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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智能手机的电池能力却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导致电池的续航能力经常会成为用户使用智能手机时的体验瓶

颈.为了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一种可行的方法是为用户提供电池续航时间预测

用户更加高效地规划其使用,从而能够提高其使用体验

常比较简单,较难在真实场景下发挥实际用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出了一个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模型.为了验证模型的效果

进行了实验验证.结果显示,用户在发起查询时的使用行为

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电池续航时间预测.总体来说,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显著提升预测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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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智能手机软硬件能力高速发展的同时,

这导致电池的续航能力经常会成为用户使用智能手机时的体验瓶

方法是为用户提供电池续航时间预测.准确的电池续航时间预测能够帮助

从而能够提高其使用体验.由于缺乏高质量数据的支持,现有电池续航时间预测方法通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基于一组细粒度大规模真实用户数据集,提

为了验证模型的效果,本文基于 51 名用户 21 个月内的细粒度使用数据

用户在发起查询时的使用行为、在当前会话内的使用行为、以及其历史使用习惯能够

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显著提升预测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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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phones and smartphone apps have undergone an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smartphone battery 

technology hasn't been able to keep pace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apacity and the functionality of devices and apps. As a result, 

battery has always been a bottleneck of a user's daily experience of smartphones. An accurate estimation of the remaining battery life 

could tremendously help the user to schedule their activities and use their smartphones more efficiently. Existing studies on battery life 

world smartphone usage data at scale. This paper presents a novel method that uses 

art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for battery life predic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and real-time usage traces collected from 

smartphones. The method is evaluated using a dataset collected from 51 users for 21 months, which covers comprehensive and fine- 

grained smartphone usage traces including system status, sensor indicators, system events, and app status. We find that the battery life of a 

ses the device at the real-time, in the current session, and in history. As a 

conclusion, the proposed model could significantly raise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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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2007年初代 iPhone发布以来,智能手机及智能手机应用(Application)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今天,智

能手机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市场上每年都会新上市超过百种新型号的智能手机,

其均会搭载能力强大的硬件,包括大尺寸的屏幕、高频率的 CPU、高容量的存储等等.在硬件能力得到极大发

展的同时,智能手机应用也在蓬勃发展.如今,以苹果Appstore和Google Play为代表的应用市场上均已经包含了

超过 200万个应用.可以认为,硬件与软件的协同增长使得智能手机的地位日益重要. 

但是,一直以来,相比于其它硬件,智能手机电池能力的增长始终较为缓慢.对于绝大多数智能手机,其电池

只能支持至多一天的使用.当使用较为频繁时,电池的消耗速度更是会急剧加快.可以认为,较短的电池续航时

间会较为严重地影响用户使用智能手机的体验,电池续航能力已经成为了智能手机各项软硬件能力中的短板.

因此,用户经常需要随身携带移动电源或是其它便携式充电设备以随时进行充电,或者不得不减低使用智能手

机的强度以延长续航时间.由此可见,如何减少电池能力的不足对用户使用带来的不便,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际价

值的研究问题. 

目前,现有工作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方法包括降低手机硬件的能耗[1-4]、限制不必要的资源

分配等[5-7].可以看出,多数已有工作的思路为提高电能的使用效率,以达到延长电池续航时间的目的.但是在实

际当中,多数提高电能效率的方法(例如将手机调整至“省电模式”)同时伴随着限制手机功能的风险(例如在“省

电模式”下无法访问网络),因而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对用户的使用体验造成影响.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另一种思路应运而生:不试图延长电池的续航时间,而是在现有的续航时间限制下,尽

可能提高用户的电量相关使用体验.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在电池电量耗尽、或是消耗至某一给定值前,为用户进

行预警.如果用户可以较为准确地预知手机的电池何时将会耗尽,那么用户就可以更好地安排其使用行为.例

如,如果用户认为剩余的续航时间已经足够使用,那么用户无需降低其使用强度,而是可以照常使用;反之,如果

用户认为剩余的续航时间不足,那么其可以有选择性地降低使用强度,或者优先完成重要任务(例如先发送重要

的邮件).由此可见,准确地对电池的续航时间进行预测可以有效地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由于智能手机的软硬件众多,不同组件对于电池消耗速率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预测智能手机电池续航

时间是一件较为困难的工作.总体来说,现有的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工作比较简单,难以应对复杂软硬件

带来的挑战.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包括:一、现有工作通常基于通过受控实验收集的小规模数据集,数据集

覆盖的时间范围较短,因此难以有效代表真实世界中的使用行为.二、现有工作中使用的数据集同样存在信息

维度较少、粒度较粗的缺陷,因此难以有效发掘影响电池续航时间的因素.三、现有工作难以处理电池续航时

间预测问题中的预测目标缺失问题.具体来说,如果用户在电池耗尽前便开始充电,那么对于该次使用,我们无

法准确获知电池耗尽的具体时间,即造成了预测目标缺失.如果不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处理,则可能造成预测的

结果与真实情况存在偏差. 

针对上述挑战,本文基于一个长时间、细粒度的真实用户数据集[8]  ,设计了一个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

测模型.具体来说,本文使用的数据集为一组真实用户的智能手机软硬件数据记录,包括系统状态、系统事件、

传感器读数、应用运行记录等信息.数据集包含了三星 Galaxy S5手机上无需 ROOT权限即可获取的全部信息,

数据维度非常丰富.该数据集涉及 51名用户,持续时间长达 21个月.截止至本文完稿时,本文采用的数据集是相

关研究当中规模最大、粒度最细的.此外,本文同样首次关注了上述预测目标缺失问题,并且系统性地分析了这

一问题对预测效果带来的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 

1. 本文对长时间、细粒度的真实用户数据集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研究了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中的电量消

耗模式.本文发现,电池续航时间与智能手机当前的状态(即发起预测时的状态)、智能手机在过去的使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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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以及用户的过往的使用习惯均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 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一个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模型,并基于上述数据集进行了效果验证,分析

了各组特征对续航时间预测起到的效果.实验结果显示,本文提出的模型最终可以平均减少 40 分钟的预

测误差.当用户给定的预测目标电量为 20%时(该值为多数手机的预警阈值),本文提出模型的预测误差平

均仅为 30分钟. 

3. 本文分析了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中的预测目标缺失(Censoring)问题,并采用了 Concordance Index

将缺失预测目标的数据纳入到模型评价当中,从而更加准确地评价了预测模型的效果.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 1 节介绍相关工作.在第 2 节中,本文对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问题进行形式化

定义.在第 3节中,本文介绍研究所使用的数据集,并随后在第 4节和第 5节分别介绍研究方法概览和实验设计.

第 6节详细分析实验结果.最终,第 7节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展望下一步工作. 

1   相关工作 

如前文所述,电池续航能力是如今智能手机最为重要的能力之一,其会对用户的使用体验带来较大影响.因

此,目前已有大量电池优化相关的研究工作.从宏观角度来看,现有工作可以被分为以下三类:能耗建模、能耗优

化和续航时间预测. 

1.1   能耗建模 

能耗建模指理解智能手机的电量被哪些组件、以何种方式被消耗掉.目前,已有工作当中主要包含两种能

耗建模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基于负载强度的能耗建模.其基本假设为,某一硬件的能耗与其运行负载是直接相关

的,因此可以根据硬件的负载强度推断其能耗速率.例如,Shye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系统运行状态的能耗模型
[9]  .该工作基于某一时刻智能手机的 CPU频率、内存占用比等硬件运行信息,通过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电池在同

一时刻的耗电速率,并分析每种硬件与能耗速率之间的相关性.Dong等人实现了一种能够以更高的频率度量手

机能耗的能耗模型[10]  .该模型仅依赖于手机系统提供的电池信息接口,因此不需要额外的度量手段.Zhang 等

人实现了一种能耗模型,将 CPU、LCD 显示屏、GPS、网络通信模块、声音模块等硬件纳入考量,并实现了一

种自动化的能耗模型建模方法 [11]  .Min 等人提出 ,智能手机的能耗速率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持续传感应用

(Continuous Sensing App, CSA)的影响,因为这一类应用会造成比较大的传感器负载.作者通过一系列实验验证

了这一假设确实成立[12]  . 

第二种思路是采用有限状态自动机(Finite-State-Machine, FSM)来描述电池的耗电速率状态的变化.这一方

法主要适用于网络通信相关模块,因为网络通信模块的能耗速率不仅取决于其负载强度,还受到其它多种复杂

因素的影响.因此,利用有限状态自动机比较适合刻画网络通信模块的能耗状态变化.Pathak 等人将手机的系统

调用视为触发器,研究了系统调用如何影响智能手机的能耗状态[13]  .作者实现了一个基于系统调用的有限状

态自动机,通过该自动机,可以得知当系统调用产生时,手机的能耗速率将会如何变化.另一工作 WattsOn[14]  采

用了同样的研究思路,用以度量 Wi-Fi模块的能耗状态变化. 

1.2   能耗优化 

目前 ,已有能耗优化的核心思路通常为限制不必要的硬件调用或软件运行 .具体来说 ,He 等人实现了

Dynamic Resolution Scaling(DRS),一种可以根据人眼与屏幕的距离自动调整屏幕分辨率的工具[5]  .其思路在

于,如果人眼距离屏幕比较远,则屏幕以高分辨率显示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适当降低屏幕分辨率,从而

可以在不影响用户视觉体验的同时达到省电的目的.Chen 等人实现了一个名为 HUSH 的工具[6]  ,可以检测非

必要的、在熄屏状态下运行的应用,并将其关闭.实验显示,HUSH可以降低 15.7%的能耗.Li 等人提出了一种自

动重写Web应用的方法,可以使得重写后的Web应用更加适用于 OLED屏幕,能够更好地发挥 OLED屏幕省电

的特性[15]  . 

总结来说,能耗优化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识别非必要的软硬件运行,以及如何在省电与降低用户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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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进行权衡. 

1.3   续航时间预测 

如前文所述,续航时间预测作为另一种提高用户使用体验的思路,近年来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部分关注.Zhao

等人提出了一种基于系统运行状态的续航时间预测方法.该方法基于 CPU运行状态、屏幕显示状态、I/O组件

负载三部分信息 ,通过一个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系统的能耗速率 ,并以此为基础推断电池的剩余续航时间
[16]  .Kang 等人从用户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另一种思路.作者将用户的使用行为划分为若干种可能的状态,并假

设用户在每种状态下时手机的耗电速率是基本恒定的.基于这一假设,作者实现了一种模型,首先估计用户在每

种状态下的使用时长,然后估计每种状态下用户的耗电速率,两者结合即可得到电池续航时间的预估[17]  .Kim

等人实现了一种针对单个应用的电池续航时间预估方法[18]  .该工作的目标是让用户了解如果用户一直保持

使用某一单一应用(例如一直看视频),其手机的续航时间为多长.具体实现时,其同样主要基于硬件的运行状态

与应用执行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2   问题定义 

概括来说,本文希望解决的具体问题可以做如下描述:预测从一个用户指定的、发起查询请求的时间开始,

直到手机的电量消耗到一个用户给定的阈值时(下文称该阈值为“目标电量”),手机能够持续使用的时长.本节

将对上述问题及相关定义做明确的定义.相关符号含义及解释见表 1. 

Table 1  Summary of Notations 

表 1  符号含义表 

名称 描述 

�� 会话开始时间 

�� 会话结束时间 
�� 查询时间 

�� 目标电量 

�� 目标时间(电量耗至��的时间) 

b(t) 时刻t的电量 

Δ� 续航时间(Δ� = �� − ��) 

2.1   放电会话及电量水平 

 本文定义一个放电会话(简称为“会话”)为从手机断开充电器进入放电状态,直到手机重新连接上充电器

开始充电的时段.换言之,一个会话实际上即为手机处于放电状态下的一段连续时间.在后文当中,本文将以会

话作为基本单元进行后续分析.本文用[��, ��]表示一个会话,其中��、��分别表示会话开始和会话结束的时间.可

以知道, ��一定大于��. 

本文用函数�(�)表示在手机在时刻�的电量水平.因此,一个会话在开始时的电量水平和结束时的电量水平

分别可以表示为�(��)和�(��).同样可知,由于在会话中电池处于放电状态,所以在会话中�(�)是随着�的增加单

调递减的. 

2.2   查询,目标电量,续航时间 

在一个会话当中,用户可能会随时对手机的续航时间发起一个查询请求.本文称该行为为一次查询,用��表

示发起查询的时间.在用户发起查询时,作为常见的查询需求是询问电池耗尽前还能够使用多长时间.但是,在

某些情况下,用户可能也会希望了解电池耗至某一阈值前(例如 20%)还能够使用的时长.本文称该电量阈值为

目标电量,用��表示.在实际当中,可知�� < �(��),即目标电量总是低于发起查询时的电量.当�� = 0时,可知用户

实际上是在查询电池完全耗尽前的续航时间.用户也可以自行指定其他目标电量,例如 5%或 10%.这使得本文

提出的模型更加灵活,能够适用于更多的场景. 

本文用��表示电量消耗至��的时间.显然,有�� > �� .本文将Δ� = �� − ��(即电量消耗至目标电量时距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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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时已经经过的时间)为续航时间.需要说明的时,这里定义的续航时间和一般语境下的续航时间略有区别,

因为其并非仅表示电池耗尽前的时间,而是指电池消耗至目标电量前的使用时间.直至电池耗尽的续航时间实

际上为本文定义的续航时间中的一个特例,即对应了�� = 0的情况. 

上文中定义的查询、目标电量和续航时间全部都是在单个会话内定义的,即用户在某个会话中发起一次查

询,查询的目标是在当前会话内电池消耗至目标电量前可以使用的续航时间.需要注意的是,在实际当中, ��并

不一定存在.例如,假如用户发起请求,希望了解电池电量在消耗至 30%之前的续航时间.但是,当用户回到家中

开始给手机充电时,手机仍然有 40%的电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电池在当前会话中从未消耗至 30%,因此实际

上并不存在对应的��.如果电量消耗至目标电量这一事件实际发生了,那么本文称该数据样本为一个“可见样

本”,否则称之为一个“不可见样本”. 

2.3   续航时间预测问题定义 

基于上述定义的各项概念,续航时间预测问题可以做如下形式化描述:给定一个用户�,一个会话�,一个发

起查询的时间��以及一个目标电量��,预测在当前会话内从��开始直至电池电量消耗至��时的续航时间Δ�.不

难看出,这一问题本质上可以看做是一个回归问题,因为待预测的值(续航时间)是一个连续的实数值.因此,本文

的目标即为设计一个回归模型,解决上述回归问题.回归模型的输入可以是与用户使用行为或者手机系统状态

相关的多种信息,具体将在下文详述.回归模型的输出即为当次查询对应的续航时间. 

3   数据集 

为了建立预测模型,本文基于一个大规模真实用户数据集:Sherlock数据集展开研究.Sherlock数据集是由

本·古里安大学收集并维护的一个安卓手机用户数据集.本节将会对该数据集进行详细介绍,并介绍如何从原始

数据当中抽取会话.最终,本节将会对数据集进行简要的描述性分析,为后续的预测模型提供参考. 

3.1   Sherlock数据集 

Sherlock 数据集是一个数据维度较多、收集时间较长的真实安卓用户数据集.其包含的信息维度为三星

Galaxy S5上不需要 Root权限即可获取的全部信息.Sherlock数据集通过一个基于Google Funf[19]  的数据收集

客户端进行收集.数据收集团队招募了一组志愿者,在志愿者知情并同意的情况下,为每一名志愿者配备了一部

预装了数据收集客户端的三星Galaxy S5手机,要求志愿者以该手机作为日常主力手机,并持续收集用户使用过

程中的数据. 

总体上来说,Sherlock 数据集包含两大类别的收集方式:基于轮询的收集方式和事件驱动的收集方式.顾名

思义,基于轮询的收集方式指以一定的频率,持续通过系统提供的接口读取信息,例如 CPU读数、内存占用率、

传感器读数等.事件驱动的收集方式指通过监听器监听事件,当事件发生时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例如电话呼

入、应用变更、系统广播等.总体上来说,Sherlock数据集共包含 553个域,持续 21个月的时间,覆盖 51名用户.

因此,可以认为 Sherlock 数据集是一个细粒度的、长时间的、全面的真实用户数据集.更多细节介绍可以参见

Sherlock数据集的官网和相关文献[8]  . 

为了保护用户隐私,Sherlock 数据集对用户数据进行了若干处理.首先,用户了解并同意数据收集的过程和

数据的用途.其次,所有与用户身份有关的信息(例如 SSID、基站 ID、硬件 MAC 地址、手机号等)均进行了匿

名化处理.第三,用户的具体地理位置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数据集仅提供了一个不含任何语义的编号来表示用

户所处的大致范围.通过上述方法,用户的隐私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http://bigdata.ise.bgu.ac.il/sher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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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会话抽取 

为了验证 Sherlock 数据集可以用于续航时间预测模型的构建,本文首先尝试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出会话.数

据集中的电池电量信息是基于轮询方式收集的,收集的频率为大约每 5 秒一次.每条数据包含 4 个维度的信

息:1)用户 ID,2)收集数据时的 UNIX 时间戳,3)充放电状态(当前手机处于充电状态或放电状态),4)电量百分比.

例如,数据记录(0a50e09262, 1426245782, discharge, 54)表示用户 0a50e09262的设备在时刻 1426245782处于放

电状态,且电池电量水平为 54%. 

为了抽取会话,本文首先舍弃掉了所有处于充电状态下的数据样本.对于一串连续的处于放电状态的、中

间不含任何充电状态样本的样本,理论上来说,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会话.但是,在实际当中,可能存在以下两种

情况使得上述论断不一定成立: 

1. 相邻两条样本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如果用户在一段时间内关闭了手机,或者由于数据收集的故障导致

一段时间内的数据没有被有效收集,都会出现相邻两条样本之间的时间间隔过长的现象.在上述情况下,这段较

长时间内的电池充放电状态及电量信息是无从得知的.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本文从过长的间隔处(本文选取

的阈值为 10分钟)将样本序列分割开来,将其前后分别作为一个会话处理. 

2. 在连续的两条记录当中,后一条的电量水平高于前一条.前文已经讨论过,在一个会话当中电量是随着

时间单调递减的,因此不可能出现电量升高的情况.唯一可能的原因是用户在两条记录之间的时间内更换了电

池.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也从上述两条记录中间将样本序列分割,将其前后分别作为一个会话处理. 

通过上述方法,本文可以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出会话,以供后续分析.为了使得分析更加可靠,本文去除了持

续时间过短的会话,仅保留了持续时长至少为 1 小时的会话.最终,本文共从原始数据中抽取得到了 37088 个会

话. 

3.3   描述性分析 

在生成会话后,我们可以随即获知对应会话的若干信息,例如在该会话内用户的使用行为和系统状态等.当

用户发起一个续航时间查询请求时,从会话开始的时间��直到查询时刻��这段时间内的上下文信息能够体现用

户的使用行为和系统状态,从而很有可能为续航时间预测提供信息.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本小节基于抽

取得到的会话及相关上下文信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 

用户在发起查询时的电量和目标电量之间的差值越大,续航时间会倾向于更长.因此,预测续航时间不能脱

离上述电量差值进行,否则会失去实际意义.为了使得表述更加统一,本文取而代之地对发起查询后的电量消耗

速率进行预测: 

�� =
����� − �(��)

�� − ��
=

����� − �(��)

Δt
 

需要说明的是,在�����和�(��)给定的情况下, ��和Δ�呈现反比关系.因此,预测��和预测Δ�是等价的. 

为了进行描述性分析,本文对全部 37088 个会话进行了采样,从每个会话中随机选取了一个时间点作为发

起查询的点(��),分析发起查询前的相关信息与发起查询后的耗电速率的关系. 首先,从直觉上来看,电池的电

量消耗速率和用户发起查询时剩余电量是有关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采用 Bin-Bin 图展示了两者之间的关

系,如图 1(a)所示.可以看出,当发起查询时电量为 30%时,查询后的耗电速率更高.在 30%之前的部分,查询时电

量越低,后续耗电速率越低,说明用户会倾向于保守使用;在 30%之后的部分,查询时电量越高,后续耗电速率越

低,说明在剩余电量较为充沛时用户的使用强度通常更低. 

进一步地,本文希望了解在用户发起查询前后,电量消耗的速度是否相对恒定.如果电池的消耗速率整体来

说较为不稳定,则续航时间预测本质上的可预测性相对较低.本文按照与计算��类似的方式,计算发起查询前的

平均耗电速率��: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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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用 Bin-Bin 图的方式展示了��和��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两者呈现出了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即在

同一会话内,用户发起查询前后的耗电速率是相对一致的.这说明续航时间是可预测的. 

接下来,本文探索哪些使用行为信息可能与��紧密相关,能够对预测续航时间带来帮助.本文首先分析了用

户的电池使用习惯于续航时间之间的相关性.本文定义��为用户在所有会话中的��的平均值.该值表示了用户

本身的电池使用习惯,即用户总体上习惯于重度使用还是轻度使用.图 1(c)展示了��与��之间的关联.可以看到,

两者之间也呈现出了比较清晰的正相关性,从而比较粗略地说明用户的电池使用习惯对于预测续航时间能够

带来帮助. 

最终,本文尝试除电量信息本身外,其它上下文信息能否对续航时间预测带来帮助.作为一个例子,本文选

取了加速度传感器当中的一个读数 Accelerometerstat_y_third_idx_fft,分析其与��的关联,结果见图 1(d).从结果

上看,该读数与��之间呈现出的正相关比较明显,尤其在读数较小时更加突出.因此可以认为,传感器读数与续

航时间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关联,可以用于续航时间预测工作. 

通过上述描述性分析可以发现,用户在发起查询时系统的状态(例:查询时电量)、当前会话内的使用行为信

息(例:��与��)和系统状态信息(例:传感器)都可以对续航时间预测产生帮助. 

Fig.1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 with current battery level at query time, ��, ��, and a representative sensor 

reading, respectively. 

图 1  ��与查询时电量、��、��及代表性传感器的关联 

4   研究方法概览 

4.1   方法总体概览 

本文提出模型的整体工作流概览如图 2所示.整个过程包含 4个步骤: 

1. 数据收集.该环节从原始数据中生成会话,并获取每个会话对应的查询时间.同时,该环节从原始数据中

提出与会话相对应的各种上下文信息. 

 
(a) 查询时电量与��的关联 

 

 
(b) ��与��的关联 

 

 
(c) ��与��的关联 

 
(d) 代表性传感器与��的关联 

 



 

 

 

8 Journal of Software 软件学报   

 

2. 续航时间计算与特征提取.对于每个会话,该环节首先根据与其对应的查询时间和目标电量计算出实际

的电池续航时间,作为回归模型的输出.然后,该环节从该会话对应的上下文信息中生成与当前会话和当次查询

对应的各类特征信息(将在下文详述).全体特征信息以高维向量的形式进行表示,构成特征向量,作为回归模型

的输入. 

3. 模型训练.基于上一环节中得到的模型输入(特征向量)和模型输出(续航时间),该环节训练回归模型.本

文采取了一系列现有的成熟回归模型,同时覆盖了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最终,根据训练效果的好坏,该环节

将会产生一个预测模型. 

4. 预测.在得到预测模型后,针对一个新的会话及其对应的查询,该环节生成相关特征,然后利用上一环节

训练得到的预测模型对续航时间进行预测. 

4.2   机器学习模型 

本文选用了一组成熟的、具有代表性的机器学习模型,用以构建续航时间预测模型.具体包含以下 4 种模

型:线性回归(Linear Regression)、随机森林回归(Random Forest Regression,RF)[20]  、梯度提升树回归(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ion Tree,GBRT)[21]  和 XGBoost (XGB)[22]  .上述模型同时囊括了线性模型和非线性模型,因

此可以较好地捕捉特征与续航时间之间的线性关联和非线性关联. 

Fig.2  An overview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图 2  整体工作流概览 

4.3   特征 

特征是本文提出的预测模型的关键.本文按照以下三个类别划分特征,具体如下: 

1. 查询时特征:查询时特征表示在用户发起查询的时刻的相关信息所构成的特征.该部分特征中,最容易想到

的特征是当前电量与目标电量之间的差值,即����� − ��.显然,该差值越大,电池的续航时间倾向于更长.除

去该特征外,在��时刻的其它部分信息也可能与续航时间存在关联.例如,发起查询时的时间可能与续航时

间之间存在关联,因为用户在一天当中的不同时刻的使用强度是不尽相同的. 

2. 会话特征:会话特征表示从当前会话开始(��)直至查询时刻(��)这段时间范围内的相关信息产生的特征.该

部分信息反映了在当前会话内已经产生的使用行为和系统状态,因此与电池在未来的放电速率会有比较

明显的关联.例如,如前文所述,电池在查询前的耗电速率和在查询后的耗电速率呈现比较明确的正相关

                                                                 

 本文采用 XGBoost库[23]  实现 XGBoost模型,使用 Scikit-Learn 库[24]实现线性回归、随机森林回归和梯度提升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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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 历史特征:查询时特征和会话特征的信息全部局限于当前会话内.但是除此之外,用户在过去(即当前会话

之前的会话)的使用习惯仍然有可能帮助续航时间预测.例如,如果某一用户的过去的会话中的耗电速率

均较高,则说明该用户可能是一个重度使用用户,因此可以推测用户在当前会话中的使用也会较为重度,

耗电速率也会比较高.因此,本文将用户在过去的的信息产生的特征作为第三组特征,称作历史特征. 

上述介绍了本文对特征的三种基本分类.具体每类特征将会在后文详细介绍. 

5   实验设计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方法的有效性,本文基于 Sherlock 数据集训练续航时间模型,并验证模型的预测效果.本

节介绍整个实验的执行流程. 

5.1   查询生成 

如前文所述,我们可以从 Sherlock 数据集的原始数据当中抽取出会话,但是在会话当中实际上并不包含用

户的查询行为.因此,在基于该数据集进行实验前,我们需要在会话中模拟生成用户的查询行为.具体做法如下:

前文中已经介绍过 ,本文从原始数据集当中抽取得到了 37088 个会话 .本文首先去除了会话开始时的电量

(�(��))低于 30%的会话,因为如果一个会话的起始电量过低,用户的使用行为会受到比较严重的限制,会明显区

别于用户的正常使用.这一步骤过滤掉了大约 4%的会话,剩余 35590个会话. 

对于每个会话,本文假设用户可能在其中的任意时间点发起查询请求.因此,对于每个会话[��, ��],本文在时

间区间[�� + 2 ���, �� − 2 ���]当中选取一个发起请求的时间点��.上述 2 分钟的边界是为了保证查询前至少已

经拥有了一段时间的使用,并且在查询后会话不会立即结束.在��选定后,本文进一步随机选取一个目标电量��.

本文选取��和��时额外添加了两个限制:1) ����� ≥ 10%.这是为了保证查询时剩余电量不至于过低.2) �(��) ≤

����� − 5%.这是为了保证查询时电量和目标电量具有一定的差距,以使得查询具有实际意义.通过上述方法,每

个会话都生成了一个对应的查询,每个会话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数据样本. 

显然,在模拟生成查询时,需要保证�(��) < �����,但是本文并不要求�(��) ≥ �(��),因为用户在发起查询时

无法预知�(��),因此可能会选择一个低于�(��)的目标电量.按照前文定义,如果�(��) ≥ �(��),那么表示当前会话

实际消耗到了目标电量,该会话对应的数据样本为可见样本.否则,该会话对应的数据为不可见样本. 

模拟生成查询数据后,在 35590 个数据样本中,14773 个为可见样本,其余 20817 个为不可见样本.本文进一

步从两者当中各随机选取出 5/6 作为训练数据,其余 1/6 作为测试数据,用于后续的模型训练和模型测试环节.

数据统计信息见表 2. 

Table 2  Summary statistics of the data 

表 2  数据样本统计信息 

 可见样本 不可见样本 汇总 

训练集 17382 12275 29657 

测试集  3435  2498  5933 

汇总 14733 20817 35590 

 

5.2   特征提取 

由于 Sherlock 数据集中包含的数据维度众多,为了使得模型更加有效,本文首先根据人工经验对数据进行

粗粒度的筛选,从中选出了最可能与电池续航时间相关的部分信息:应用使用行为、系统运行状态、传感器数

据、屏幕显示状态数据和广播数据.详细描述如下: 

1. 应用使用数据.在 Sherlock数据集中,应用使用数据通过每 5秒读取一次系统进程列表的方式被记录.从

每次读取的记录当中,可以了解到当前哪些应用正在运行.由于在 Sherlock 数据集中一共出现过 655 个不同的

应用,因此本文用一个 655维的 0-1向量表示某一时刻的应用运行状态.每个维度对应一个应用,该维度取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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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这一时刻该应用正在运行,取值为 0则表示该应用未在运行. 

2. 系统运行状态和传感器数据.根据 Sherlock 数据集的分类法,系统运行状态和传感器数据被分为 4 组:

基本设备状态(T1)、导航类与位置类传感器(T2)、声音类与亮度类(T3)、应用统计类(T4).通过人工筛选的方式,

本文从 T1和 T2中各自挑选了 9个和 150个可能与续航时间高度相关的维度,作为该部分信息的特征. 

3. 屏幕显示状态和广播数据.屏幕显示状态和广播是通过基于事件的收集方式进行收集的.每次用户点亮

或者熄灭屏幕时,会产生一条屏幕显示状态变化的记录.每次当系统发送一条广播时,该广播及其相关信息也会

被记录下来. 

基于以上信息,本文最终整理得到了 22 组不同的特征,详细描述见表 3(带*的项表示采用独热编码进行表

示).其中 ,F0 表示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之间的差值 .该信息是最重要的一组特征 ,是续航时间预测的基

础.F1-F4 为查询时特征,F5-F18 为会话特征,F19-F21 为历史特征.为了保证不同特征处于相同的维度,本文对全

部特征进行了标准正则化,即通过线性变换将特征转换为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的形式. 

Table 3  Features used in our model 

表 3  特征详情 

组别 名称 特征数 描述 

F0 battery_gap   1 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之间的差值. 
F1 current_battery   1 查询时电量. 
F2* current_hour  24 查询时的小时数(即处于一天当中的第几个小时). 
F3* current_weekday   7 查询时的星期日(即处于一周当中的第几天). 

F4 sensor_T2_last 150 150个 T2传感器在发起查询前的最后一次读数. 

F5 start_battery   1 会话开始时的电量. 

F6* start_hour  24 会话开始时的小时数(类似 F2). 

F7* start_weekday   7 会话开始时的星期日(类似 F3). 

F8 age   1 会话从开始直至查询时经过的时间. 

F9 consumption   1 会话从开始直至查询时已经消耗的电量. 

F10 history_rate   1 会话从开始直至查询时的平均耗电速率(F10=F9/F8). 

F11 naïve_surv   1 假设会话始终保持 F10的消耗速率得到的续航时间(F11=F0/F10). 

F12 past_rate  11 细粒度历史耗电速率，详见正文. 

F13 sensor_T1  45 发起查询前 1/5/10/30/60分钟内的 T1传感器均值. 

F14 sensor_T2_5min 150 150个 T2传感器在发起查询前的 5分钟内的读数均值. 

F15 app_occurrence 400 发起查询前 5/10/30/60分钟内，50个热门应用的使用情况(前台&后台). 
F16 app_usage 100 当前会话内 50个热门应用的使用时间占比(前台&后台). 
F17 screen   2 当前回话内屏幕电量次数&亮屏时间占比. 
F18 broadcast  86 当前会话内收到的广播次数. 
F19* user_index  51 用户 ID(0-50). 
F20 session_history   8 历史会话中的电量消耗速率，详见正文. 
F21 screen_history   8 历史会话中的屏幕使用记录，详见正文. 

5.3   评价指标 

为了评价续航时间预测模型的准确性,本文采取了以下三种评价指标: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Kendall’s Tau和 Concordance Index(C-Idx).三种评价指标的具体含义及选择上述指标的理由如下: 

5.3.1   均方根误差 

最直观的衡量预测续航时间与实际续航时间的差异的方法是计算两种之间的差值.预测续航时间与实际

续航时间之间的差距越小,则说明结果越准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本文采用均方根误差度量对上述差值进行度

量.均方根误差最大的优点是具有实际意义,比较直观,易于理解.例如,如果均方根误差为 30分钟,则说明预测续

航时间与实际续航时间之间的平均差距为 30分钟. 

但是,针对于续航时间预测,均方根误差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均方根误差对异常点比较敏感[25]  .如果数据

中存在个别数值极大或者极小的异常点,则均方根误差的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次,均方根误差对于估计过度

和估计不足的惩罚力度是不同的[26]  .例如,如果对于一次查询,实际的续航时间是 30 分钟.那么,如果预测的续

航时间少于 30 分钟,均方根误差至多为 30 分钟；如果预测的续航时间多于 30 分钟,均方根误差则没有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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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使得均方根误差会放大估计过度的影响,而忽视估计不足的影响. 

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了以下两种评价指标. 

5.3.2   Kendall's Tau 

Kendall's Tau 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排序型指标.其基本思想为,将所有查询(样本)按照其实际续航时间和

预测续航时间分别进行排序,然后比较两个排序的一致程度.如果两个排序完全一致,则说明预测续航时间非常

可靠；如果排序完全不一致,则说明预测续航时间完全错误.排序型指标可以较好地克服均方根误差的缺点(对

噪声敏感、评价不均衡),可以作为评价指标的有效补充. 

均方根误差和 Kendall's Tau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数值角度和排序角度)衡量预测的准确性,但是两者都不能

解决前文提出的不可见样本问题.换言之,两者在进行评价时均需要全体样本均具有明确的标签,对于标签不可

见的样本则无法纳入评价当中.处理这一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即为舍弃不可见样本,仅针对可见样本进行评价.

但是由于可见样本与不可见样本之间的分布可能存在差异,仅在可见样本上进行评价得到的结果可能与在全

集上进行评价的结果具有较大偏差.因此,需要考虑如何克服这一问题. 

5.3.3   Concordance Index 

Concordance Index是在生存分析领域常用的一种评价指标.生存分析来自于医学领域,其基本目标是研究

病患的生存时间.对于一组病患,实验通常无法等待所有参与者均死亡后才结束,因此在实验结束时会存在部分

病患仍然存活.这将导致该部分病患的实际生存时间不可知.由以上简介可知, 生存分析中的生存时间不可知

与续航时间预测中的样本标签不可见非常类似,因此生存分析中的评价指标也可以引入至续航时间预测问题. 

本文引入生存分析领域的 Concordance Index作为评价指标.其类似于 Kendall's Tau,对于两个样本 A和 B,

其比较 A 与 B 的实际续航时间的顺序与预测续航时间的顺序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 A 和 B 构成一个正序对,

否则构成一个逆序对.与 Kendall's Tau不同的是,Concordance Index能够对一些不可见样本进行处理.例如,假设

会话 A的实际续航时间为 3 小时,会话 B的实际续航时间不可见,但是可知 B 会话结束时的使用时间已经为 5

小时.那么,可以明确地知道,会话 B 的续航时间一定长于会话 A,因此即使 B 是一个不可见样本,我们也仍然可

以准确地对 A和 B的续航时间顺序进行比较.Concordance Index基于以上思路,将部分不可见样本纳入到评价

过程中. 

综上所述,本文共采取均方根误差、Kendall's Tau和 Concordance Index三种评价指标对预测效果进行评价.

其中,均方根误差和 Kendall's Tau仅用于可见样本,Concordance Index则用于全体样本. 

6   实验结果 

6.1   实验基准线 

在分析结果之前,首先需要选定一个适当的实验基准线,作为后续实验结果的参考.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显

然可知,当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之间的差距越大时,续航时间会倾向于更长.如果假设电池的耗电速率始终恒

定(显然该假设是不切实际的,仅能够作为最简单、最理想化的假设),那么电池的续航时间与查询时电量和目标

电量差呈完全正比的关系.因此,本文首先仅采用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的差(F0)作为唯一的特征训练模型,并

以该模型的效果作为实验基准线. 

相关结果见表 4 的前三行.上述简单模型在可见样本上的均方根误差为 149.9 分钟, Kendall's Tau 值为

0.5856.在全体样本上的 Concordance Index 的值为 0.867 左右.由于仅有一个特征,四种模型得到的效果基本是

一致的.可以看出,仅采用单一特征的模型的均方根误差是不够令人满意的.将近 150 分钟的误差使得该模型的

实际应用价值较差.不过,该模型得到的Kendall's Tau和Concordance Index尚可,均好于随机猜测的数值(分别为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endall_rank_correlation_coeffici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rvival_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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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和 0.5). 

均方根误差和排序指标体现出的差异说明: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的差(F0)是和续航时间之间的正相关

性比较明显,因此才能够仅依靠这一个指标得到较好的排序指标结果.但是,仅依靠单一指标还比较粗略,无法

得到较为精确的具体续航时间数值.因此,还需要借助其他指标,进一步精细化续航时间预测. 

6.2   查询时特征的效果 

接上一小节思路,本小节首先研究利用查询时特征预测续航时间的效果.相关特征共包含 4 组:F1-F4.本文

首先单独基于每组特征训练预测模型,以观察每组模型单独使用时的效果.结果显示,单独利用 F1-F4 预测续航

时间的效果要远差于利用 F0 进行预测.这验证了 F0 的确是最重要的预测指标,其它的指标仅能够起到辅助作

用. 

因此,本文分别将 F1-F4 与 F0 进行组合,预测续航时间(即利用 F0+F1 预测,F0+F2 预测,以此类推),然后将

F0-F4 进行整体组合预测续航时间.结果见表 4.4 组特征当中,效果最好的是 F1,能够将 Kendall's Tau 从 0.5856

提高至 0.6230,将均方根误差从 149.9 降低至 140.1.当同时采用 4 组特征时,均方根误差可以被降低 18.5 分钟,

而 Kendall's Tau和 Concordance Index分别可以提升 0.062和 0.025. 

Table 4  Performance of query-time features 

表 4  实验结果:查询时特征 

特征 评价指标 
模型 

最佳结果 
Linear GBRT RF XGB 

F0 
均方根误差  149.9  150.6  150.9  151.0  149.9 

Kendall's Tau 0.5843 0.5856 0.5821 0.5855 0.5856 
Concordance Index 0.8666 0.8659 0.8652 0.8660 0.8666 

F0, F1 
均方根误差  144.8  140.1  151.4  140.7  140.1 

Kendall's Tau 0.5918 0.6230 0.5684 0.6228 0.6230 
Concordance Index 0.8701 0.8838 0.8622 0.8838 0.8838 

F0, F2 
均方根误差  146.5  146.7  155.9  147.0  146.5 

Kendall's Tau 0.5954 0.6013 0.5653 0.6017 0.6017 
Concordance Index 0.8732 0.8742 0.8559 0.8745 0.8745 

F0, F3 
均方根误差  148.8  148.4  150.6  148.8  148.4 

Kendall's Tau 0.5683 0.5733 0.5618 0.5733 0.5733 
Concordance Index 0.8646 0.8655 0.8592 0.8656 0.8656 

F0, F4 
均方根误差  148.5  144.1  150.6  143.7  143.7 

Kendall's Tau 0.5793 0.6015 0.5440 0.6037 0.6037 
Concordance Index 0.8670 0.8747 0.8491 0.8755 0.8755 

F0-F4 
均方根误差  141.2  132.7  138.2  131.4  131.4 

Kendall's Tau 0.6020 0.6449 0.6180 0.6473 0.6473 
Concordance Index 0.8738 0.8919 0.8782 0.8921 0.8921 

6.3   会话特征的效果 

查询时特征的效果虽然已经好于基准线,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查询时特征仅包含用户发起查询时的信

息,覆盖到的时间较短,信息量较少.如前文所言,用户在当前会话内发起查询前的使用行为与续航时间存在关

联.因此,本小节进一步分析会话特征对续航时间预测的效果. 

会话特征共包含 14 组,见表 3 中的 F5-F18.具体来说,其中包含了会话开始时的相关信息(F5-F7),使用时间

与电量消耗信息(F8-F12),应用使用信息和传感器读数信息(F13-F16),以及系统事件信息(F17-F18).和上一小节

类似,此处首先使用每组特征单独与 F0进行结合,观察其是否能够提高预测效果.相关结果见表 4. 

相比于查询时特征,会话特征对预测效果的提升更为明显.当采用 F10 或 F11 时,使用 GBRT 和 XGB 的提

升效果非常显著.F10是在当前会话内、查询前的平均耗电速率,F11则是基于 F10进行的朴素预测,即假设查询

后电池的耗电速率仍然保持 F10,基于此假设预测的续航时间.换言之,F11=F1/F10.尽管上述两个特征比较简单,

但是其能够产生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最好的均方根误差被降低了 20.8 分钟,最好的 Kendall's Tau 能够提升

0.12. 

如果进一步精细化与耗电速率相关的特征,则可以得到更好的预测效果.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效果最佳的会



 

 

 

李豁然 等:基于细粒度用户使用数据的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预测模型 13 

 

话特征是 F12.F12 共包含 10 个值,分别表示从����� + 1%、����� + 2%、……、����� + 10%消耗至�����的平

均耗电速率.距离来说,假设发起查询时的电量为 50%,那么 F12包含的值为从 51%消耗至 50%、从 52%消耗至

50%、……、60%消耗至 50%这 10 个时间段的内的平均耗电速率.F12 可以表示出查询前设备的耗电趋势.例

如,如果从 60%耗至 50%的平均耗电速率较低,但是从 51%耗至 50%的平均耗电速率较高,则说明查询前的耗电

速率呈现加速的趋势 .结果显示 ,F12 可以得到目前为止单组特征的最好效果 .均方根误差降至 121.4 分

钟,Kendall's Tau和 Concordance Index分别提升至 0.7392和 0.9224.可见,细粒度的耗电速率信息对于预测效果

的提升是十分显著的. 

Table 5  Performance of session features 

表 5  实验结果:会话特征 

特征 评价指标 
模型 

最佳结果 
Linear GBRT RF XGB 

F0, F5 
均方根误差  147.7  147.2  151.3  147.3  147.2 

Kendall's Tau 0.5890 0.6001 0.5590 0.6002 0.6002 
Concordance Index 0.8687 0.8706 0.8515 0.8707 0.8707 

F0, F6 
均方根误差  146.7  147.6  158.8  147.9  146.7 

Kendall's Tau 0.5979 0.6031 0.5663 0.6036 0.6036 
Concordance Index 0.8723 0.8739 0.8543 0.8739 0.8739 

F0, F7 
均方根误差  148.4  148.6  153.6  150.1  148.4 

Kendall's Tau 0.5696 0.5747 0.5601 0.5743 0.5747 
Concordance Index 0.8647 0.8656 0.8586 0.8656 0.8656 

F0, F8 
均方根误差  144.9  143.5  158.3  144.9  143.5 

Kendall's Tau 0.6088 0.6132 0.5280 0.6134 0.6134 
Concordance Index 0.8746 0.8760 0.8382 0.8761 0.8761 

F0, F9 
均方根误差  149.0  142.7  152.5  142.9  142.7 

Kendall's Tau 0.5690 0.6031 0.5534 0.6031 0.6031 
Concordance Index 0.8656 0.8790 0.8570 0.8791 0.8791 

F0, F10 
均方根误差  140.4  128.9  139.7  129.1  128.9 

Kendall's Tau 0.6110 0.7055 0.6576 0.7056 0.7056 
Concordance Index 0.8797 0.9104 0.8912 0.9105 0.9105 

F0, F11 
均方根误差  140.5  129.7  141.6  129.9  129.7 

Kendall's Tau 0.6091 0.6914 0.6409 0.6919 0.6919 
Concordance Index 0.8790 0.9036 0.8831 0.9038 0.9038 

F0, F12 
均方根误差  143.7  121.4  131.3  121.8  121.4 

Kendall's Tau 0.6411 0.7392 0.7163 0.7383 0.7392 
Concordance Index 0.8875 0.9224 0.9140 0.9222 0.9224 

F0, F13 
均方根误差  148.7  145.0  152.1  146.4  145.0 

Kendall's Tau 0.5805 0.6009 0.5327 0.5996 0.6009 
Concordance Index 0.8681 0.8756 0.8491 0.8749 0.8756 

F0, F14 
均方根误差  147.0  141.4  149.6  141.5  141.4 

Kendall's Tau 0.5883 0.6087 0.5519 0.6091 0.6091 
Concordance Index 0.8702 0.8765 0.8527 0.8771 0.8771 

F0, F15 
均方根误差  144.7  143.7  149.7  144.8  143.7 

Kendall's Tau 0.5955 0.6076 0.5668 0.6063 0.6076 
Concordance Index 0.8719 0.8762 0.8584 0.8761 0.8762 

F0, F16 
均方根误差  145.7  141.9  150.3  141.4  141.4 

Kendall's Tau 0.6024 0.6144 0.5772 0.6160 0.6160 
Concordance Index 0.8743 0.8792 0.8631 0.8797 0.8797 

F0, F17 
均方根误差  148.4  146.6  152.3  146.5  146.5 

Kendall's Tau 0.5928 0.5932 0.5406 0.5926 0.5932 
Concordance Index 0.8718 0.8737 0.8514 0.8737 0.8737 

F0, F18 
均方根误差  149.4  143.3  147.0  143.8  143.3 

Kendall's Tau 0.6012 0.6071 0.5757 0.6093 0.6093 
Concordance Index 0.8730 0.8763 0.8613 0.8770 0.8770 

F0, F10-F12 
均方根误差  140.4  121.8  127.3  121.5  121.5 

Kendall's Tau 0.6526 0.7398 0.7296 0.7393 0.7398 
Concordance Index 0.8920 0.9219 0.9172 0.9219 0.9219 

F0, F5-F18 
均方根误差  131.1  114.8  121.4  115.0  114.8 

Kendall's Tau 0.6657 0.7368 0.7274 0.7407 0.7407 
Concordance Index 0.8951 0.9213 0.9177 0.9224 0.9224 



 

 

 

14 Journal of Software 软件学报   

 

在尝试单组特征的效果后,本文进一步将全部会话特征作为输入,观察预测效果,结果见表 5.本文首先将最

有效的三组特征(F10-F12)组合,发现效果与仅使用 F12 差别不大.这说明,F12 已经足够表示电池的耗电特

征,F10和 F11能够进一步提供的帮助比较有限.然后,本文尝试了将 F5-F18整体使用.相比于 F10-F12,均方根误

差可以被进一步小幅下降.这说明其它会话特征虽然在单独使用时效果不够理想,但是在整体使用时仍然能够

可以产生一定帮助. 

6.4   历史特征 

会话特征体现了用户短期内的使用习惯和使用趋势,因此能够对续航时间预测带来帮助.由此可以想到,用

户的长期使用习惯也应当可以对预测带来帮助.因此,本文接下来分析使用历史特征进行续航时间预测的效果. 

本文采取以下三组历史特征: 

1. 用户 ID(F19).用户 ID表示了当前会话属于哪个用户.由于数据集当中一共有 51名用户,因此该部分特征采

用一个 51维的独热向量进行表示. 

2. 会话历史(F20).该部分内容包含了用户在历史会话(当前会话之前的所有会话)当中的耗电速率统计信息.

共包含四类信息:所有历史会话的耗电速率、和当前会话开始于同一小时的历史会话的耗电速率、和当

前会话开始于一周中同一天的历史会话的耗电速率、和当前会话开始于一周中同一天且同一小时的历史

会话的耗电速率.每种信息同时考虑了平均值和中位数,所以 F20共包含 4*2=8个值. 

3. 屏幕状态历史(F21).F21 表示了用户在历史会话中的屏幕状态变化信息,包括屏幕点亮的时间占比和屏幕

点亮的次数.具体计算方法类似于 F20. 

上述特征的效果见表 6.F19 和 F21 并不能有效提升预测效果.F20 能够对预测产生帮助,但是效果比

F10-F12 较差.这说明,历史特征作为长期使用习惯,能够产生一定的预测效果,但是没有短期使用习惯的效果明

显. 

Table 6  Performance of user history features 

表 6  实验结果:历史特征 

特征 评价指标 
模型 

最佳结果 
Linear GBRT RF XGB 

F0, F19 
均方根误差  144.8  144.9  156.3  145.2  144.8 

Kendall's Tau 0.5991 0.6087 0.5436 0.6080 0.6087 
Concordance Index 0.8747 0.8769 0.8468 0.8766 0.8769 

F0, F20 
均方根误差  141.2  138.2  145.5  138.6  138.2 

Kendall's Tau 0.6227 0.6400 0.5953 0.6385 0.6400 
Concordance Index 0.8777 0.8845 0.8662 0.8841 0.8845 

F0, F21 
均方根误差  146.1  142.4  149.6  141.4  141.4 

Kendall's Tau 0.5995 0.6092 0.5633 0.6112 0.6112 
Concordance Index 0.8742 0.8778 0.8571 0.8787 0.8787 

F0, F19-F21 
均方根误差  137.6  134.0  135.1  134.3  134.0 

Kendall's Tau 0.6363 0.6550 0.6272 0.6550 0.6550 
Concordance Index 0.8861 0.8911 0.8778 0.8911 0.8911 

 

6.5   综合使用所有特征 

最终,本文分析同时采用全部特征的预测效果.结果如图 7所示.整体结论和前文结果类似:查询时特征能够

带来的帮助不大；当引入会话特征时,预测效果的提升比较明显；历史特征则可以进一步带来小幅提升.最终,

模型将均方根误差从 149.9降低至 110.4,将Kendall's Tau从 0.5856提升至 0.7486,将Concordance Index从 0.8666

提升至 0.9254. 

6.6   讨论 

为了验证本文的实验结果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本文首先采用 Bootstrap test and the shifted method方法
[27]  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显著性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8(*对应 p-value≤ 0.1,**对应 p-value≤ 0.05 ,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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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alue≤ 0.01).从表中可以看出,查询时特征对均方根误差的提升的显著性不足,但是在另外两种评价指标下的

提升是统计显著的.这说明均方根误差的确存在其局限性,因此排序型评价指标的引入是有价值的.会话特征和

历史特征在所有评价指标下的提升则都是显著的. 

Table 7  Performance if we put features together 

表 7  实验结果:综合使用所有特征 

特征 评价指标 
模型 

最佳结果 
Linear GBRT RF XGB 

F0-F4 
均方根误差  141.2  132.7  138.2  131.4  131.4 

Kendall's Tau 0.6020 0.6449 0.6180 0.6473 0.6473 
Concordance Index 0.8738 0.8919 0.8782 0.8921 0.8921 

F0-F18 
均方根误差  128.9  115.0  118.5  114.1  114.1 

Kendall's Tau 0.6665 0.7409 0.7395 0.7430 0.7430 
Concordance Index 0.8954 0.9229 0.9209 0.9235 0.9235 

F0-F21 
均方根误差  124.7  110.6  120.3  110.4  110.4 

Kendall's Tau 0.6745 0.7486 0.7450 0.7478 0.7486 
Concordance Index 0.9000 0.9251 0.9227 0.9254 0.9254 

Table 8  Statistic tests of experiment results 

表 8  实验结果显著性检验 

特征 
最佳 

均方根误差 
最佳 

Kendall's Tau 
最佳 

Concordance Index 

F0-F4 131.4 0.6473*** 0.8921*** 
F0, F5-F18 114.8** 0.7407*** 0.9224*** 
F0, F19-F21 134.0 0.6550*** 0.8911*** 
F9-F21 110.4** 0.7486*** 0.9254*** 

 

除了统计显著性之外,本文同时关心模型带来的效果提升是否具有足够的实际价值.在这里,本文从最易于

直观理解的均方根误差入手,即希望回答如下问题:均方根误差从 150 分钟降低至 110 分钟是否具有实际价

值？从数值上看,降低 40 分钟均方根误差是非常显著的提升.用户可以利用该 40 分钟时间更加合理地安排使

用.但是降低后误差仍有 110分钟,即接近两小时的时间,误差仍然较大.经过分析,本文认为这是由于本文随机生

成的查询行为与用户的真实查询行为之间存在偏差导致的.本文随机生成查询时,会随机选取查询时间和目标

电量.如果查询时电量和目标电量之间的差距较大,则实际的续航时间会更长,因此预测误差相对较大是正常

的.但是在实际场景下,用户会倾向于在电量接近用尽时预测续航时间,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的差距也会相对

较小.在这样的场景下,预测误差应当会相应降低.为了验证这一点,本文通过图 3(a)展示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

的差(����� − ��)与均方根误差的关联,并通过图 3(b)展示目标电量(��)与均方根误差的关联.从图中可以看出,

当查询时电量与目标电量较为接近时,预测误差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因此在实际场景下,用户更易于得到一个远

低于 110分钟的预测误差.当目标电量为 20%时(手机的大致电量报警阈值),均方根误差仅为 30分钟.这说明本

文提出的模型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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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MSE with ����� − �� and  ��, respectively. 

图 3  均方根误差与����� − ��和��的关联 

7   总结 

本文基于现有机器学习模型和一个长时间、细粒度的真实用户数据集,提出了一种智能手机电池续航时间

预测模型.此外,本文首次引入了生存分析领域中的 Concordance Index作为评价指标,从而解决了不可见样本对

评价结果造成的偏差. 

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模型能够有效应用于实际场景,显著提升电池续航时间预测的效果.数据显示,查询

时特征、会话特征和历史特征能够从不同程度上帮助续航时间预测.其中,查询时特征的效果相对最弱;会话特

征作为用户的短期使用行为数据,效果最好,尤其与电池耗电速度直接相关的特征则最为有效;历史特征作为长

期用户行为数据,也能够发挥一定的效果.最终,本文提出的模型可以将预测准确度提升 40 分钟.通过讨论,本文

论证了模型得到的效果在实际场景下具有足够意义. 

下一步,本文计划从两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其一,本文希望能够尝试更多维度的特征,例如更多的传感器

读数和更加细粒度的应用使用行为数据.其二,本文希望进一步尝试更加前沿的机器学习模型,尤其是希望能够

设计一种生存分析模型,将不可见样本纳入到训练过程当中,以进一步提升预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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