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DBSCAN和 KMeans的⾏⼈聚类 
自动化钱 001 李艺涵 2206123627 

⼀．背景 

        本次作业分别利⽤ DBSCAN和 KMeans算法对 student003数据集中的⾏⼈逐帧进⾏

聚类，并⽣成相关的 gif⽂件进⾏⽐较。 

        DBSCAN和 K-Means是两种常见的聚类算法，⽤于将数据点分组成具有相似特征的

簇。尽管它们在⽅法和假设上有所不同，但都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领域⼴泛应⽤。 

        DBSCAN是⼀种基于密度的聚类算法，通过将数据点分配给⾼密度区域形成簇，并

通过低密度区域将簇分开。相⽐于 K-Means，DBSCAN的⼀个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发现

任意形状和⼤⼩的簇，⽽不需要预先指定簇的数量。它对于噪声点具有鲁棒性，并且能

够在不同密度的区域中有效地识别簇。但是 DBSCAN对于如邻域⼤⼩和最⼩样本数等参

数的选择⽐较敏感。 

        K-Means是⼀种基于距离度量的聚类算法，它将数据点划分为预先指定的 K个簇。

K-Means的优势在于其计算效率较⾼，易于理解和实现。它适⽤于具有球状簇形状的数

据集，并且对于⼤型数据集也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但是 K-Means需要事先指定簇的数

量 K，这对于某些情况下的聚类任务可能是⼀个挑战。 

        在⽐较这两种算法时，需要考虑问题的特点和数据集的性质。如果数据集中存在不

规则形状的簇或噪声点，并且⽆法预先确定簇的数量，那么 DBSCAN更为合适。另⼀⽅

⾯，如果数据集中的簇形状较为规则且簇的数量已知，那么 K-Means更为合适。此外，

对于⼤型数据集，K-Means可能更具可扩展性。 
 

⼆．⼯具及相关设置 

本次作业使⽤ python⼯具包 sklearn及 pandas在 Jupiter Notebook中完成，运⾏环境为

anaconda虚拟环境。所使⽤的代码及⽣成的 gif已上传⾄ GitHub，可在以下链接中查看： 
https://github.com/YihanLi126/Group-Discovery 
 

三．聚类过程 

1. 数据集处理 

由于所给数据集列分割空格不规整，重新读写并添加列标题⽣成新的 txt⽂件以便

pandas读取。随后利⽤ pandas读取数据为 csv，如下所⽰： 



 
为了便于后续聚类处理，⾃定义 Person类将以上数据按照时间戳分别于⼀个以 python 

list为元素的 numpy array中。Person类别包含了 ID以及位置信息，其中位置信息以

⼆元组的形式存储。 

2. 设置 DBSCAN以及 KMeans聚类⽅法 

设置 DBSCAN	𝜖邻域为 2.5，MinPoints为 5；设置 KMeans聚类类别为 3类。提取出

每⼀帧各个 Person的位置信息分别⽤两种⽅法进⾏聚类，给出第⼀帧效果图如下： 

 
可以看到，在该情况下，DBSCAN聚类中出现误差，将距离较远的点聚为⼀类的（图

中浅蓝⾊点），⽽ KMeans较好地完成了聚类，出现了设置的 3个类别。 

3. ⽣成 gif⽂件 

将以上操作逐帧重复，利⽤ matplotlib⽣成相应的 gif⽂件 



四．结果评估 

经过多次对于 DBSCAN参数的调整，观察并证实了 DBSCAN对于邻域⼤⼩和最⼩样本

数这两个参数的⾼度敏感性；同时在本次任务中 DBSCAN容易出现将上述将距离较远的

点聚为⼀类的错误。经过对⽐，发现在本次聚类任务中 KMeans的效果优于 DBSCAN，

分析是由于 DBSCAN基于密度聚类，将簇定义为由密度可达关系导出的最⼤的密度相连

样本集合，⽽本次任务中⾏⼈密度不均匀、聚类间距差相差较⼤，加之所选⽤的参数不

⼀定是最优的，导致 DBSCAN聚类效果较差。 

五．总结 

在本次作业中，通过代码搭建 DBSCAN和 KMeans算法运⾏框架并进⾏测试，我对⼆者

的⼯作特点以及适⽤情况有了进⼀步的认知，有了较⼤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