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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初等几何机器证明的基本原理，证明了奠基于各种公理系统的各种初等几何，只需相当于乘
法交换律的某一公理成立，大都可以机械化。
因此在理论上，这些几何的定理证明可以借助于计算机来实施。
可以机械化的几何包括了多种有序或无序的常用几何、投影几何、非欧几何与圆几何等。
     全书共分六章。
前两章是关于几何机械化的预备知识，集中介绍了常用几何；后四章致力于几何的机械化问题。
第3章为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与Hilben机械化定理，第4，5章分别为（常用）无序几何的机械化定理
和（常用）有序几何的机械化定理，第6章阐述各种几何的机械化定理。
     本书可供数学工作者和计算机科学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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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常用几何的Hilbert公理系统　　本书所称常用几何，也就是通常的欧几里得几何。
　　Hilbert的名著《几何基础》第一次为常用几何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公理系统，使常用几何从此有了
一个真正严实的基础。
Hilbert的公理系统以一些不必要给以定义的基本概念作为讨论的目标。
这些基本概念分成两类——基本对象，即点、直线以及平面；这些对象间的基本关系，即属于、介于
以及全合于。
它们服从若干公理，并作为逻辑推理的出发点。
Hilbert把这些公理分成了五大类，构成了足以完全地刻画常用几何的一个完备的公理系统。
这五类公理的名称如下：HI关联公理（从属公理）H11次序公理HIII全合公理HIV平行公理HV连续公
理Hilbert的主要目的在于对空间直观给以系统的逻辑分析。
为此，他详尽地探究了一些公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公理独立性的概念。
但实际上，Hilbert在建立他的公理系统时并没有真正遵守他的公理独立性的要求。
例如第二类次序公理HII必须依赖第一类关联公理HI进行表达，而第三类全合公理HIII又必须依赖第一
类与第二类的公理才能表达。
在1899年《几何基础》第一版中罗列的那些公理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有些公理就可以从其他公理推导
出来。
只是在以后的几版中，Hilbert对他的公理系统作了某些修改后，才使得这种“多余”的公理不再出现
。
为此使某些公理显得很不自然，而且某些直观上极为显然的自明之理也必须从公理推导出来，而这些
推导往往是颇为繁琐冗长的。
我们认为，仅仅为了减少几个公理而过分追求公理的独立性以致牺牲整个理论的简明性的做法是得不
偿失的，是不足取的。
对于本书的主题，几何学的机械化说来，更不能对公理之间的独立与否拘泥太甚。
　　与公理化的思想相反，Hilbett的原著实质上已蕴含了与本书主题相符的几何学机械化的思想与方
法。
这一点似乎还从来没有人明确地指出过，甚至Hilbert本人对此是否有明确的认识也很难说。
本章以及第2，3章中，我们将说明Hilbert一书在几何学机械化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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