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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联系学科发展前言，在多学科理论的指导下，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了智能信息系统的基本理
论、方法、技术及应用。
全书分两篇共13章，主要包括知识处理与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如知识获取、知识表示、知识组
织、知识推理、知识检索；智能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方法学；智能人机接口与用户知识管理的方法
与技术；典型智能信息系统的实现及应用研究。
    全书由两大部分组成：理论篇和应用篇。
第一部分是理论篇，首先概述了智能信息系统的理论基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知识管理、人工
智能、知识工程；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知识处理与知识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知识表示、知识组
织、知识推理、知识检索、知识获取、知识发现；智能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方法学；智能人机接口
与用户知识管理的方法技术。
第二部分是应用篇，阐述了典型的智能信息系统规划、实现及应用研究，包括智能检索系统、网络智
能搜索引擎、智能导航系统、智能咨询系统、商务智能系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智能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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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和类型    1.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2.1  信息管理      1.2.2  计算机信息系统    1.3  知识管理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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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5 人工智能在信息管理科学中的应用　　1.5.1　信息管理科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信息管理科
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
它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诸方面的知识，如：图书信息的分类、标引与检索理论；数
学理论——布尔代数、概率统计、模糊集合论与逻辑学等；计算机科学理论——信息的存储与查找
、Al与专家系统的原理和方法以及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
　　信息管理科学和Al研究的主要内容均是关于信息与知识的获取、存储和利用。
因此，两者在研究对象、研究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特征。
Al和信息管理可视做事物的两头：一头是把事实与规则的组合变成有意义的Al的微观世界，另一头是
知识结合体(推想、建议及其他种类的知识)。
　　从技术角度来看，Al与信息管理研究存在以下相似问题：模式识别与文献自动标引中的特征选择
；模式分类与文献聚类；AI中的知识表示与文献的描述；启发式搜索与联机查找；机器学习与反馈信
息检索等。
在信息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等技术的相互融合、促进、应用及发展，将在管
理领域引发全　　面的管理革命。
　　从Al与信息管理科学之间的关系可知，它将对信息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①Al是跨学科的课题，
它将打破信息管理涉及的许多界限，拓宽和深化信息管理的研究领域；②将改革和创造崭新的信息知
识处理理论与方法，例如智能分类、标引、知识组织和知识检索等；③将创新高级的信息技术，例如
超大型存储技术、并行处理、智能检索及新型的信息系统模型等；④专家系统的经验证明，开创新一
代的远远超过文献信息服务的知识服务时代为时不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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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信息系统》既适合于信息管理、情报学、图书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电子商务、计算机
应用等专业的师生教学使用，又可供广大信息与知识工作者、有关管理和科技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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