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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基础教程（第2版）》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实现技术及其应用，全面
地反映了国内外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全书共18章，分为4个部分，第1部分是搜索与问题求解，用8章的篇幅系统地叙述了人工智能中各种搜
索方法求解的原理和方法，内容包括状态空间和传统的图搜索算法、和声算法、禁忌搜索算法、遗传
算法、免疫算法、粒子群算法、蚁群算法和Agent技术等；第2部分为知识与推理，用4章的篇幅讨论各
种知识表示和处理技术、各种典型的推理技术，还包括非经典逻辑推理技术和非协调逻辑推理技术；
第3部分为学习与发现，用3章的篇幅讨论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神经网络学习算法、数据挖掘和知识
发现技术；第4部分为领域应用，用2章分别讨论专家系统开发技术和自然语言处理原理和方法。

　　这些内容能够使读者对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构造方法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对人工智能研究领域里的最新成果有所了解。

　　《人工智能基础教程（第2版）》强调先进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可作为计算机、信息处理、自
动化和电信等IT相关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教材，也可供从事计算机科学研究
、开发和应用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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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人类的自然智能伴随着人类活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人类的许多活动，如解题、下棋、猜谜、写作、编制计划和编程，甚至驾车、骑车等，都需要智能。
如果机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的一部分，那么就可以认为机器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人工智能”。
什么是人的智能？
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这些都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十分感兴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从思维基础上讲，它是人们长期以来探索研制能够进行计算、推理和其他思维活动的智能机器的必然
结果；从理论基础上讲，它是信息论、控制论、系统工程论、计算机科学、心理学、神经学、认知科
学、数学和哲学等多学科相互渗透的结果；从物质和技术基础上讲，它是电子计算机和电子技术得到
广泛应用的结果。
为了解人工智能，先熟悉一下与它有关的一些概念，这些概念涉及信息、认识、知识、智力和智能。
不难看出，这些概念在逐步贴近人工智能。
首先看看什么是信息。
信息与物质及能量构成整个宇宙。
信息是物质和能量运动的形式，是以物质和能量为载体的客观存在。
人们不能直接认识物质和能量，而是通过物质和能量的信息来认识它们。
人的认识过程为：信息经过感觉输入到神经系统，再经过大脑思维变为认识。
那么什么是认识呢？
认识就是用符号去整理研究对象，并确定其联系。
由认识可以继续探讨什么是知识和智力。

Page 1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基础教程>>

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基础教程(第2版)》：教学目标明确，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教学方法灵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内容先进，反映了计算机学科的最新发展。
教学模式完善，提供配套的教学资源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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