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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9年，作者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做访问学者，开始学习人工神经网络。
回国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相应的选修课程。
本书是在多年来所用的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形成的。
人工神经网络的发展几经起伏，目前已有很广泛的应用。
从作者开始接触该领域时的亲身感受，到了解到的中外学生初学人工神经网络所反映出的情况，我感
到，开始的时候，总有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加上有的资料在介绍人工神经网络时比较重视深入和全
面，偏重于理论，更使得初学者在一定的时间内难以获得适当的进步，尤其是对网络基本模型的形成
感到有很大的困难。
为解决此问题，本书主要介绍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构成和基本的网络模型，意在使读者对人工神经网
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为他们今后从事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和应用打下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问题是人工神经网络的实验实现和应用实现问题。
  目前，人工神经网络有硬件实现和软件模拟两种方式。
因条件所限，绝大多数初学者都是通过软件的模拟实现来体验其功能及运行特性的。
而且，国内大多数的应用也是用软件实现的。
  因此，本书在介绍基本的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的同时，还注意从软件实现的角度介绍相应的算法，甚
至在最初的典型模型的介绍中，还给出了算法的具体实现。
所以，本书的基本目的是：通过对人工神经网络基本构造和基本模型的介绍，使读者对其基本方法有
一个基本的掌握，并能掌握如何设计出适当的计算机模拟程序，将学生引入人工神经网络及其应用的
研究领域。
第三是关于教育面向2l世纪的问题。
21世纪的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将呈现更高的速度。
新世纪对学生的要求的最大不同是对其创新以及创新性地接受新技术的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
  因而，除了知识的传授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总结各方面的经验，作者认为要想按照时代的要求，实现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的教育
，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重视对知识的“载体属性”的开发利用，增加教育中的理性成分
。
1999年下半年，作者提出了“研究型教学”的概念，希望能将现在流行的知识型教学改为“研究型教
学”，以便使学生建立起强烈的探索意识，培养其创新能力。
对此，本人在写作中也做了探索性的尝试。
在内容组织上，没有去追求知识的全面、完整，而是希望通过对一些典型网络模型的叙述，向读者介
绍问题的求解方法，尤其是人工神经网络方法。
虽然有多年的积累，但是“研究型教学”的概念才被提出，还需要进一步地丰富，所以这里只能说是
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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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神经网络导论》依照简明易懂、便于软件实现、鼓励探索的原则介绍人工神经网络。
内容包括：智能系统描述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方法的特点；基本人工神经元模型，人工神经网络的基
本拓扑特性，存储性能及学习；感知器与线性不可分问题，Ifcc学习律，Efmub规则；CQ算法及其原
理分析，算法改进讨论；对传网的结构及其运行，对传网的初始化与训练算法；统计网络的训练与收
敛性分析；Ipgjqfme 网络及稳定性，Boltzmann 机；双联存储网络的结构及训练；BSU 模型的结构分析
与实现。
　　《人工神经网络导论》适合于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使用，也可供有关学生、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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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为了研究智能，在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人们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智能的
本质是联接机制。
神经网络是一个由大量简单的处理单元组成的高度复杂的大规模非线性自适应系统。
虽然按此说法来刻划神经网络，未能将其所有的特性完全描述出来，但它却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力
图最大限度地体现人脑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时使得所得人工神经网络具有良好的可实现性。
人工神经网络就是力求从这四个方面去模拟人脑的智能行为。
1。
物理结构现代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认为，大脑皮层是一个广泛联接的巨型复杂系统，它包含有大约一
千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通过一千万亿个联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神经网络系统。
人工神经网络也将是由与生物神经元类似的人工神经元通过广泛的联接构成。
人工神经元将模拟生物神经元的功能。
它们不仅具有一定的局部处理能力，同时还可以接受来自系统中其他神经元的信号，并可以将自己的
“状态”按照一定的形式和方式传送给其他的神经元。
2。
计算模拟人脑中的神经元，既有局部的计算和存储功能，又通过联接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
人脑的计算就是建立在这个系统的大规模并行模拟处理的基础上的。
各个神经元可以接受系统中其他神经元通过联接传送过来的信号，通过局部的处理，产生一个结果，
再通过联接将此结果发送出去。
神经元接受和传送的信号被认为是模拟信号。
所有这些，对大脑中的各个神经元来说，都是同时进行的。
因此，该系统是一个大规模并行模拟处理系统。
由于人工神经网络中存在大量的有局部处理能力的人工神经元，所以，该系统也将实现信息的大规模
并行处理，以提高其性能。
3。
存储与操作研究认为，大脑对信息的记忆是通过改变突触（Synapse）的联接强度来实现的。
神经元之间的联接强度确定了它们之间传递的信号的强弱，而联接强度则由相应的突触决定。
也就是说，除神经元的状态所表现出的信息外，其他信息被以神经元之间联接强度的形式分布存放。
存储区与操作区合二为一。
这里的处理是按大规模、连续、模拟方式进行的。
由于其信息是由神经元的状态和神经元之间实现联接的突触的强弱所表达的，所以说信息的分布存放
是它的另一个特点。
这是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实现生物神经系统的第三大特点。
信息的大规模分布存放给信息的充分并行处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这些特性又使系统具有了较强的容错能力和联想能力，也给概括、类比、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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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神经网络导论》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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