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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被应用到多个领域。其中音乐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工智能的
加入。由于现代音乐的创作风格较为单一，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科技技术，人工智能作曲的发展将会给音乐领
域带来全新的突破，包括神经网络、遗传算法以及多种混合型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被运用到音乐作曲中，突破传
统作曲理念，为音乐作曲发展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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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常被冠以科幻的色彩，近年来，人工智

能的发展已经发展到各个领域中。音乐作为人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作曲方面更是不拘于传统形式，随

着时代的变化产生不同的音乐风格。新世纪的发展也让

音乐风格发生着巨大变化，人工智能在音乐领域的发展，

给音乐的作曲带来新的进展。人工智能作曲将人类的情

感表达、审美、创造力等感知力与科技技术相结合，不

仅创造出具有时代潮流的新奇感，还能大大节省作曲的

成本，提高音乐的表达效果。

1人工智能作曲的含义
1.1人工智能作曲的概念
人工智能作曲简称 AI作曲，属于算法作曲的一种，

是运用人工智能算法技术进行机器作曲的过程。在进行

人工智能作曲时，作曲人的介入相对于较少，大部分由

机器运行。在计算机辅助算法操作系统中，人工智能可

以模拟出作曲人的创作思维，提高人工智能作曲的自动

化 [1]。

 1.2人工智能作曲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作曲的发展离不开算法作曲。算法作曲

也被称为自动作曲，是人使用某种形式化过程在计算机

上进行的音乐创作。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人工智能

的概念在达特茅斯会议上被首次提出。由于当时计算机

价格较贵，性能方面单一，使用困难等问题，人们普遍

接受不了，所以在计算机发展较为成熟和普遍时，人工

智能技术才开始得以发展。最早由计算机生成的音乐作

品是，1956年列哈伦·席勒创作的弦乐四重奏《伊利

亚克组曲》。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作曲系统的发展打

开了人工智能作曲领域的大门。最早成熟的古典音乐作

曲系统是 1995年阿尔佩研发的 EMI作曲系统，再现莫

扎特、巴赫、肖邦等已故作曲家音乐风格的作品。2010

年格奥尔等人研发的 Anton作曲系统，实现了算法作曲

的自动化程度。进入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作曲的发

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突破。人们从根本上改变了算法作

曲的机械和情感空白等情况，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极大提

高了人工智能作曲的质量。最终生成较为成熟的人工智

能音乐作品 [2]。

1.3人工智能作曲的分类算法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作曲结合人们的

生活情况，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使用较为广泛的

有遗传算法、马尔科夫链、人工神经网络、混合型算法等。

（1）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在进行人工智能作曲时，使用合适的

适应函数演化染色体的算法。在现代科技发展中，遗传

算法较为成熟，实现简单。在人工智能作曲中，可以通

过提取人类遗传信息和人类对音乐的感知，创作出具有

情感的音乐作品 [3]。

（2）马尔科夫链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随机过程，具有周期性、不可

约性、遍历性和重现性。但马尔科夫链在人工智能作曲

中，只能给出下一个可能出现的音符，而不是一段旋律

片段，没有连贯性。

（3）人工神经网络                                                             

人工神经网络是现代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

是对人脑神经元网络进行抽象处理，建立某种模型，以

不同的连接方式组成神经网络。在人工智能作曲上可以

提取人的神经元对音乐旋律特征信息，构建具有情感的

神经网络，融入在人工智能作曲中，使音乐更加具有完

整性。

（4）混合型算法                                                                  

混合型算法是一种将多种不同的算法进行组合的

一种新型模式。在人工智能作曲中结合多种算法的特点，

模拟作曲人的创作思维，使作品更趋向于人性化，丰富

音乐作品 [4]。

2人工智能作曲的意义与趋势
人类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个人的情感，随着人类

情感的变化，同一首音乐作品作品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形

式。而人工智能作曲的兴起，可以实现人工和机器的合

作完成一首音乐作品。人工智能可以提取人类的情感，

自动识别乐谱以及对人类情感的推理，在进行人工智能

作曲中主动与用户完成智能作曲等任务。随着国家科技



32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2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的发展，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音乐领域

的人工智能作曲发展更是成为一种未来发展的潮流趋

势。

（1）识别音乐情感优化情感推理的发展趋势

在现代人工智能作曲方面，大部分智能化系统较

低，只能通过简单的机械分析进行表面的音乐作曲，缺

少对人类音乐情感的识别体系，对人类音乐情感的表达

不够完整。人工智能作曲发展时，在基于表层学习的同

时，深化对人机智能互动作曲系统的建构，使作品情感

和其他方面音乐表达更完整。

（2）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作曲的合作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作曲是依靠机器的辅助来进行实现的，

但随着机器人的发展，综合国内外音乐机器人的研究成

果，在音乐机器人智能作曲基础上，实现情感的表达是

人工智能作曲未来发展的必要趋势。实现人工智能作曲

的情感化目标。

（3）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智能作曲系统

由于我国民族音乐的资源较为丰富，但人工智能

作曲技术较为落后，但外国的人工智能作曲系统相对成

熟，可以引进国际上的人工智能作曲技术，深度分析中

国民族音乐，构建中国民族音乐人工智能作曲系统，发

展传播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5]。

3结束语
人工智能作曲是一种新型科技，面对国家未来的

科技发展，人工智能作曲技术还有待完善。本文阐述了

人工智能作曲的发展现状，分析了人工智能作曲未来的

发展趋势及意义。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提高音乐创作

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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