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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T 01
论 文 总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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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方面

• 作曲
• 情感
• 演奏风格

• “民歌”

• 数据集获取
• 乐器活动检测
• 多特征
• 音乐信息检索

• 推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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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T 02
部 分 模 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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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IDI音乐的深度学习自动作曲研究_杨镇
华南理工大学2020.5

• 关键词：自动作曲;MIDI;词向量模型;音符特征向量;自注意力机制

• 提出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动作曲模型———Bi-GRU网络和自注意力机制的自动作
曲模型

• Bi-GRU网络的结构是双向的，使得它不仅能捕捉音符序列的前向依赖，也能捕捉音
符序列的后向依赖，更善于处理较长序列的预测问题。

• 自注意力机制通过控制音符之间的注意力权重灵活的表示音符之间的联系性，突出音
符之间重要信息，使得最终得到的是音符序列预测更好的表示。



基于马尔可夫模型和神经网络的民歌作曲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2020.5

• 关键词：人工智能;升降采样;双向门控循环神经网络;民歌

• 升降采样编码方法，对特征表示进行优化——解决问题：传统研究当中，将旋律的音高与时值分
别提取作为独立训练特征，未能表征出音高与时值之间的节奏关系

• 以中国民族音乐典型二声部民歌作为研究对象，提出将马尔可夫模型、双向门控循环神经网络、
曲线拟合三种算法相混合设计的作曲网络结构：

• ①针对民歌创作中的动机规律构建民乐知识规则，利用马尔可夫模型生成动机序列，为后续
算法作曲提供总的初始条件

• ②采用能挖掘上下文音符语义信息的双向循环神经网络，对采集的MIDI民歌素材进行风格
学习，结合①生成一声部民歌旋律

• ③研究了二声部民歌声部之间旋律的关系，采用曲线拟合的方法对二声部旋律建模，并通过
与Google实验室的作曲算法模型进行实验对比分析，证明了本文构建的作曲网络模型可以
生成带有典型民族风格的乐曲



音乐流派的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分类比较
宜宾学院学报2020.12

• 关键词：音乐流派；决策树；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BP神经网络；Keras

• 基于音乐数据集GTZAN，对决策树、逻辑回归、随机森林、支持向量机、BP神经网络以及基于

Keras框架的全连接神经网络进行实验比对.首先将音频数据转换为谱图，然后从谱图中利用

Python工具包Librosa提取音频特征，把这些特征数据作为输入数据提交给各分类模型，进而对

输出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实验结果表明，在音乐特征数据上，采用10折交叉验证法的分类准确率

从高到低依次是BP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逻辑回归、随机森林、决策树，基于Keras框架的神

经网络的训练效果次于支持向量机。



基于乐谱识别的深度学习算法作曲系统
南京艺术学院2020.6

• 关键词：算法作曲;音乐深度学习;乐谱识别;音乐数据预处理;

• 本研究通过OMR乐谱识别系统对音乐数据进行采集，来构造数据库。乐谱识别技术的本质，是

把人类阅读乐谱的理论规则、行为习惯贯彻到机器上的智能模拟。

• 本研究的深度学习模型，基于LSTM网络，Bi-LSTM网络，共构建了三种不同的神经网络模型并

加注意力机制。本研究中利用计算机深度神经网络创作了包含旋律与和声所组成的乐曲,并存储为

数字化格式，最终进行音乐音响的音频回放。成果的展现具体包括:计算机自动生成音乐动机，并

发展旋律;给计算机输入一个音乐动机，由计算机发展音乐。



音乐信息检索技术：音乐与人工智能的融合

关键词：人工智能；音乐信息检索技术；音乐科技

近20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海量的数字音乐。音
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rticleIntelligence，AI）相
结合，产生了MIR，成为音乐科技领域的重要组
成部分。MIR以音乐声学为基础，基于音频信号
处理提取音频特征，后端大量采用AI中的各种机
器学习技术。目前，MIR已成为一个很大的科学
研究领域。

《艺术探索》2018.9



人工智能对中国音乐产业链的渗透与革新
《现代传播》2019.12

• 关键词：人工智能;音乐产业;音乐科技;大数据

• 当今AI作曲系统的开发大多从谷歌的Magenta开源代码开始生长发芽。

• 目前在国内，由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人工智能创造力团队负责研发的AI音乐技术，已经能够

基于和弦、节奏、旋律交叉等多项音乐元素进行内容创作，集作曲、作词、编曲、演唱等多项音

乐创作力于一体，相当于一支完整乐队。如今，此项技术已在央视及各省市综艺节目中多次验证，

并成功实现了商业化与产业化输出。2017年末，虾米音乐首次推出了“探乐计划”，将AI技术

融入虾米APP。用户通过选择曲风、节奏、心情等关键词可实时打造属于自己的曲子，达成人机

共同作曲。



RART 03
发 展 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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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曲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探究
《艺术探索》2018.9

• 关键词：算法作曲；人工智能作曲；音乐情感计算；混合型算法作曲

• 多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被运用到作曲中，主要包括马尔科夫链、神经网络、遗传算法，以及多

种混合型算法等。

• 这些作曲算法在当前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优劣势，所创作的音乐作品风格和体裁还比较单一，且

可听性不高。随着用户对作曲系统智能化程度要求的提高，人工智能作曲的发展正在呈现以下趋

势：

• 以多算法组合优化为方向

• 以多源音乐情感识别与优化推理为基础

• 中国民族音乐人工智能作曲系统发展空间广阔

• 人工智能作曲与机器人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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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谢 您 的 观 看

汇报人：何雨萌 陈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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