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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万森编著的《人工智能》是作者在多年人工智能教学实践和多本人工智能教材编写的基础上，结合
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我国人工智能教学改革的现状，编写的一本教材。
《人工智能》共10章，除第1章人工智能概述外，其余内容可划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由第2章～第4章组成，包括知识表示、确定性推理和搜索策略；第二部分由第5章、第6章组
成，包括计算智能和不确定性推理；第三部分由第7章、第8章组成，包括机器学习和自然语言理解；
第四部分由第9章、第10章组成，包括分布智能和新型专家系统。
此外，在附录中还给出了人工智能实验说明。

《人工智能》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自动化、智能、通信、电子信息、信息管理及其他相关学科专
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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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万森，博士、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秘书长、教育工作委员
会主任。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人工情感、e-learning、不确定推理、专家系统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先后主编出版高校教材7本，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
重点科技项目等十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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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根据脑科学的研究，人类智能总体上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不同层次智能的活
动由不同的神经系统来完成。
其中，高层智能以大脑皮层为主，大脑皮层又称为抑制中枢，主要完成记忆、思维等活动；中层智能
以丘脑为主，也称为感觉中枢，主要完成感知活动；低层智能以小脑、脊髓为主，主要完成动作反应
活动。
可见，把智能的不同观点和智能的层次结构联系起来看，思维理论和知识阈值理论对应于高层智能，
进化理论对应于中层智能和低层智能。
3.智能所包含的能力认知科学的研究认为，智能是一种综合能力。
具体地说，它包含的主要能力如下。
（1）感知能力。
感知能力是指人们通过感觉器官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
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心理现象，也是人类获取外界信息的基本途径。
人类对感知到的外界信息，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种是对简单或紧急情况，可不经大脑思索，直接由低层智能做出反应。
另一种是对复杂情况，一定要经过大脑的思维，然后才能做出反应。
（2）记忆与思维能力。
记忆与思维是人脑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人类智能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记忆是对感知到的外界信息或由思维产生的内部知识的存储过程。
思维是对所存储的信息或知识的本质属性、内部规律等的认识过程。
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有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
（3）学习和自适应能力。
学习是一个具有特定目的的知识获取过程。
学习和自适应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增加知识、提高能力、适应环境。
尽管不同的人在学习方法、学习效果等方面有较大差异，但学习却是每个人都具有的一种基本能力。
（4）决策和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是指人们对感知到的外界信息做出动作反应的能力。
引起动作反应的信息可以是由感知直接获得的外部信息，也可以是经思维加工后的内部信息。
完成动作反应的过程，一般通过脊髓来控制，并由语言、表情、体姿等来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出智能的一个一般解释：智能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由思维过程和
脑力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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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理论、方法、技术一体认知、动手、创新启迪学习、研究、教学皆宜《人工智能》是
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的入门教材，基于作者20多年的人工智能教学和科研成果，结合国内外该领域的
最新进展，侧重于方法和技术应用，编写而成。
书中对各重要概念都给予了明确解释，各重要方法都选配了恰当例子，各重要技术都给出了完整实例
，做到了概念清晰，方法明了，技术实用。
同时，《人工智能》还通过基本实验和综合实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实际动手和技术应用能力。
书中涵盖的主要内容：·确定性人工智能：知识表示，推理及搜索；·计算智能：进化计算，神经计
算，模糊计算及粗糙集；·不确定性推理：可信度推理，主观贝叶斯推理，概率推理和模糊推理；·
智能技术研究和应用：机器学习，自然语言理解，分布智能及新型专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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