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式识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模式识别>>

13位ISBN编号：9787302225003

10位ISBN编号：7302225001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清华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学工

页数：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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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式识别>>

前言

张学工教授长期从事模式识别课程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他还是国内首先著文介绍和翻译Vapnik统计学习理论著作的作者，这为他编写新一版的《模式识别》
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版的《模式识别》取材更加精炼，安排更加符合学生学习的规律，特别是把传统的统计模式识别方
法与人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三者的内在联系，进一步理
解学习样本集对于设计模式识别系统的重要性，对于以后在实际应用中确定合适的方法有很好的指导
意义。
模式识别学科的发展和模式识别在各个学科的应用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张学工教授多年从事地震勘探信号识别和生物信息学领域的科研工作，对模式识别方法的实际应用有
深入的研究，部分的研究成果在本书中有所反映，这使得本书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比原有版本有很大
的改进。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不仅能提高国内模式识别课程教学水平，而且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地把模式识别
方法应用于研究工作中也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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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国家精品课程“模式识别基础”的教材，是在《模式识别》第一版和第二版
基础上重写而成的。
本教材系统地讨论了模式识别的基本概念和代表性方法，包括监督模式识别中的贝叶斯决策理论、概
率密度函数的估计、线性判别函数、非线性判别函数、近邻法、特征选择与提取的典型方法以及非监
督模式识别中的基于模型的方法、混合密度估计、动态聚类方法、分级聚类方法等，并在相应章节包
括了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决策树与随机森林、罗杰斯特回归、Boosting方法、模糊模式识别
等较新进入模式识别领域的内容。
整体内容安排力求系统性和实用性，并覆盖部分当前研究前沿。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自动化、计算机等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模式识别的教材，
也可以供计算机信息处理、生物信息学、数据挖掘、统计等各领域中从事模式识别相关工作的广大科
技人员和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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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样本的识别由一个分类器来实现。
语音识别最常用的分类器是建立在语音的一种概率模型——隐马尔可夫模型上的。
分类器有两个工作阶段：设计阶段与决策阶段。
在设计阶段，用大量已知的语音信号来确定分类器模型中的一系列参数，这一过程称作训练，这种语
音训练样本集通常被称作语料库。
在决策阶段，未知的语音信号经过与设计阶段同样的预处理后进入训练好的分类器，分类器给出对语
音的识别结果。
对于普通用户来说，所购买的语音识别系统已经是经过训练之后的，有些产品提供了让用户再用自己
的口音对分类器进行一定的再训练的功能。
与其他模式识别系统不同的是，一段自然的语音是由一系列连续的音素构成的，而不是一个个相互独
立的因素，因此，在语音识别系统中并不是单独对每一个音素样本进行分类，而是用一个更高一层的
隐马尔可夫模型把相邻的音素联合起来考虑。
在对音素识别的基础上还要对一定的语言模型进行后处理才能最终识别出语音的内容。
根据所针对的应用场景，目前存在的语音识别系统有多种类型：从对说话人的要求考虑可分为特定人
和非特定人系统，从识别内容考虑可分为孤立词识别和连续语音识别、命令及小词汇量识别和大词汇
量识别、规范语言识别和口语识别，从识别的速度考虑还可分为听写和自然语速的语音识别等。
其中，非特定人、小词汇量的识别已经有很多实际应用，最常见的比如自动语音识别的电话总机、航
空公司等的语音识别自动电话服务等专用系统；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语音识别软件或者某些操作系统中
内嵌的语音识别软件多是针对规范文本的听写识别的，已经能够达到相当准确的识别率，用户经过一
定的适应就可以利用语音识别软件进行文本录入；但是，在复杂环境下口语化语言的自动识别目前仍
然远远没有达到实用水平。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式识别>>

编辑推荐

《模式识别(第3版)》：国家精品课程教材·新编《信息、控制与系列》系列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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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