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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番茄汁糖酸度分析研究

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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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平!应义斌

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

<;..!"

摘
!

要
!

近红外光谱应用于农产品内部品质无损检测的方法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分析过程中建立一个

稳定可靠的模型用于处理非线性数据集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有一定难度的#目前常用的偏最小二乘'

CO/

),

主成分回归'

CIT

)以及逐步多元线性回归'

/YOT

)等方法还不能解决这类问题#文章提出了将基于统计学原

理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O/-/$Y

)回归方法用于番茄汁的近红外'

(MT

)光谱分析!预测番茄汁品质'糖度

和有效酸度)#运用
O/-/$Y

方法以
+A

个番茄汁样本建模!采用高斯径向基函数'

TVF

)为核函数!对
<<

个

样本进行糖酸度预测!糖度的相关系数为
.'"".!,

!均方根标准预测误差为
.'..,+nV3:W

$有效酸度的相关

系数为
.'"+A,

!均方根标准预测误差为
.'.!#,

#结果表明!

O/-/$Y

方法要优于
CO/

和
CIT

建模方法!

是一种快速,准确的近红外光谱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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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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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是人们十分爱吃的果类蔬菜#用番茄榨汁得到的

番茄汁!不仅具有鲜美的颜色和适口的味道!还含有维生

素,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营养价值非常高#对于保护血

管!防止高血压和心脏疾病!也有一定的作用#目前!市场

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番茄汁饮品!其产品品质受到人们的

关注#糖度和酸度是衡量番茄汁品质的主要理化指标!对于

番茄汁的色泽,口味和营养都有重要的影响#

偏最小二乘'

CO/

),逐步多元线性回归'

/YOT

),主成

分回归'

CIT

)是近红外定量分析的主要建模方法*

;

+

#但是

当样品数量较少或变量'波长)较多!模型非线性!就会出现

%过拟合&和%欠拟合&问题!产生较大的误差#近年来新提出

的%支持向量机&算法能限制过拟合和欠拟合!而且因其采

用核函数算法!能有效处理非线性数据集*

!

+

#

支持向量机'

4H

))

%32U012%3?61P:704

!

/$Y

)是
$6

)

7:>

等提出的一种用于分类与非线性回归的方法!属于神经网

络和非线性建模的范畴*

<

+

#由于
/$Y

在实际应用中表现出

传统学习方法没有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讲得到的是全局最

优点!避免了神经网络方法中的局部极小值问题!因此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

!

#

+

#张录达等以中药大黄样品作为实验

材料!通过
/$Y

近红外光谱法建立大黄样品真伪识别模

型!识别准确率达到
"+'AAX

*

,

+

#张录达等还采用四种不同

核函数方法对小麦样品蛋白质含量与小麦样品近红外光谱

进行
/$Y

回归建模!预测结果的相关系数均在
.'"A

以上!

平均绝对误差小于
.'<!

*

+

+

#白鹏等提出了一种基于支持向

量机的混合气体红外光谱组分浓度和种类分析的新方法#

混合气体组分浓度实验结果的最大平均绝对误差为

.';<!X

!混合气体组分种类识别的准确率大于
"#X

#解决

了传统的光谱分析中光谱特征谱线重叠,光谱数据的维数

大,定性和定量分析无法使用同一方法等问题*

A

+

#最小二乘

支持向量机'

&06424

S

H6304H

))

%32U012%3?61P:704

!

O/-

/$Y

)是经典
/$Y

的一种改进!以求解一组线性方程代替

经典
/$Y

中较复杂的二次优化问题!降低了计算复杂性!

加快了求解速度*

*

+

#姚肖刚等人将
O/-/$Y

应用于汽油辛

烷值近红外光谱分析!计算量显著减少!特别适合于在线应

用!预测精度显著优于多元线性回归'

YOT

)以及偏最小二

乘'

CO/

)等方法*

"

+

#

IP6H1P638

等把
O/-/$Y

用于非线性近

红外光谱分析!应用于构造预测葡萄酸度的轻便式传感

器*

;.

+

#

9&04467836

等在奶粉掺杂物'淀粉,乳清和蔗糖)含量

的定量分析中将
O/-/$Y

与近红外光谱相结合!建立的预

测模型精确度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更好*

;;

+

#

本文运用
O/-/$Y

建模方法对鲜榨番茄汁的
(MT

光谱



数据进行建模预测处理!对
O/-/$Y

建模方法得出的预测

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比较了
O/-/$Y

!

CO/

和
CIT

方法对

鲜榨番茄汁品质预测的结果#

;

!

材料和方法

('(

材料

试验用的番茄样品均为直接从超市购买的普通番茄!

把表皮清理擦净后!用市售榨汁机榨出番茄汁!然后过滤!

再将过滤所得溶液离心!取清液作为样本!依次作好标记#

将样本放进冰箱!冷藏一天后取出!在
!,j

的条件下放置

AP

#所有试验均在
!,j

左右室温下进行#总共
;..

个试验

样品!分为校正组,预测组两组!数量分别为
+A

和
<<

个#

(';

!

仪器及工作参数

番茄汁的近红外透射光谱采用
(0WH4

傅里叶变换近红

外光谱仪及其相应的透射附件进行采集#光源为
,.[

石英

卤素灯!检测器选用
M7B694

!液体样品池为
;??

光程的

石英比色皿#试验采用
DY(MI+';

'尼高力仪器公司!美国)

软件进行光谱参数设置和光谱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光谱采

集参数为(测量波长范围
;!,..

"

#...1?

@;

!扫描次数

+#

!仪器分辨率
#1?

@;

!动镜速度
.'"#"#1?

"

4

@;

#采集

样品光谱前以空白比色皿为背景进行背景光谱采集#

样品的糖度测定具体参照食品卫生检验方法理化部分

总则'

BV

-

R,.."';@!..<

)#用
CT-;.

型手持糖量计'日本

9R9BD

公司 )测量糖度#样品的有效酸度测定参照卫生检

验方法理化总则'

BV

-

R,.."';@!..<

)及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方法'

BV

-

R;!#,+@".

)#用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生

产的
/̂-#9

型实验室
)

L

计进行测定#

('D

!

光谱处理和数据分析

(0WH4FRMT

光谱仪所获得的光谱为原始吸收光谱!利

用
DYM(MI+';

对原始吸收光谱进行处理!提取光谱的有效

信息#常用的光谱数据预处理方法有平滑和微分两种方法#

平滑方法可去除光谱信号中高频噪声的干扰!较多的平滑

点数可以使信噪比提高!但同时也会导致信号失真#微分方

法可消除基线和背景的干扰!提高分析精度!但是原始光谱

经微分后!噪声增大#本研究采用平滑处理#

数据分析使用
(:1%&02

公司智能定量分析软件
Rd976-

&

5

42U+'!';

软件!提取光谱的主成分信息!并结合
Y62-

&6Q+';

#通过
O/-/$Y

建立校正模型!最后用预测样本通过

回归分析来评价校正模型的精度#

!

!

结果与分析

;'(

!

番茄汁的近红外透射光谱

光谱采集在相同的实验条件下进行!得到原始光谱图

如图
;

所示#

!!

由于原光谱峰值出现在
A<..

"

#!..1?

@;之间!且在

此范围内噪声比较小#因此本实验中用来建模的数据为此

波段的吸收值#

;';

!

糖酸度测量结果

样品糖度'

/I

)测量结果为(最大值
,',nV3:W

!最小值

#'.nV3:W

!平均值
#'+AnV3:W

!标准偏差
.'!<nV3:W

#样品有

效酸度'

$9

)测量结果为(最大值
)

L#'*.

!最小值
)

L

#'<<

!平均值
)

L#',#

!标准偏差
)

L.'."

#表
;

为校正集

与验证集样品的糖酸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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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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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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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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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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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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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的建立与预测分析

利用样品的原始光谱
A<..

"

#!..1?

@;的
;+;!

个数

据点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
;.

个主成分!以
+A

个建模样品

的
;.

个主成分信息作为
O/-/$Y

学习的输入因子!核函数

采用径向基函数'

TVF

)

*

;!

+

!通过
Y9RO9V

语言设计
O/-

/$Y

建模分析程序#所建立的模型预测集与校正集的相关

系数'

Z

)和均方根误差'校正集均方根误差
TY/aI

!预测集

均方根误差
TY/aC

)如表
!

所示#糖度的预测精度优于有

效酸度!这可能是由于在试验过程中!果汁容易发生化学反

应!影响了其
)

L

值!使得其预测准确度下降*

;<

+

#

!!

利用已建立的
O/-/$Y

模型对
<<

个已知糖度的样品进

行预测!番茄汁糖度预测值和真实值的对应关系如图
!

所

示!其中样本集的相关系数'

Z

)为
.'"".!,

!均方根标准预

测误差'

TY/aC

)为
.'..,+nV3:W

#

=1>./;

!

81.%>*1<%3+1+0R1.%01<%3+*/5B.<534IF9F_J2/<630

组分
校正集'

+A

个样品)

Z TY/aI

预测集'

<<

个样品)

Z TY/aC

/I .'"#+"# .'.!#A .'"".!, .'..,+

$9 .'";,!+ .'.<+, .'"+A,. .'.!#,

$%

&

';

!

]/.1<%3+56%

-

>/<M//+<6/2/15B*/01+0

-

*/0%,</05B

&

1*,3+</+<5>

H

IF9F_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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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O/-/$Y

方法建立的模型对
<<

个已知酸度的样品

进行预测!番茄汁糖度预测值和真实值的对应关系如图
<

所

示!其中样本集的相关系数'

Z

)为
.'"+A,.

!均方根标准预

测误差'

TY/aC

)为
)

L.'.!#,

#由此可知!

O/-/$Y

所建

立的模型能较好地预测番茄汁的糖度和有效酸度#

$%

&

'D

!

]/.1<%3+56%

-

>/<M//+<6/2/15B*/0

_K1+0

-

*/0%,</0_K>

H

IF9F_J

!!

为了比较不同建模方法的特点和优劣!采用偏最小二

乘'

CO/

)和主成分回归'

CIT

)二种建模方法所得的结果与先

前所得结果进行对比!由表
<

可以看出!对于糖度和有效酸

度二种组分!

O/-/$Y

方法的
TY/aC

均小于
CO/

和
CIT

方法!相关系数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说明
O/-/$Y

方

法的预测准确度高!优于
CO/

和
CIT

方法#

在理化指标与光谱信息的变化关系呈非线性时!传统

的
CO/

和
CIT

方法就很难达到预测目标!这是因为这些方

法的处理过程是依靠找出光谱变量中的线性相关性来实现

的*

+

!

;#

+

#在这一方面!

/$Y

方法凭借其解决非线性关系的

能力以及其广泛的适应能力!可以较好地处理非线性数据

集#

!!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建模方式的选择一般倾向于建模

方法尽可能简单*

;,

+

#

O/-/$Y

方法在建模精确度和处理非

线性问题时比
CO/

和
CIT

方法更可靠$在处理速度上!

CO/

方法比
O/-/$Y

方法更有优势#所以在选择时应该根

据具体问题的不同特点决定#

=1>./D

!

)*/0%,</0*/5B.<5>

H

IF9F_J

!

)IF1+0)8]

I%?

)

%7072

O/-/$Y

TY/aC Z

CO/

Z TY/aC

CIT

TY/aC Z

/I .'..,+ .'"".!, .'.!*A .'"*<*! .'.,A. .'"<"<;

$9 .'.!#, .'"+A,. .'.<!. .'",!A< .'.!", .'"#;!*

<

!

结
!

论

!!

本文通过应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

O/-/$Y

)建模方法

对番茄汁糖酸度分析!并且对比偏最小二乘'

CO/

)和主成分

回归'

CIT

)建模方法!可以看出
O/-/$Y

方法得到的预测

结果要优于
CO/

和
CIT

法#运用
O/-/$Y

方法!样本糖度

的相关系数'

Z

)为
.'"".!,

!标准预测误差'

TY/aC

)为

.'..,+

$样本有效酸度的相关系数'

Z

)为
.'"+A,

!标准预测

误差'

TY/aC

)为
.'.!#,

#结果表明!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

量机的建模方法较偏最小二乘和主成分回归建模方法更具

优势!能减少或消除%过拟合&及%欠拟合&现象所造成的误

差!并且可以更好地解决非线性数据集的建模问题!在实际

复杂的
(MT

分析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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