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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聚类法

 动态聚类: 聚类过程中，类心和类别可变

• 基本步骤

• 技术要点

 选取中心和有关参数进行初始聚类
 计算模式和聚类的距离，调整模式类别
 计算聚类参数，删除、合并或分裂聚类
 运用迭代算法动态改变模式类别和聚类中心，直至达

到聚类结束条件

（1）确定模式和聚类的距离测度
（2）建立评估聚类质量的准则函数
（3）确定分划、聚类合并或分裂的规则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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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聚类法

• 原理框图

• 代表算法

产生初始

聚类中心
聚类

检验聚类

合理性
分类结果

再迭代/修
改参数

合理待分类模式

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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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均值法(C-Means) 

• 基本思想

设待分类的模式特征矢量为 ，
类数 事先取定。

• 条件和约定

取定c个类别和选取c个初始聚类中心，按最小距
离原则将各模式分别分配到各类；不断地计算类
心和调整各模式的类别，直至各模式到其判属类
别中心的距离平方和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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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算法步骤

• 算法步骤

（1）任选 个模式特征矢量作为初始聚类中心。

（2）将待分类模式逐个按最小距离准则分划到 类

 C-均值法

c
c

如果 ，

则判

( ) ( )min[ ]k k
il ijj

d d= 1,2, ,i N= 

( 1)k
i lω

+∈x

式中， 表示 和 的中心 的距离，上标
表示迭代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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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 算法步骤

• 算法步骤

（3）计算重新分类后的类心

（4）如果 则结束；否则，

，转至步骤（2）。

 C-均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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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5.2

 已知有20个样本，每个样本有2个特征，数据分布如下图,

使用C－均值法实现样本分类（C=2）。

样本序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特征x1 0 1 0 1 2 1 2 3 6 7

特征x2 0 0 1 1 1 2 2 2 6 6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8 6 7 8 9 7 8 9 8 9
6 7 7 7 7 8 8 8 9 9

第一步：令C=2，选初始聚类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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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1 1

0 0
|| (1) || || || 0

0 0
x Z    
− = − =   

   





1 2

0 1
|| (1) || || || 1

0 0
x Z    
− = − =   

   





因为
1 1 1 2|| (1) || || (1) ||x Z x Z− < −
 

  ( )1
1 1x ω∈所以

2 1

1 0
|| (1) || || || 1

0 0
x Z    
− = − =   

   





2 2

1 1
|| (1) || || || 0

0 0
x Z    
− = − =   

   





因为
2 1 2 2|| (1) || || (1) ||x Z x Z− > −
 

  ( )1
2 2x ω∈所以



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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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到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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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根据新分成的两类计算新的聚类中心

第四步

因为

转第二步。

第二步：重新计算 到 ,    的距离，
把它们归为最近聚类中心，重新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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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更新聚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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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第二步

第三步：更新聚类中心

(3) (2), 1, 2,j jZ Z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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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计算 到 的距离，

分别把 归于最近的那个聚类中心，

重新分为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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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算法收敛性分析

• 算法性能

在分类过程中不断地计算新分划的类心并
按最小距离原则归类可使类内距离平方和极小。

• 收敛性分析

是使模式到其类心距离平方和最小的最佳聚类
受类别数目和初始中心的影响，局部最优
方法简单，结果尚可

 C-均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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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算法收敛性分析

算法可使准则函数J(k)变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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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平方和准则函数的变化关系证明

注：上述推导过程中省略了下标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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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均值的计算复杂度

一般流程：
 先随机设定k个聚类中心（此处的k决定了最终的k类）然后

计算n个点到k个点的距离，单个点与点距离计算的复杂度为
d

 聚类完成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迭代。首先计算聚的k个类
的聚类中心，然后用找到的k个聚类中心进行再次聚类。

 当聚类中心不再变动时，聚类停止。
 设此时迭代次数为t次。

因此可以看出，k-means聚类复杂度为 O=k*n*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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⒌ 性能

• 算法性能

是使模式到其类心距离平方和最小的最佳聚类
以确定的类数c、模式输入次序、及选定的初始
聚类中心为前提，受此限制结果只是局部最优
算法简单，收敛。如模式呈现类内团状分布，

效果很好，故应用较多。

 C-均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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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 算法性能

收敛特性
类内距离平方和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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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写C均值算法程序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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