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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阿里音乐拥有数百万的曲库资源，拥有数亿人次的用户试听、收藏等行为。

希望以用户的历史播放数据为基础，通过对音乐平台上每个阶段艺人的试听量的

预测，挖掘出即将成为潮流的艺人，从而实现对一个时间段内音乐流行趋势的准

确把控。 

我们分别从数据处理，数据分析，结果评价和结果展示四个部分入手，解决

对于音乐趋势的预测问题。 

2 问题陈述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过去 6 个月的历史用户行为中，对将来 2 个

月的歌曲播放量进行预测。 

比赛中提供了两个数据表：用户行为表和歌曲信息表。 

表 1 用户行为表 

 

 

 

 

 

 



表 2 歌曲信息表 

 

在天池平台上，我们需要提交一份对每个艺人在 9.1~10.30 的 60 天内每天的播放

数据作为测评数据。文件中每一行包括艺人 ID, 日期以及播放量。评价指标如下

图所示。 

 

图 1 测评标准 

3 技术方案 

3.1 数据预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是类似 log 信息的条目，为了避免后续重复统计，需要先统计

每天的播放量。这里我们使用了两个维度的统计角度，从歌曲角度统计和歌手角

度统计。 



得到每日播放量的数据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 3 每日播放量 

 

3.2 数据分析 

 

因为最后需要提交的测评结果是每位艺人在 9.1~10.30，这 60 天的歌曲播放

量，很自然地会先从歌手角度入手进行分析。选取 ID 为“5e2ef5473cbbdb33 

5f6d51dc57845437”的歌手进行数据分析，首先绘制播放量、下载量和收藏量随

日期变化的曲线，如图 2 所示。同时对下载量和播放量的关系，以及收藏量对播

放量的关系，进行绘图，可以得到图 3 展示的散点图。 

 

图 2 播放量、下载量和收藏量曲线 



 

图 3 下载量、收藏量与播放量的关系 

从图 2 可以看出，歌手的播放量大约为下载量的 5 倍，收藏量几乎可以忽略。

同时播放量曲线的波动较大，呈现周期性。在图 3 的散点图中，蓝色点代表下载

量与播放量的关系，红色点表示收藏量和播放量的关系。由于收藏量很小，而且

相比于呈现正相关的下载播放量，体现不出明显的相关关系。所以我们接下来重

点分析下载与播放之间的关系，而不再考虑收藏量对播放的影响。 

3.3 均值模型 

通过仔细的分析后，我们发现除了个别发布了新歌的歌手外，其他歌手的播

放量基本呈现一个比较平稳的趋势。所以我们首先采用均值模型，对预处理后的

每日播放数据进行预测。均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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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朴素的均值方法可以得到稳定的播放趋势，基本符合未来歌曲趋势的预

测。因为日期距离预测时间越近，越能拟合最终的结果，所以我们分别使用最近

6 天、7 天、8 天的数据，做均值分析。比较结果如图 4 所示，根据测评结果，

最近 7 天的均值最接近真实值。 



 

图 4 不同时间长度的均值对比 

3.4 星期特征抽取 

用户收听歌曲的频率和日期存在一定的关联，所以在播放曲线中体现出了周

期性，在图 5 中可以看出周中比周末的收听量大。在加入星期的特征后，我们将

每个星期中周一到周日的播放趋势，叠加到之前计算好的 7 天均值上，重复每周

的播放趋势。这个方法得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最终得分提升了 8.3%。 

 

图 5 一周中每天的播放量趋势 



3.5 歌曲特征抽取 

如果将一位歌手的所有歌曲都单独进行播放曲线的绘制，我们可以从图 6 看

到歌曲之间是有相似的走势的，所以我们对一个歌手的歌曲进行聚类，再分别对

每个小类的歌曲趋势进行预测。 

 

图 6 歌曲趋势 

 我们采用 DBSCAN 算法，对歌曲进行聚类。其中距离的度量方法是直接将两

首歌曲的播放量，以日期为基准两两相减，再将绝对值类和得到。选择时间序列

分析中的 ARIMA 模型，分别对每个类别进行趋势预测。最后得到的得分相比星

期特征提取方法提升 11.6%。 

4 实现与结果分析 

 代码实现部分基本上使用 Python 语言进行编程，结合 Jupyter Notebook 程序

开发。由于这次的比赛只要求提交预测结果进行测评，我们没有建立完整的工程

代码，主要使用 Notebook 提供的在线代码片段编辑功能进行数据处理、数据预

测的工作。代码片段保存在 preprocess.ipynb、analyse.ipynb、result.ipynb 文件中。 

 在第一季结束时，我们的队伍排名 211 名。 



 

图 7 第一季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