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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01



深度学习在图像分类中的应用01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发展，图像分类作为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基础任务，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然而，传统的图像分类方法依赖于大量的标注

数据，这在某些应用场景下是难以获取的。

零样本学习的提出02
为了解决标注数据稀缺的问题，零样本学习（Zero-Shot Learning，

ZSL）应运而生。它旨在利用已有的知识，对未见过的类别进行分类。

自编码器在零样本学习中的潜力03
自编码器（Autoencoder，AE）是一种无监督学习算法，能够学习到

数据的有效表示。将自编码器应用于零样本学习，有望提高模型的泛化

能力。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外学者在基于自编码器的零样本学习方法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多种改进方法，如变分自编码器

（Variational Autoencoder，VAE）、生成对抗网络（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GAN）与自编码器的

结合等。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在零样本学习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国外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基于属性学习的零样本方法上。

发展趋势

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基于自编码器的零样本学习方法将更加注重模型的泛化能力和鲁棒性。

未来，跨模态学习、迁移学习等技术将与自编码器相结合，进一步提高零样本学习的性能。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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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研究基于自编码器的零样本学习方法，通过改进
自编码器的结构和训练方式，提高模型在未见类别上的分
类性能。

研究目的

通过本文的研究，期望为基于自编码器的零样本学习方法
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和实验验证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首
先，对自编码器和零样本学习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
其次，设计并实现基于自编码器的零样本学习模型；最后，
在公开数据集上进行实验验证，并对实验结果进行详细分
析。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自编码器原理及模型02



01 编码过程
将输入数据通过编码器映射到低维隐空间，得到

隐层表示。

02 解码过程

将隐层表示通过解码器重构回原始数据空间，得

到重构数据。

03 目标函数
最小化输入数据与重构数据之间的差异，以优化

编码器和解码器的参数。

自编码器基本原理



欠完备自编码器01

限制隐层表示的维度小于输入数据的维度，以学

习数据的有用特征。

02 正则化自编码器
在目标函数中加入正则化项，如L1或L2正则化，

以防止过拟合。

03 稀疏自编码器
在目标函数中加入稀疏性约束，使得隐层表示具

有稀疏性，以发现数据中的稀疏特征。

典型自编码器模型



利用自编码器从大量无标签数据
中学习有用的特征表示，为后续
的零样本学习任务提供有效的特

征输入。

特征提取
结合自编码器的隐层表示和语义信
息（如属性、词向量等），构建语
义空间，实现视觉特征和语义特征
之间的映射。

语义空间构建

在构建的语义空间中，利用已知类
别的语义信息对未知类别进行分类，
实现零样本学习中的分类任务。

零样本分类

自编码器在零样本学习中的应用



零样本学习方法03



03

语义嵌入空间

构建一个共享的语义嵌入空间，使得来自不同模态的数据能够

在此空间中进行相似度比较和知识迁移。

01

未见类别识别

零样本学习旨在识别训练集中未曾出现过的类别。

02

知识迁移

通过利用已知类别的信息，实现对未知类别的知识迁移和识别。

零样本学习基本概念



属性学习

通过定义一系列属性来描述物体，

并利用这些属性来实现对未知类

别的推理和识别。

特征提取与选择

提取具有区分度的特征，并选择

与目标任务相关的特征进行模型

训练。

相似性度量

在属性或特征空间中计算未知样

本与已知类别的相似度，从而实

现分类决策。

基于属性/特征的零样本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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