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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仔细看＿下各组数据。图2ˉ3b的数据看上去是沿曲线分布的,所以假定这组数据是线

性分布的就不合适。图2ˉ3c中有离群值’应考虑对其进行去除离群值的预处理’或者应用便于处理

离群值的其他方法°图2ˉ3d是对数据两两之间没有相关关系但存在离群值的数据集应用线性回归

而得到回归直线的例子°对原本不遵循线性分布的数据强行进行线性回归也得不到好的结果°拿到

数据之后,首先应该进行可视化’再考虑是否进行线性回归°
■

■均方误差的最小化方法

在“算法说明”部分,我们了解了均方误差可用于评估具有不同学习参数的直线°

然而,虽然通过如表2ˉ3所示的数据比较了不同的学习参数产生的误差大小’但我们还不了解

具体的学习参数的计算方法°

本节将介绍如何获得使均方误差最小的学习参数°

尸
■
■
■
■
■
■
■
尸
■
■
■
■
■
巳
■
■
■
■

v表2ˉ3学习参数和均方误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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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ˉ3可以看出’由于学习参数的变化,作为误差函数的均方误差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

说’均方误差可以使用学习参数的函数表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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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将表2ˉ2的数据代人目标变量y′和特征变量X顺’就可以仅用Wo、w｜表示均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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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式是w0、W｜的二次函数’函数图形如图2ˉ4所示。从图2ˉ4∏J以看出’当W0、W｜发生变化

时’误差的值也各不相同°另外’图24上标记星号的点对应于表2ˉ3中的两种情况°表2ˉ3中的

（a）的学习参数与误差函数取最小值时的学习参数＿致,可以看出这是数据点的最佳学习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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