅法 

- 以专家系统为代表的⽅法：专家系统是早期⼈⼯智能的⼀个重要分⽀，⼀
般采⽤⼈⼯智能中的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技术，来模拟通常由领域专家才
能解决的复杂问题。


- 专家系统 = 知识库 + 推理机，通过知识和推理来解决⼀个问题。

https://web.xidian.edu.cn/xtwang/files/5f87f75526376.pdf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 基于数据的⽅法 

- 类别标号 𝑦 与特征向量 𝒙 存在⼀定的未知依赖关系


- 已知的信息只有⼀组训练数据对{(𝒙,𝑦)}


- 求解定义在 𝒙 上的某⼀函数 𝑦′= 𝑓(𝒙)，对未知样本类别进⾏预测


- 𝑓(𝒙)称为分类器（classifier），建⽴分类器的过程称作学习过程或训练过
程



1.3 模式识别的主要⽅法
• 对⽐ 

- 基于知识的⽅法是⼈去“读”数据，“理解”数据，继⽽“抽象”出数据中的规则，

进⾏建模。整个模型从材料到设计到施⼯都靠⼈⼒堆砌。


- 基于数据的⽅法靠模型⾃身迭代寻找最优解，⼈只需要提供材料（特征）和
结构（模型选择），最后施⼯由模型⾃身迭代完成：统计学习、深度学习。


- 基于知识的⽅法适合于没有数据或数据很少的情况，⽽基于数据的⽅法则适
合⼤量数据情况，给定数据，通过模型找到⽤户输⼊到结果的映射关系。



1.4 监督模式识别与⾮监督模式识别
• 监督模式识别 

- ⽬标类别确定，训练样本类别已知，建⽴分类器对未来未知样本分类。


- 数据依赖、依赖标签



1.4 监督模式识别与⾮监督模式识别
• ⾮监督模式识别 

- ⽬标类别未知，发现和划分未知样本中可能存在的类。



1.4 监督模式识别与⾮监督模式识别



1.5 模式识别系统举例



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 模式识别系统的共性步骤 

- 预处理


- 特征提取


- 分类器设计


- 性能评价



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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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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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式识别系统的典型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