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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原理与方法》较全面地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其应用技术。
全书共12章，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至第6章，论述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技术，即知识表
示、推理及搜索，重点讨论了不确定性的表示及处理技术；第二部分包括第7章至第10章，着重讨论了
专家系统、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及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研究领域的有关概念及系统构成技术；第三部
分包括第11章和第12章，分别讨论了神经网络和智能计算机的概念、模型、研究现状及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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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1章 绪 论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记为AI）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门前
沿学科，同时也是一门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新技术不断出现的新兴学科以及正在迅速发展的学
科。
它是在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神经心理学、哲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因此又可把它看作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
它的出现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有的人把它与空间技术、原子能技术一起誉为20世纪的三大科学技术成就；有的人把它称为继三次工
业革命后的一又一次革命，并称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延长了人手的功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
中解放出来，而人工智能则是延伸人脑的功能，实现脑力劳动的自动化。
　　本章将讨论智能、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并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途径及研究
领域进行简要的讨论。
　　1.1 什么是人工智能　　1.1.1 智能　　什么是智能？
智能的本质是什么？
这是古今中外许多哲学家、脑科学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以致
被列为自然界四大奥秘（物质的本质、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智能的发生）之一。
近些年来，随着脑科学、神经心理学等研究的进展，对人脑的结构和功能积累了一些初步认识，但对
整个神经系统的内部结构和作用机制，特别是脑的功能原理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在此情况下，要从本质上对智能给出一个精确的、可被公认的定义显然是不现实的。
目前人们大多是把对人脑的已有认识与智能的外在表现结合起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用不
同的方法来对智能进行研究的，提出的观点亦不相同。
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思维理论、知识阈值理论及进化理论等。
　　思维理论来自认知科学。
认知科学又称为思维科学，它是研究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科学，其目的在于揭开大
脑思维功能的奥秘。
该理论认为智能的核心是思维，人的一切智慧或智能都来自于大脑的思维活动，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
人们思维的产物，因而通过对思维规律与方法的研究可望揭示智能的本质。
　　知识阈值理论着重强调知识对于智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认为智能行为取决于知识的数量及其一
般化的程度，一个系统之所以有智能是因为它具有可运用的知识。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它把智能定义为：智能就是在巨大的搜索空间中迅速找到一个满意解的能力。
这一理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影响，知识工程、专家系统等都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发
展起来的。
　　进化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布鲁克（R.A.Brook）教授提出来的。
1991年他提出了“没有表达的智能”，1992年又提出了“没有推理的智能”，这是他根据自己对人造
器动物的研究与实践提出的与众不同的观点。
该理论认为人的本质能力是在动态环境中的行走能力、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维持生命和繁衍生息
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对智能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智能是某种复杂系统所浮现的性质。
它是由许多部件交互作用产生的，智能仅仅由系统总的行为以及行为与环境的联系所决定，它可以在
没有明显的可操作的内部表达的情况下产生，也可以在没有明显的推理系统出现的情况下产生。
该理论的核心是用控制取代表示，从而取消概念、模型及显式表示的知识，否定抽象对于智能及智能
模拟的必要性，强调分层结构对于智能进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目前这一观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由于它与人们的传统看法完全不同，
因而引起了人工智能界的注意。
　　综合上述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智能是知识与智力的总和。
其中，知识是一切智能行为的基础，而智力是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求解问题的能力，即在任意给定的
环境和目标的条件下，正确制订决策和实现目标的能力，它来自人脑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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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智能具有下述特征：　　1.具有感知能力感知能力是指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
、嗅觉等感觉器官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
感知是人类最基本的生理、心理现象，是获取外部信息的基本途径，人类的大部分知识都是通过感知
获取有关信息，然后经过大脑加工获得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感知，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知识，也不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智能活动。
因此，感知是产生智能活动的前提与必要条件。
　　在人类的各种感知方式中，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样的。
据有关研究，大约80％以上的外界信息是通过视觉得到的，有10％是通过听觉得到的，这表明视觉与
听觉在人类感知中占有主导地位。
这就提示我们，在人工智能的机器感知方面，主要应加强机器视觉及机器听觉的研究。
　　2.具有记忆与思维的能力　　记忆与思维是人脑最重要的功能，亦是人们之所以有智能的根本原
因所在。
记忆用于存储由感觉器官感知到的外部信息以及由思维所产生的知识；思维用于对记忆的信息进行处
理，即利用已有的知识对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比较、判断、推理、联想、决策等。
思维是一个动态过程，是获取知识以及运用知识求解问题的根本途径。
　　思维可分为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在潜意识激发下获得灵感而“忽然开窍”的顿悟思维等。
其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是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逻辑思维又称为抽象思维，它是一种根据逻辑规则对信息进行处理的理性思维方式，反映了人们
以抽象的、间接的、概括的方式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首先通过感觉器官获得对外部事物的感性认识，经过初步概括、知觉定势等形成关
于相应事物的信息，存储于大脑中，供逻辑思维进行处理。
然后，通过匹配选出相应的逻辑规则，并且作用于已经表示成一定形式的已知信息，进行相应的逻辑
推理（演绎）。
通常情况下，这种推理都比较复杂不可能只用一条规则做一次推理就可解决问题，往往要对第一次推
出的结果再运用新的规则进行新一轮的推理，等等。
至于推理是否会获得成功，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用于推理的规则是否完备，另一是已知的信息是
否完善、可靠。
如果推理规则是完备的，由感性认识获得的初始信息是完善、可靠的，则由逻辑思维可以得到合理、
可靠的结论。
逻辑思维具有如下特点：　　（1）依靠逻辑进行思维。
　　（2）思维过程是串行的，表现为一个线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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