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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过去十多年中，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前沿和交叉学科，在自身取得很大进
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学科的发展。
进入2l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对人工智能表现出更好的认同，寄予更大的希望。
人工智能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它的发展及其成果已经而且必将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造福于人类
。
为了落实教育部《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加快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资源建设步伐，提高我国
高等学校的教学现代化水平，教育部于2000年5月启动了国家级“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以便采
用更先进的教学手段，为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
“人工智能网络课程”就是该工程首批支持的项目之一。
在教育部及其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建设委员会和中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们的深入研究和认真开
发，本网络课程开发取得成功，于2004年先后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验收和质量认证，并被评为优秀
网络课程。
本书就是“人工智能网络课程”的配套教材。
本书共10章。
第1章叙述人工智能的概况，列举出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领域。
第2章～第4章研究传统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搜索技术和知识推理，并介绍了两种计算智能技术
，即遗传算法和模拟退火算法。
第5章～第9章比较详细地讨论了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包括机器学习、自动规划、专家系统、自然语
言理解和智能控制等。
第10章简要介绍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工具，涉及LISP和PROLOG语言、专用开发工具和人工智能机等
。
书后附有人工智能网络课程使用指南，简要介绍该网络课程的使用方法，包括客户端的安装说明、网
络课程使用说明、教师注册及使用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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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家教育部立项建设的优秀网络课程“AI智能网络课程”的配套教材。
全书共10章，主要内容：绪论、知识表示、搜索原理、推理技术、机器学习、规划系统、专家系统、
自然语言理解、智能控制、人工智能程序设计。
附录中给出了人工智能网络课程使用指南。
    本书可作为本科学校和高职高专学校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还可
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开发与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学习参考。
建议读者尽可能结合“人工智能网络课程”进行学习和训练，充分利用该网络课程提供的丰富教学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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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社会结构变化人们一方面希望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从事各种劳动，另一方面又
担心它们的发展会引起新的社会问题。
实际上，近10多年来，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种静悄悄的变化。
“人-机器”的社会结构，终将为“人-智能机器-机器”的社会结构所取代。
智能机器人就是智能机器的一种。
人们将不得不学会与有智能的机器相处，并适应新的社会结构。
3.思维方式与观念的变化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推广应用，将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
例如，传统知识一般印在书本、报刊或杂志上，因而是固定不变的，而人工智能系统的知识库中的知
识却是可以不断修改、扩充和更新的。
又如，一旦专家系统的用户开始相信系统（智能机器）的判断和决定，那么他们就可能不愿多动脑筋
，变得懒惰，并失去对许多问题及其求解任务的责任感和敏感性。
那些过分依赖计算器的学生，他们的主动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也会明显下降。
过分地依赖计算机的建议而不加分析地接受，将会使智能机器用户的认知能力下降，并增加误解。
在设计和研制智能系统时，应考虑到上述问题，尽量鼓励用户在问题求解中的主动性，让他们的智力
积极参与问题求解过程。
4.心理上的威胁人工智能还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感到心理上的威胁，或称做精神威胁。
人们一般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感知精神，而且以此与机器相别。
如果有一天，人们开始相信机器也能够思维和创作，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感到威胁。
人们担心：有朝一日，智能机器的人工智能会超过人类的自然智能，使人类沦为智能机器和智能系统
的奴隶。
对于人的观念（更具体地指人的精神）和机器的观念（更具体地指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问题，哲学
家、神学家和科学家之间一直存在着争论。
按照人工智能的观点，人类有可能用机器来规划自己的未来，甚至可以把这个规划问题想象为一类状
态空间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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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基础》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之一，是由高等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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