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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细胞神经网络稳定点研究可以为联想记忆提供理论支持"但是"以往没有对陟槽型激

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进行研究$陟槽型激活函数是包含单位型增益型激活函数"因此其应用范

围更广$文章主要研究了使用陟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中细胞平衡点数量的范围"通过研

究细胞神经网络参数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些网络稳定的充分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以及细胞神经网

络的输入和输出能够得到细胞神经网络的权值范围"并且可获得该网络每个细胞平衡点数量的范

围"得出其值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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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数值模拟证明文中提出的理论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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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首次提出了细胞神经网络模型%并对其进行了理论分析'目前%细胞神经网

络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其可用于模式识别&图像处理%以及联想记忆等各种工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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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稳定性问题是实现细胞神经网络联想记忆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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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稳定性问题中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

量问题又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目前还没有针对陟槽型激活函数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量研究%因此对其研究

很有意义'

目前%有很多文献对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量进行了研究%将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的研究成果可以应用

到联想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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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分析联想记忆的存储容量提供依据'对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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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关于整个细胞神经网络的平衡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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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和关于细胞神经网络中某个细胞的平衡点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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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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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研究了单位型&门限型和负斜率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而对陟

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没有进行研究%并且陟槽型激活函数是包含单位型增益型激活函数%所以对陟

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进行研究很有必要'所谓陟槽型激活函数就是指细胞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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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该激活函数就是单位增益型激活函数'陟槽型激活

函数使得细胞神经网络非线性函数取值范围扩大%从而陟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应用范围更广'

文中将对陟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进行研究%分析其稳定性及平衡点数量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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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量分析

考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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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细胞神经网络%这个网络可以用微分方程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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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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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根据定理或推论给出一个细胞神经网络参数设计过程'

步骤
+

!

确定陟槽型激活函数中
S

的值%给出细胞神经网络激活函数的表达式(

步骤
)

!

选定细胞神经网络要满足那些定理或推论(

步骤
!

!

确定克隆模板
)

&正参数
.

5

W

和模板
/

的值(

步骤
,

!

由步骤
)

中选取的定理或推论%得到连接权矩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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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之间的关系(根据给定的细胞神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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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范围(

步骤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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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连接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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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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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值和向量
4

的范围%给出细胞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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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

!!

细胞神经网络的输入和输出如图
)

所示%图中白格子

代表
+̀

%黑格子代表
+

'通过设计细胞神经网络参数实

现从输入#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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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输出#见图
)

#

N

$$实际上就是一个

完成联想记忆的过程%因此文中的定理和推论是可以实

现细胞神经网络的联想记忆的'

接下来%设计一个细胞神经网络可实现当输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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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输出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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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B

!

根据参数
)

%

1

和
/

的值和
4

的值%构造细胞神经网络'

图
;

!

细胞状态的时间响应图$从图中可知每个细胞平衡点的数量

根据上述步骤可得到一个细胞神经网络'为这个细胞神经网络随机地给出
+**

个的初始状态%可得图

!

%从图
!

中可看成细胞神经网络中每个细胞平衡点的个数'

在实验中%如果
Sc)

时该激活函数就成了单位增益型激活函数'而陟槽型激活函数取值更为灵活%就

可根据问题需求来自由定义
S

取值%因而%陟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适用范围更广'

;

!

结
!

论

文中对使用陟槽型激活函数的细胞神经网络平衡点数量进行研究'通过研究细胞神经网络权值之间的

关系%给出细胞神经网络稳定的条件%并且获得了网络中每个细胞的平衡点数量范围'最后通过数值模拟%

给出了细胞神经网络的平衡点的数量范围%将该理论应用到联想记忆中%并证明了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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