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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具有一个在内容和结构上都非常完备的概念系统，而且其自学习、自适应、自高新的能力也非常强
，这一概念系统是人认知能力强大的根本保证。
对人工智能而言，无论是经典的问题求解、推理、决策与规划、语言理解与生成、场景理解问题，还
是新出现的Web信息过滤、视频检索、基于Web的搜索、监控等现实应用都需要一个基本可用的语义
系统作为支撑，因为这些应用越来越体现出"muddy-task"的特性，需要一个比较宽泛的先验知识基础。
这个语义系统就是人的概念系统的形式化表征。
本书以人概念系统的习得、表征、进化、使用过程的算法化为研究目标，在对已有的概念系统形式化
工具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发展心理学观点的概念系统形式化表征方法，以期建立一个既能
反映人的概念系统在构建过程、联想推理、普适性上的认知规律，又能满足计算机编程需求的形式概
念系统。
这一研究是一项人工智能的基础性工作，既体现了计算机科学对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其它学科
的借鉴，又在算法的物化智能过程中给这些学科提出了需要澄清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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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在问题求解与决策分支，不同于以状态空间搜索方法为核心的弱方法，很多问
题求解是需要大量知识的，如专家系统方法，但现在很多新应用对基于知识的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综合考虑客户要求的二手房房源筛选、个性化的城市游览线路优化、突发事件爆发时城市的应急
联动响应辅助决策系统（如2008年春节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爆发的低温灾害的救援就涉及气象、交通
、电力、医疗、民政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这些新应用已经越来越表现出知识密集的特点，很多实际
问题不再满足经典专家系统“三五个电话交流”的适用条件了，这些新应用的核心问题已经不是推理
的实现方法，而是知识本身的数量和致密度，以及概念关联，例如，为了找到某个交通流疏导方案，
就需要道路网络，交通规则，车辆特征与性能，天气，车流的时段分布与流向特征，特定日期的车流
分布与流向特征，道路所处地区的属性，人口分布特征，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空间分布，旅游景点、商
业区等设施的地理位置与范围等大量知识。
（3）在WEB信息处理领域，针对网上有益信息的抽取和有害信息的防范，分别发展出信息过滤、舆
情监控、信息检索、信息挖掘等新需求，用户更希望把wEB当成一个问题求解器，而不仅限于资源库
，最早基于关键字匹配、同义词与近义词匹配、人工标注等手段的技术已不能适应不断发生的新变化
，如“法轮功”变换了一种表达方式，要实现对涉及某个主题的网上言论的自动舆情监控，或实现对
网上不同时空区域发生的若干事件的关联分析都需要很丰富的先验知识，一旦这样的舆情监控或信息
挖掘涉及公众安全话题，它所需要的知识门类就是很广泛的，这给该问题的实现带来很大挑战。
（4）在场景分析问题上，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一直致力于对图像理解的研究，希望能派生出能够
广泛应用于智能家用设备、智能城市安全、智能社区、智能交通与物流、服务机器人、城市自然灾害
遥感检测等领域的技术，希望它能够感知家庭环境中孩子靠近潜在危险；发现学校、商场、交通聚集
地的突发事件，候机楼与火车站等敏感地点的人群聚集，小区中的不速之客，交通拥堵与交通事故；
对自助银行内部盗窃事件进行自动识别与报警；陪护机器人发现老人步姿不正常：过滤对青少年有害
的图片等，体现场景分析的另一个代表性应用是图像检索，如“搜索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
电影，是美国一位著名导演在2003年拍摄的，里面有大量登陆场景”，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拯救
大兵瑞恩”，但要机器以此叙述为线索进行搜索不是件简单的任务，虽然在图像理解领域已经开展了
长期的工作，但没有取得大的突破，其原因在于无法确认如何使用高层知识来引导注意和很好地实现
体现高层知识的自顶向下加工，这些应用都面临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理解场景和发现既定的目标或目
标态势，就像“我们不是用音频分析的手段来实现对贝多芬音乐的欣赏，也不是用视频分析的手段来
实现对凡·高油画的欣赏”（杨雄里院士语）一样，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整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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