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9卷第4期

2019年7月

大 连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Dal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
Vol.59, No.4

July201 9

文章编号:1000-8608(2019)04-0417-10

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多任务优化算法
尚 青 霞, 周  磊, 冯  亮*

(重庆大学 计算机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人类通常可同时进行多个任务的学习,将从一个任务中获得的知识应用到另一个任

务中以加速此任务的学习.受此学习行为的启发,多任务学习(MTL)被提出并被广泛研究.
与MTL动机类似,多任务优化(MTO)是在传统基于单任务优化算法基础上被提出的一种新

型优化算法,该算法旨在同时在线执行多个任务,从一个任务中获取知识以帮助另一个任务,

并进行任务间知识迁移,以提高多任务的优化性能.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提出了一种新型

MTO算法,推演出一种具有闭式解的降噪自动编码器,并利用此编码器显式地对多任务构

建任务映射,从而使所提 MTO算法能够利用不同的基于单任务优化算法的搜索偏好.采用

常用的 MTO基准进行综合性实验,验证了所提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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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种群搜索算法中的遗传算法、蚁群算法、粒子

群算法等以其实现容易、精度高、收敛速度快、适
应性强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控制领域[1-5].例如,

PID控制器是最早发展起来的控制策略之一[6],

具有结构简单、参数易于在线调整等优点[1],在各

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大量事实证明,遗传算

法、粒子群算法等在PID控制器参数整定中取得

了传统优化算法无法比拟的效果[7],其在参数寻

优问题中有着无比的优越性.杨志刚等[8]基于蚁

群算法对PID控制器进行参数整定,并将其运用

于磨机给矿控制中,取得了良好效果.这种采用在

单个应用场景下对其进行参数优化的单任务学习

方法,当存在多个相似场景时,忽略了场景间数据

相关性,使其处理能力受限.
多任务学习(multi-tasklearning,MTL)是同

时学习多个相关任务的机器学习算法,其本质是

通过对多个相关任务的共同学习,挖掘任务间更

多更高级的信息,使任务间相互促进,从而提高单

任务学习性能.多任务学习已被广泛应用于许多

领域,如数据挖掘、计算机视觉、生物信息学等,并

涌现了多种 MTL算法,如多任务神经网络[9]、异

构特征空间中的 MTL[10]、具有凸任务关系建模

的 MTL[11]、深度 MTL[12-13]等.
与 MTL 相 似,多 任 务 优 化 (multi-task

optimization,MTO)是建立在传统单任务优化算

法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优化算法,较每次只执行一

个任务的传统单任务优化算法而言,多任务优化

在多个优化任务上同时进行优化操作[14].对于不

同但可能相关的在线优化问题,通过其潜在协同

作用,可 以 利 用 MTO 改 善 其 优 化 性 能.目 前

MTO的相关研究较少,同时,提出的 MTO算法

也相对较少.Gupta等[14]将传统的单任务遗传算

法与具有跨域繁殖算子的公共数据表示相结合,

提出了多因子优化算法.Swersky等[15]将多任务

高斯过程扩展到贝叶斯优化框架中,提出了多任



务贝叶斯优化算法,并将其运用于几种学习模型

中以寻找最优超参数设置.然而,贝叶斯优化算法

通常并不适用于高维问题和组合表示问题.与

MTL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相比,MTO在模仿人类

多任务优化能力方面,尚未受到太多关注.此外,

现有的优化算法并不能充分挖掘隐藏在相关任务

或问题中有价值的特征信息,而合理、充分地利用

这些特征信息有助于提高多任务的优化性能.
本文主要针对具有非凸性、存在多个局部最

优解且不容易获取有价值衍生信息等特点,包含

一个或多个目标函数的多任务优化问题进行研

究,并提出一种新型 MTO算法,利用降噪自动编

码器实现任务间的知识共享.该算法首先采用种

群搜索算法,如进化算法[16-17],作为单任务优化

器,继而在在线优化过程中采用一种单层闭式解

的降噪自动编码器作为任务间知识共享的连接桥

梁,通过这种桥梁连接方式,将 MTO中独立的单

任务优化器组合起来,为不同任务求解提供独特

的效率,进而在任务迁移前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从
而提高多任务优化性能.文献[14]基于无任何质

量评价的繁殖算子实现任务间知识共享,本文

MTO算法能够明确地实现跨任务间的连接.文
献[15]仅适用于解决低维度问题的基于多任务高

斯过程,本文 MTO算法基于种群启发式搜索,要
处理更高维度、更复杂的问题.

1 多任务优化

MTO是同时解决多个优化任务的一种优化

算法,目的是通过任务间的迁移学习提高跨任务

问题的求解性能[14].假设要执行k个优化任务,

MTO的输入是优化任务集合SI:{f1,…,fi,…,

fk},令fi:Xi→R,表示搜索空间,Xi∈Rdi上的一

个全局优化任务,其目标x*
i =argmin

xi∈Xi
fi(xi),每

一个任务fi 可能拥有自己单独的维度di.MTO
的输出是最优解集合SO:{x*

1 ,…,x*
i ,…,x*

k }.
与传统单任务优化相比,MTO在在线优化

过程中,能够自动地利用并迁移不同但可能类似

的优化问题间的潜在协同作用,进而改善所有任

务的优化性能.图1展示了连续优化问题中常用

的两个基准函数:Rastrigin's函数和Sphere函

数[14].

从图1可知,所选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统一,图

1(a)的多峰Rastrigin's函数包含许多局部最优

解,这 对 优 化 来 说 更 具 挑 战 性;图1(b)的 凸

Sphere函数最简单;从图1(c)中可以看出它们具

有共同的全局最优.其中纵坐标 F1 为目标值,

图1(a)、(b)的x1、x2 为搜索空间 Xi 的决策变

量.因此,Sphere函数的优化过程中找到的解可

能有助于对复杂Rastrigin's函数的优化.

  (a)Rastrigin's函数

  (b)Sphere函数

  (c)一维空间中的Rastrigin's函数和Sphere函数

图1 Rastrigin's函数和Sphere函数

Fig.1 Rastrigin'sfunctionandSpherefunction

2 基于种群的搜索算法

基于种群的搜索算法表示一类拥有一组候选

解的优化算法,其每个解在问题的搜索空间中都

存在唯一的点与之对应.目前,许多基于种群的搜

索算法,如遗传算法、粒子群优化算法等[16-18],成
功应用于解决非凸问题、多模态问题、高维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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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算法1为基于种群的搜索算法.
算法1

1 Begin
2 i∶=0;/* 初始化评价计数器 */

3 Initializeandevaluate[P(i)];/* 创建初始

种群 */

4 whilestoppingconditionsarenotsatisfieddo
5   P'(i)∶=Reproduction[P(i)];/* 应

用重组算子 */

6   evaluate[P'(k)];

7   P(i+1)∶=select[P'(i),P(i)];/* 产

生新种群 */

8   i∶=i+1;/* 增加评价计数器 */

9 End

3 单层降噪自动编码器

自动编码器(auto-encoder)是深度学习网络

的基本构建块,其尽可能复现输入,并让目标值等

于输入值[19].给定输入向量x∈[0,1]d,一个自动

编码器通过y=sigmoid(Wx+b)将输入向量映射

到其隐含观测量y∈[0,1]d',其中W 是d'×d的

权重矩阵,b 是偏置向量,sigmoid(x)=1/(1+
e-x);然后隐含观测量y通过z=sigmoid(W'y+
b')将其映射到重构向量z∈[0,1]d,此时z≈x,
如式(1)所示,通过优化相应的参数W、W'、b、b'
来减小平均重构误差:

e≈ min
W,W',b,b'

1
nL(xi,zi) (1)

其中n表示数据实例的个数;L是损失函数,如平

方损失函数、K-L散度损失函数等.
降噪自动编码器(denoisingauto-encoder)是

自动编码器的随机版本,在输入数据映射到隐含

观测量前,对输入数据进行破坏,得到其破损数据

x,并通过式(1)从x 中重构原始输入数据x.为了

减小破坏过程的影响,必须了解输入数据的分布

结构,而隐含观测量y通常被认为是机器学习任

务中学习的新表示,其在破损数据x 和修复的输

入数据x 之间起连接作用.在此启发下,本文将降

噪自动编码器作为任务间知识共享的桥梁,提出

了一种连接优化多任务的降噪自动编码器.用

S={s1,…,sN}和T={t1,…,tN}分别表示两个不

同优化问题P1 和P2 搜索空间(如X1 和X2)中

两个解集合,其中 N 表示每个解集合中解的数

量,解集合中si 和ti(i∈[1,N])可能具有不同的

维度,本文用0进行填充.分别将S和T 作为降噪

自动编码器的输入(输出)层和输出(输入)层,则

P1 和P2 可以通过降噪自动编码器自动建立连

接.
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编码和解码机制相反,

本文通过一个单层映射 M:Rd→Rd(d 是空间维

度)重构破损数据,利用式(2)减小平方重构误差:

Lsq(M)= 12N∑
N

i=1
ti-Msi

2 (2)

本文在输入中添加常量特征si=[si;1]和

ti=[ti;1],并在映射 M=[M,b]中引入偏置,则
式(2)可被简化成式(3)所示的矩阵形式:

Lsq(M)= 12Ntr
[(T-MS)T(T-MS)] (3)

其中tr(·)表示矩阵的迹,则式(3)的解可表示为

普通最小二乘法[20]的闭式解:

M=(TST)(SST)-1 (4)

4 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 MTO算法

假设同时优化两个问题P1、P2,并分别采用

两个独立的基于种群的搜索算法作为基本任务优

化器,MTO算法的工作流程如图2所示.

图2 MTO算法的工作流程

Fig.2 WorkflowofMTOalgorithm

从图2可知,分别给定 P1 和 P2 搜索空间

(如X1 和X2)中两个解集合S和T,本文MTO算

914 第4期 尚青霞等: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的多任务优化算法



法利用降噪自动编码器对此解集合建立跨任务的

连接映射 M,从而在每个问题域的优化过程中发

现有价值的解.通过在线学习的任务映射将当前

空间的解传递到其他任务空间.最后,当预定条件

满足时,整个优化过程终止.

4.1 跨任务映射的学习

假定两个任务P1:{f1,X1}和P2:{f2,X2},

利用降噪自动编码器实现跨任务连接映射的学习

过程如下:

步骤1 分别从X1 和X2 中均匀并独立地

抽取两组大小为N 的解集合S 和T.
步骤2 根据目标函数f1 和f2 分别对S和

T中的解进行升序或降序排序.
步骤3 将排序后的S和T 分别作为降噪自

动编码器的输入(输出)层和输出(输入)层,并利

用式(4)得到跨任务的连接映射M.
由此可知,P1 和P2 有两个任务映射:一是从

P1 到P2 的映射,设置S为输入层,T 为输出层,

用M12表示此映射;另一个是从P2 到P1 的映射,

设置T为输入层,S为输出层,用M21表示此映射.

4.2 两个任务间的知识共享

MTO算法的知识共享是利用学习任务映

射,以问题解的方式呈现.由于作为基本优化器的

基于种群的优化搜索算法包含迭代过程,本文设

定每隔g代进行一次跨任务知识共享,不失一般

性,也可应用其他频率的知识共享.在每隔g 代

迭代中,根据目标函数f1 从P1 的种群中选择q
个最优解,与学习映射 M12相乘,并将其迁移到

P2 中;同时,根据目标函数f2 从P2 的种群中选

择q个最优解,与学习映射 M21相乘,并将其迁移

到P1 中.

4.3 多任务间的知识共享

如果存在两个以上任务,则对任务间进行知

识共享前须对任务进行选择.假设对k个任务优

化,每隔g 代进行一次跨任务知识共享,首先定

义一个k×k的权重矩阵C,并初始化每个元素

Cij=1,其中Cij表示任务fj 帮助任务fi,则选择

任务fj 与任务fi 进行知识共享的概率为

pi=Cij ∑
k

j=1
Cij (5)

在下一代的基于种群搜索算法中,如果从任

务fj 到任务fi 所迁移的q 个解都保存下来,则

通过增加1更新Cij,如Cij=Cij+1.为了简便,本
文将更新步长定义为1,其他步长可根据具体问

题进行设定.对于任务fi 而言,在开始时,其他任

务中的每个任务都具有相同的知识共享概率,而
当某一任务能为fi 提供更多有用知识时,此任务

将占据更大的与fi 进行知识共享的概率.

5 实验及结果分析

5.1 实验设置

本文采用与文献[21]相同基准对所提 MTO
算法的 性 能 进 行 评 估,其 中 包 括9个 常 用 的

MTO基准,每个基准都包含两个具有不同属性

的最小化问题,如函数类型、任务间的交叉程度、

任务间相似度(基于Pearson相关性对任务间相

似度进行定义[21],值越高表示任务间的相似度越

高)等,表1中总结了 MTO基准问题的属性.对
于两个以上任务的测试,本文将 MTO基准中的

7个函数分别作为任务1~7的7个任务,并利用

本文 MTO算法对其同时优化.
在本文 MTO算法中,贝叶斯优化器不能用

于解决变维数等于10的Rastrigin's函数,因此

本文采用遗传算法(GA)和差分进化(DE)算法作

为两种基本单任务优化器,分别用于求解每个

MTO基准中的第1个任务T1 和第2个任务T2.
同时,针对两个以上任务,为了引入更多不同的搜

索偏差,采用粒子群优化(PSO)算法作为基本单

任务优化器.本文主要与文献[14]提出的 MFEA
进行对比,为了公平比较,MFEA中遗传算法采

用SBX交叉算子和多项式变异算子,差分进化算

法采用 DE/rand/1算子,其他参数设置与文献

[14]相同,具体如下:
(1)用于学习任务映射的抽样解数量:ns=

100.
(2)种群大小:对所有优化器,设置种群大小

为100.
(3)最大代数:MFEA为gmax=1000,其他算

法为gmax=500.
(4)独立运行次数:nr=20.
(5)MFEA、GA和DE中进化算子的参数设

置为SBX交叉算子:pc=1,ηc=2,多项式变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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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MTO基准问题的属性

Tab.1 PropertiesofMTObenchmarkproblems

类别 任务 搜索空间 任务性质 相交程度 任务间相似度

CI+HS
Griewank(T1) d=50,x∈[-100,100]d 多峰,不可分

Rastrigin(T2)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完全相交 1.0000

CI+MS
Ackley(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Rastrigin(T2)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完全相交 0.2261

CI+LS
Ackley(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Schwefel(T2) d=50,x∈[-500,500]d 多峰,可分
完全相交 0.0002

PI+HS
Rastrigin(T1) d=50,x∈[-500,500]d 多峰,不可分

Sphere(T2) d=50,x∈[-50,50]d 单峰,可分
部分相交 0.8670

PI+MS
Ackley(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Rosenbrock(T2)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部分相交 0.2154

PI+LS
Ackley(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Weierstrass(T2) d=25,x∈[-0.5,0.5]d 多峰,不可分
部分相交 0.0725

NI+HS
Rosenbrock(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Rastrigin(T2)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不相交 0.9434

NI+MS
Griewank(T1) d=50,x∈[-100,100]d 多峰,不可分

Weierstrass(T2) d=25,x∈[-0.5,0.5]d 多峰,不可分
不相交 0.3669

NI+LS
Rastrigin(T1) d=50,x∈[-50,50]d 多峰,不可分

Schwefel(T2) d=50,x∈[-500,500]d 多峰,可分
不相交 0.0016

子(polynomialmutation)[14]:pm=1,ηm=5.
(6)MFEA中随机交叉概率pr=0.3.
(7)DE中变异率F=0.5,交叉概率 Pcr=

0.6.
(8)PSO中ω 从0.9线性下降到0.4,c1=

c2=2.
(9)跨任务解迁移间隔:g=10;跨任务被迁

移解个数:q=10.
MFEA仅采用一个种群解决两个任务,所以

MFEA最大代数是其他算法的两倍,同时,文献

[16]和[22]分别对DE和PSO算法参数进行设

置,为了清晰地验证跨任务知识迁移的多任务优

化算法的效果,本文不执行单独的局部搜索.
5.2 实验结果与分析

(1)解的质量

本文 MTO算法、MFEA、GA和DE算法在

所有 MTO基准上进行20次独立运行得到的平

均目标值和标准偏差如表2所示.在表中,用粗体

凸显 出 较 好 结 果,采 用 置 信 水 平 为 95% 的

Wilcoxon秩和检验法对实验结果进行检测,并分

别用“+”和“-”表示本文的 MTO算法显著优

于、显著劣于 MFEA.
从表2可知,在 MTO所有基准任务上,采用

跨任务知识迁移的 MTO算法的平均目标值要明

显优于单一任务的GA和DE的平均目标值,而

GA和DE是本文 MTO算法的两个基本优化器,
与单任务GA和DE算法的参数和运算符的配置

相同.通过较好的实验结果证明了本文 MTO算

法能提高优化性能.
与 MFEA相比,本文 MTO算法在18个任

务中有13个任务平均目标值的解质量都明显优

于 MFEA.在CI+HS问题上的任务T2 和PI+
LS上的两个任务中,本文 MTO算法的解接近全

局最 优 0,而 MFEA 仅 收 敛 到 了 局 部 最 优.
MFEA和单任务GA采用相同的搜索机制,并通

过概率遗传交叉进行跨任务知识迁移,所以实验

对比结果进一步间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利用降噪

自动编码器的 MTO算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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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算法在多任务单目标问题上平均目标值和标准偏差

Tab.2 Averagedobjectivevalueandstandarddeviationobtainedbyalgorithmsonthemulti-task

single-objectiveproblem

问题 任务
平均目标值和标准偏差

本文 MTO MFEA GA DE

CI+HS
T1 1.20×10-5±4.70×10-5+ 3.65×10-1±6.73×10-2 1.66×10-1±4.37×10-2 -

T2 2.16×10-2±8.54×10-2+ 1.81×102±4.67×101 - 1.89×102±5.40×101

CI+MS
T1 2.77×10-1±5.18×10-1+ 4.47×100±7.16×10-1 3.12×100±2.75×10-1 -

T2 1.37×101±2.46×101+ 2.19×102±5.88×101 - 1.78×102±5.16×101

CI+LS
T1 2.10×101±4.14×10-1- 2.02×101±5.28×10-2 2.12×101±3.95×10-2 -

T2 6.73×103±9.17×102- 3.69×103±6.11×102 - 6.85×103±8.35×102

PI+HS
T1 3.15×101±5.54×100+ 5.52×102±9.41×101 4.31×102±6.32×101 -

T2 1.74×102±1.99×102- 8.37×100±1.94×100 - 3.06×102±2.16×102

PI+MS
T1 1.77×100±4.84×10-1+ 3.65×100±8.93×10-1 4.19×100±2.98×100 -

T2 1.57×102±5.40×101+ 6.80×102±3.44×102 - 3.36×105±3.56×105

PI+LS
T1 2.30×10-5±4.80×10-5+ 2.00×101±9.31×10-2 3.51×100±5.84×10-1 -

T2 2.35×10-3±3.93×10-3+ 2.07×101±2.93×100 - 2.27×100±1.07×100

NI+HS
T1 6.00×101±2.96×101+ 9.88×102±6.85×102 1.70×103±1.35×103 -

T2 2.84×101±2.25×101+ 2.56×102±6.67×101 - 1.91×102±4.70×101

NI+MS
T1 8.07×10-1±7.13×10-2- 4.31×10-1±6.18×10-2 8.65×10-1±8.12×10-2 -

T2 2.63×100±5.15×10-1+ 2.67×101±3.45×100 - 1.28×101±1.87×100

NI+LS
T1 3.43×101±5.84×100+ 6.14×102±1.17×102 4.18×102±8.92×101 -

T2 7.08×103±9.85×102- 3.69×103±4.56×102 - 6.59×103±7.49×102

(2)收敛速度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 MTO算法的有效性,
本节对采用优化器GA求解任务T1、采用优化器

DE求解任务T2 的迁移解及其平均收敛踪迹进

行分析(其中任务T1 的迁移解是通过任务T2 的

优化器DE进行迁移学习以优化任务T1,任务T2

的迁移解是通过任务T1 的优化器GA进行迁移

学习以优化任务T2).图3描绘了任务T1 中,本
文 MTO算法、MFEA和GA的迁移解及其平均

收敛踪迹.图4描绘了任务T2 中,本文 MTO算

法、MFEA和DE算法的迁移解及其平均收敛踪

迹.图中,F 表示平均目标值的对数,F1 表示目标

值;G 表示与平均目标值的对数或目标值相对应

的代数.
从图3可以看出,尽管本文 MTO 算法和

MFEA在进行跨任务知识迁移时与 GA使用相

同的基本优化器,但两个 MTO算法的搜索过程

明显快于单任务GA.相比 MFEA,本文 MTO算

法从任务T2 的优化器DE中学习的迁移解作用

于任务T1(参见图3(d)10代处,任务T1 从以DE
为优化器的任务T2 中获得高质量的迁移解),并
加速其收敛.对于图3(c),尽管 MFEA收敛到了

质量较好的解,但本文 MTO算法在其收敛速度

上明显优于MFEA.从图中可知,对所有任务T1,
在迭代到50代之前,目标值开始明显下降.由于

DE算法和GA使用不同的搜索机制,从图4可以

看出,尽管 MFEA拥有任务间的知识迁移,但其

DE算法的收敛速度明显优于 MFEA.在任务T1

上,利用本文 MTO算法,通过任务T2 的优化器

DE和任务T1 的优化器GA间的跨任务知识迁

移,能够提高任务T1 的优化器GA的优化性能,
进而提高图3中任务T1 的搜索性能.此外,由于

本文 MTO算法采用DE作为任务T2 的基本优

化器,从图4可以看出,在最初几次迭代中,其与

DE算法具有相同的搜索速度.而本文MTO算法

将从任务T1 的优化器GA中学习的迁移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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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I+MS   (b)PI+MS

  (c)NI+MS   (d)NI+MS最优解

图3 任务T1 上本文 MTO算法、MFEA和GA的迁移解和平均收敛踪迹

Fig.3 ThetransferredsolutionsandaverageconvergencetracesoftheproposedMTOalgorithm,

MFEAandGAintaskT1

  (a)CI+MS   (b)PI+MS

  (c)NI+MS   (d)NI+MS最优解

图4 任务T2 上本文 MTO算法、MFEA和DE算法的迁移解和平均收敛踪迹

Fig.4 ThetransferredsolutionsandaverageconvergencetracesoftheproposedMTOalgorithm,

MFEAandDEalgorithmintask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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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任务T2 的优化器DE(参见图4(d)20代处,任
务T2 从以GA为优化器的任务T1 中获得高质

量的迁移解),从而极大加速提升DE在任务T2

上的优化性能。
(3)在多任务中的性能

将 MTO基准中的7个函数分别作为任务

1~7的7个任务,并利用本文 MTO算法对其同

时优化,采用 GA、DE和PSO作为单任务优化

器.此时的多任务优化问题相比两个任务的优化

问题更为复杂,在此,重新设置跨任务解迁移间隔

参数g=5以增加跨任务知识共享频率.图5为本

文 MTO算法的加权任务选择、随机任务选择和

单任务优化的对比.
从图5可知,采用知识迁移的多任务优化算

法对所有任务的优化性能要明显优于3个单任务

优化算法,而单任务优化算法和多任务优化算法

采用相同的基本搜索机制.多任务优化算法之所

以取得较好优化性能是在于其任务和优化算法间

迁移的有用信息.在优化过程的早期阶段,加权任

务选择的本文 MTO算法和随机任务选择的本文

MTO算法二者优化性能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

着代数增加,加权任务选择的本文 MTO算法能

够选择适宜的任务进行知识共享,所以其在搜索

速度和寻找高质量解方面都拥有更好性能.

  (a)GA(T1)   (b)DE(T2)

  (c)PSO(T3)

图5 本文 MTO算法的加权任务选择、随机任务选择和单任务优化的收敛踪迹

Fig.5 TheconvergencetracesoftheproposedMTOalgorithmwithweightedtaskselection,randomtask

selectionandsingle-taskoptimization

6 结 语

本文基于降噪自动编码器提出了一种新的

MTO算法,该算法在优化多任务中构建任务映

射,进行知识迁移.相比常用降噪自动编码器,本
文并未对降噪自动编码器的隐含观测量进行学

习,而是推导出了一种拥有闭式解的降噪自动编

码器,并利用此降噪自动编码器连接不同的空间.

同时,本文提出的 MTO算法采用基于种群的搜

索算法作为基本优化算法,并详细研究了任务映

射的学习和问题求解的知识迁移.最后,本文采用

常用的 MTO基准对 MTO算法进行综合性实

验,实验结果验证了本文 MTO算法的有效性.从
学习结果可以看出,任务间的关系、相似性等对多

任务优化算法的性能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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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研究中,将继续针对任务间的关联性问题进

行探索,并 将 采 用 多 层 降 噪 自 动 编 码 器 学 习

MTO中非线性任务,以解决更复杂的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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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askoptimizationalgorithmbasedondenoisingauto-encoder

SHANG Qingxia, ZHOU Lei, FENG Liang*

(CollegeofComputerScience,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China)

Abstract:Inspiredbytheremarkableabilityofhumanlearningwhichisabletoperform multiple
taskssimultaneouslyandapplytheknowledgegainedfromonetasktohelpanother,multi-task
learning(MTL)hasbeenproposedandwell-studiedintheliterature.Withsimilarmotivationas
MTL,multi-task optimization (MTO)hasrecently been proposed asa new algorithm for
optimization.Incontrasttothetraditionalsingle-taskoptimizationalgorithm,MTOconductsthe
optimizationprocessonmultipleproblemssimultaneously.ItaimstoimproveMTOperformance
acrossmultipleproblemsbyseamlesslytransferringknowledgebetweenthemonline.Anew MTO
algorithmisproposedbasedondenoisingauto-encoder.Adenoisingauto-encoderisderivedfor
buildingmappingsacrossclosed-formsolution,thusmakingtheproposedMTOalgorithmbeableto
usethesearchpreferencesinducedbydifferentsingle-taskoptimization.Toevaluatethevalidityofthe

proposedalgorithm,comprehensiveempiricalstudiesoncomplexMTObenchmarksetshavebeen

presented.

Keywords:multi-taskoptimization(MTO);multi-tasklearning(MTL);denoisingauto-encoder;

single-taskoptimization;population-basedsearch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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