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ROLLABLE MULTI-STYLE MUSIC GENERATION MODEL BASED 
ON SIMPLE

CONTRASTIVE LEARNING

WeiXipin

2022.9.4



2022 how to music？
以前：乐器实录
由录音师傅和乐手、歌手在录音棚
完成音乐制作、成本高

近现代：电脑音乐制作
仅仅通过一个编曲/音乐制作人对各种
音源音色进行编写，编写多分轨的
midi文件，就能够完成一首完整的音
乐。

软件音源的迅速发展，人们将大
量的音色进行录制，然后封装成
软件音源，形成大量的软件音色
库。
mid就替代了wav，作为一种可编
辑的音乐文件。

音乐数据是什么？midi



Quick review on music generation
• 音乐生成任务的解决从算法方面来讲，可以分为两大类。

• 第一大类，基于传统乐理知识构建规则的专家算法，这类音乐生成通常由
熟知乐理的相关专家来完成，他们将传统的乐理体系总结成计算机可熟知
的语言协议或标准，从而实现音乐的生成。遗传算法、 Caos 理论、生成语
法、马尔可夫模型。这种类型的创作基于必须以固定顺序遵循的数学指令

• 展示：基于专家算法的我的工程



Quick review on music generation

• 第二大类，基于深度学习的音乐生成，MusicVAE、musictransformer、Gan、
transformer、Rnn、vae、bert等各种深度学习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音乐生成任
务。



基于深度学习的音乐生成任务
• NLP模型本质：矩阵-输入神经网络-输出矩阵

• 音乐生成任务：音乐特征编码建模(如何构建音乐矩阵)-以矩阵形式输入nlp
模型（MusicVAE、musictransformer、Gan、transformer、Rnn、vae、bert）
-输出音乐特征解析

• 注意力机制与乐理：musictransformer将注意力机制应用于音乐，并且根据
音乐序列对应旋律的周期性和规律性，提出将相对位置信息纳入考量，在
音乐生成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 三种音乐符号处理方式：Midi-like、REMI、Compound word

特征建模：音乐特征如何建模成为输
入矩阵？



Compound word

• remi、midi-like

• Compound word

• Compound word的引入能对音乐文件进行序列压缩，

• 能够捕捉更长音符间的乐理规律，

• 以更快的速度生成质量更好更长的音乐。

• 更重要的是：它将一些音符特征按照乐理进行了绑定，

• 从而提升了模型的乐理学习

• 一些博客：https://www.163.com/dy/article/H7B42U170511831M.html



不足之处

• 1.乐理规范与音乐创造性兼容（三种midi编码建模方式都在不断提升矩阵与
音乐之间的相关性，但是依旧不够完善，这些数学建模依旧会丧失很多音
乐特征）

• 比如：音高的设计采用的是简单编码，我们可以考虑引入12平均律对编码结构进行
改进。positon位置编码在音乐市场中已经更新到了tick为最小划分力度，可以实现任
意长度拍号的修改，而REMI/CP中最小的划分单位还是1/64拍。

• 2.音乐风格不可控且单一(乐器单一、风格单一)



不足之处：乐理规范与音乐创造性兼容

• 编码建模的改进

• 三种音乐符号处理方式：Midi-like、REMI、Compound word

• Music Transformer、TR autoencoder、Transformer VAE都采用Midi-like的midi 
Representation，Guitar Transformer、Pop Music TR则是基与REMI的midi 
Representation，这些模型都没有针对音乐风格特征和乐理规范对midi 
Representation做更多的设计。大量基于音乐生成模型利用注意力机制确实
能有效抓取音符的规律，但却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单纯的注意力机制无法
有效在较长的音乐序列中抓到规律，结果只能输出 20~30 秒的旋律，时长
增加就难以保证作品的质量，从而音乐作品又会丧失乐理的规范。

• Compound word的引入能对音乐文件进行序列压缩，能够捕捉更长音符间
的乐理规律，以更快的速度生成质量更好更长的音乐。



Compound word

• remi、midi-like

• Compound word

• Compound word的引入能对音乐文件进行序列压缩，

• 能够捕捉更长音符间的乐理规律，

• 以更快的速度生成质量更好更长的音乐。

• 更重要的是：它将一些音符特征按照乐理进行了绑定，

• 从而提升了模型的乐理学习

• 一些博客：https://www.163.com/dy/article/H7B42U170511831M.html



Compound word

• 缺点：标签不够细，token的设计丧失了一些音乐特征

• 乐器单一、没有风格特征，只是做到了压缩数据，更好的提取音符间的关系。



针对多风格的改进

• 一首歌的音乐风格特征通常和音乐的节奏、乐器种类、速度、力度、旋律、
和弦关系紧密相关

• 重新设计标签



新的插入方式



不足之处：音乐风格不可控且单一

• 数据集缺少针对性分类：目前的音乐生成模型Pop Music Transformer对于单
一音乐风格就行模型训练，Guitar Transformer针对单一乐器进行训练，
Music Transformer、Musicvae等模型训练都赖于数据集，并没有对数据集进
行分类整理，这些都使得每次所生成的音乐流派风格具有很大的随机性，
很难进行人为控制。没有风格特征。

• 利用对比学习来提升模型对风格特征的理解。使得模型生成的音乐风格根
据不同的输入具有可控性。



backbone



对比学习

• simcse-风格特征

样本1 样本2 样本3 样本4

样本1
1 0 1 1

样本2
0 1 1 0

样本3
0 0 1 0

样本4
1 0 0 1

𝑤𝑡−1,1 𝑤𝑡−1,𝐾

𝑥𝑡−1



评价指标：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

• pop music transformer：remi的提出，最大的特点是引入了位置信息

客观：bar-beat-节奏信息的追踪和对比

指标模版：客观评价（针对不同的task创新点，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评价方式）
+主观评价（问卷打分）

主观：问卷打分



评价指标：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

compound word 复合词

指标模版：客观评价（针对不同的task创新点，每个模型都有自己的评价方式）
+主观评价（问卷打分）

客观：gpu占用量和生成速度、旋律的相关性（规定音符在一个八度内的越多越高）、和弦相关性(色度向量)

主观：问卷打分



评价指标：缺乏统一的评价指标

• MIDI-VAE 风格迁移：三个独立的风格评估分类器

客观：三个独立的风格评估分类器：
音高、力度、乐器
然后将三个独立的音乐风格评估综合加权打分



评价指标

• 本文借鉴MIDI-VAE的评价方式：1.训练一个三分类文本任务来评价生成音乐类型的正
确性，利用cnn和renet将音乐特征全部提取出来，包括音高、力度、乐器，还有更多
的音乐位置特征信息。

• 2.主观评价：问卷打分（生成结果在
https://music.163.com/album?id=148363059&userid=185490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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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视频-模型生成midi-midi傻瓜式导入移动端工程



Future work

• 完善对比实验组

• 1、扩展风格种类，现在针对：Jazz、Classic、Pop三种风格的音乐进行实验

• 2、第一组对比实验：compound word 原文的复现（最原始的token）与现
在的改进token后的模型

• 3、第二组对比实验：使用有监督对比学习与不使用对比学习的实验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