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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脑信息处理模型及其应用》是关于智能信息处理模型及其应用的专著，着重介绍作者杨国为提
出的基于对事物(信息)认知、理解的人工脑信息处理模型。
主要内容包括：人工脑信息处理神经网络模型，人工脑的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模式识别模型
，人工脑感知联想记忆模型，人工脑具有期望容错域的联想记忆模型，人工脑拟人处理矛盾的物元动
态系统模型，人工鱼的广义模型，以及有关模型设计的理论方法、实现技术、应用系统。

《人工脑信息处理模型及其应用》可供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与技术、
控制科学与工程、系统科学等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博士
及硕士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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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国为，北京科技大学工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理学硕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神经网络实验室
博士后，江西樟树人。
现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可拓工程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能
控制与智能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青岛大学教授。
已独立完成2本著作，以第一发明人身份申请3个发明专利，公开发表6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20余篇以
第一作者身份发表的论文被SCI、EI、ISTP检索。
目前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基金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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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第1章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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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发展预测
1．6展望
1．6．1硬件方面
1．6．2软件方面
1．6．3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第2章人工脑信息处理神经网络模型
2．1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2．2前向网络
2．3前向神经网络的分类(能力)模型
2．4应用BP学习算法进行模式分类的隐患定理
2．5一种新的多层感知神经网络模式分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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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分式线性神经网络及其非线性逼近能力研究
2．6．1分式线性神经网络
2．6．2分式线性神经网络的非线性逼近能力
2．6．3分式线性神经网络的BP学习算法
2．6．4分式线性神经网络与BP神经网络在无界区域上逼近能力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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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基于遗传算法的分式线性神经网络优化设计与应用
2．7．1遗传算法
2．7．2基于遗传算法的分式线性神经网络BP算法设计
2．7．3基于遗传算法的分式线性神经网络的大庆降雨量预测模型
2．8基于神经网络的广域上非线性连续映射分块并行建模方法的研究
2．8．1广域上非线性连续映射分块并行建模的必要性
2．8．2广域上非线性连续映射的神经网络分块并行模型
2．8．3小结
2．9基于虚拟信源和神经网络的无损数据压缩方法的研究
2．9．10与1字符串的虚拟信源
2．9．2虚拟信源的一种神经网络模型
2．9．3基于虚拟信源的无损数据压缩原理
2．9．4实验结果
2．10本章小结
参考文献
第3章人工脑的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模式识别模型
3．1仿生模式识别的两个关键技术问题研究
3．1．1同类事物连续(连通)通路、方向的确定
3．1．2判定高维空间中一点Z是否属于满意覆盖体□的技术
3．1．3应用实验
3．2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认证识别神经网络
3．2．1同源同类事物连通连网排序技术
3．2．2超香肠神经元构造和优先度排序超香肠覆盖神经网络设计
3．3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模式分类SLAM模型
3．3．1通用前馈网络拓扑结构
3．3．2保同源同类事物局部直接连通的模式分类sLAM模型
3．3．3实验与分析
3．3．4小结
3．4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神经网络
3．4．1训练样本连通连网排序
3．4．2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神经网络拓扑结构
3．4．3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神经网络算法
3．5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RBF神经网络
3．5．1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优先度排序RBF网络的拓扑结构
3．5．2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优先度排序：RBF网络的训练算法
3．5．3新增样本的增量学习
3．6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DBF神经网络
3．7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通用高阶神经网络
3．8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SVM
3．8．1训练样本连通排序
3．8．2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SVM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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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基于同源同类事物连通本性的分块并行优先度排序SVM算法
3．9模式可拓识别与模式可拓识别神经网络模型
3．9．1模式可拓识别方法
3．9．2高维模式可拓识别的一种神经网络模型
3．9．3小结
参考文献
第4章人工脑感知联想记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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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时变容错域的四层感知联想记忆模型及其实现算法
4．1．2时变容错域感知联想记忆模型的遗忘与记忆扩充
4．1．3仿真实验与讨论
4．1．4小结
4．2人工脑可控容错域的联想记忆模型与仿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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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前向掩蔽联想记忆模型的样本任意期望容错域设计
5．1．3期望容错域的前向掩蔽联想记忆模型拓扑结构
5．1．4期望容错域的前向掩蔽联想记忆模型确定的排序学习算法
5．1．5小结
5．2人工脑具有期望时变容错域的联想记忆模型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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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广义物元系统可拓集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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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广义问题的概念
6．6广义问题的模型
6．7广义问题求解
6．7．1对立问题的转换及转折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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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2不相容问题转换及转折解法
6．7．3不相容关系问题的转换及转折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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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广义问题求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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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脑是自生命诞生以来，生物经过数十亿年漫长岁月进化的结果，是具有高度智能的
复杂系统。
它不必采用繁复的数字计算和逻辑运算，却能灵活处理各种复杂的、不精确的和模糊的信息，善于理
解语言、图像，并具有直觉感知等功能；不仅具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功能，而且具有灵感思维、创
造性思维及直觉认知、联想推理、分析综合、预测决策等功能。
人脑的信息处理机制极其复杂，从结构上看，它是包含140亿个神经细胞的大规模网络。
单个神经细胞的工作速度并不高（毫秒级），但它通过超并行处理使得整个系统具有信息处理的高速
性和信息表现的多样性。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研究目标就是探讨智能的基本机理，研究如何利用各种自动机
来模拟人的某些思维过程和智能行为，采用机器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包括用计算机进行复杂推
理、自动求解某些复杂问题。
这样的计算机是一种信息处理机或者说是一种智能机器，它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正引起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的深刻变化。
人工智能系统在以机器方式实现模拟人类智能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人脑进行研究，并由此研制出一种像人脑那样能够“思维”的智能计算机和智能
信息处理方法，一直是人工智能追求的目标。
1.1人工脑的含义计算机虽然具有极高的运行速度和极大的存储容量，目前却只能按一种或开或关的二
值逻辑工作，无法理解人类广泛使用的模糊概念和模糊逻辑，“感觉器官”也很不发达。
要使计算机在现实世界中成为人们更加得心应手的智能工具，具有广泛的问题求解能力，就必须为它
配上更加发达的感觉器官、效应器官和高级思维程序。
但是，如何系统地实现模拟人脑神经元结构与功能，依然是一个具有很大难度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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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脑信息处理模型及其应用》：智能科学与技术著作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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