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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IM（ DENOISING DIFFUSION IMPLICIT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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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PM:

而并不是直接作用在联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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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IM加速过程——前向移动省略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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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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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的训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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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USION的训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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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D DIFFUSION（11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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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输入一张高斯噪声显
然不能按照人的意愿生成
我们想要的内容，因而需
要额外的引导 guidance 
以得到我们需要的图像。

一种想法是使用外部模型（分类器
or 广义的判别器）的输出作为引导
条件来指导扩散模型的去噪过程，
从而得到我们想要的输出

第二种想法：我们直接把我们想
要的引导条件 condition 也作为
模型输入的一部分，从而让扩散
模型见到这个条件后就可以直接
生成我们想要的内容。



CLASSIFIER GUIDANCE DIFFUS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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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不用额外训练扩散模型，直接在原有训练好的
扩散模型上，通过外部的分类器来引导生成期望的图像。
唯一需要改动的地方其实只有 sampling 过程中的高斯采
样的均值，也即采样过程中，期望噪声图像的采样中心
越靠近判别器引导的条件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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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总结了采样算法。Algorithm 1 和 Algorithm 2 其实是等价的（1 是
直接预测均值和方差，2 是预测噪声的误差）。直接看 Algorithm 1 可
知，实质上改变的只有高斯分布的均值中心，将扩散方向“引导”成
我们想要的内容。具体而言，用分类模型对生成的图片进行分类，得
到预测分数与目标类别的交叉熵，将其对带噪图像求梯度用梯度引导
下一步的生成采样。（实际使用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分类器也在带噪
数据额外训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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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s也是一个常量。即在每一步过程中，在计算高斯分布
的均值时加上方差和分类梯度项的乘积。基于这样的改进，
不需要重新训练扩散模型，只需要额外训练一个分类器，
就能够有效地在添加类别引导。当然，这样的结构也存在
一点小问题，就是会引入比较多的额外计算时间（每一步
都要过分类模型并求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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