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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是为解决计算机如何对于具有很多自变量的形象思维问题进行计算而提出来
的。
它是发展信息科学新算法的一种新思路，这种新思路主要是从多维空间中许多个平面上的几何图形出
发来进行计算，用以替代对具有很多自变量的方程组的计算。
　　本书是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的入门书籍，它从信息科学基本数学方法的几何概念出发，介绍了多
维空间仿生信息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数学符号对多维空间中几何运算的描述方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在
此目的下的新发展。
　　书中对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的应用实例和应用效果进行了介绍，主要介绍了在图像处理中（如模
糊图像的清晰化处理等）和模式识别中的应用效果，特别对在多维空间仿生信息学基础上发展的仿生
模式识别及其优异效果进行了重点介绍。
　　本书是在作者为研究生讲课用的幻灯片讲义基础上写成的。
本书适合于信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科研人员及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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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守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曾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副所长、所长，中国电子学
会副理事长，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
现为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神经网络与形象思维实验室负责人。
兼任同济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名誉院长兼半导体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浙江工业大学智能信息系统研
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神经网络委员会主席，中国计算机学会多值与模糊逻辑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计算机学
会CAD与图形学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神经网络与计算智能委员会名誉主任，北京电子
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电子学报》编委会主任，Chinese Journal Of Electronics编委会主任等职。
　　1958年研制成中国首只锗合金扩散高频晶体管，使频率由2MHz提高到200MHz。
解决了高速晶体管化计算机的需要。
1963年在我国首先研制成硅平面工艺和平面器件。
保证了为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109丙机的研制成功。
研制成国　　内最早的4种固体组件，为专用微机的实现创造了基本条件。
　　1978年，在国际上最先发表了一种集成高速模糊逻辑电路DYL，并研究了它在精确信号线路与系
统中的应用，依此研究的高速数模转换电路使我国集成8位D/A转换器转换时间由80ns缩短至4ns以下。
以上贡献获得早年国家发明奖。
国家新产品一等奖，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及国家发
明三等奖等奖励。
　　1990年起，致力于神经网络模式识别等机器形象思维的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基础研究，在国家“
八五”、“九五”科技攻关中。
承担了神经网络的实现和应用技术的攻关工作，研制成我国唯一一个产品化的半导体神经网络硬件系
列。
相继两次被评为国家“八五”、“九五”科技攻关先进个人，并获2001年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01年何梁何利科技奖和2002年台湾潘文渊文教基金杰出科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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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论1.1 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1.2 连接主义计算方法与人工神经网络1.3 数字化信息的共性1.4 信息
科学中典型问题的几何概念第2章 高维形象几何仿生信息学方法基本原理与应用2.1 高维形象几何仿生
信息学的基本原理2.2 图像处理中的应用实例简介2.3 模式识别中的应用实例简介第3章 高维空间形象几
何概念与基本表达方式3.1 空间的维数概念与给数增长带来的影响3.2 高维空间中的低维子空间3.3 无限
低维子空间的相互关系3.4 高维几何图解方法的实例3.5 高维空间点位置几何关系总结第4章 高维空间形
象几何概念的符号计算方法4.1 符号的定义与算法简述4.2 基本符号的运算方法4.3 高维几何问题算法举
例第5章 仿生模式识别理论方法与效果5.1 两个基本问题的探讨5.2 仿生模式识别的出发点5.3 仿生模式
识别与传统模式识别的根本理论差别5.4 仿生模式识别的应用与效果第6章 人工神经网络在高维空间点
分析中的作用6.1 人工神经网络分析6.2 多阈值神经元网络6.3 多权值神经元网络第7章 回顾与展望附
录A 高维空间形象几何计算的软硬件工具附录B 相关数字基础的基本内容参考文献后记 王守觉院士的
坎坷经历与创新人生跋 对王守觉院士近十多年研究工作成果的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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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项工作是我国在信息科学方面。
在神经网络、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方面，具有系统性和原创性的优异成果，是跨学科领域并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重要科研工作⋯⋯　　——十三位院士我们愿意领着诸位读者在几何的大花园里作一次
悠闲的散步，让每人摘取一束自己心爱的花朵。
　　——希尔伯特　　在建立一个物理学理论时，基本观念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物理书中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
但是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是起源于思维与观念，而不是公式。
观念在以后应该采取一种定量理论的数学形式，使其能与实验相比较。
　　——爱因斯坦　　本书的目的在于利用人类形象思维的特有本领，找出在高维空间中用形象分析
的几何方法来近似地计算和总结有很多很多变量的实际问题。
本书所述的高维空间形象几何只是解决太多变量实际问题的一种思想方法，而且只是新方法的起点，
离它的终点还很远。
　　——王守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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