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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一门前沿学科。
它的出现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被认为是计算机发展的一个根本目标。
为适应这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多年来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教学的经验，参考了
相关的资料，编写了适合本科教学的这本《人工智能》教材。
本书共分7章。
第1章绪论，叙述了人工智能的概念、研究途径、研究内容和其主要研究领域。
第2章和第3章智能表示和搜索，介绍了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一般搜索原理和求解方法。
第4章推理，讨论了人工智能的推理原理、各种推理方法。
第5章专家系统，介绍了专家系统基本概念、技术和方法。
第6章机器学习，介绍了机器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
第7章人工神经网络，讨论了人工神经网络有关概念及基本技术。
本书力求概念清楚，通俗易懂，同时也考虑了一定的深度、广度和先进性。
本书由蔡瑞英（第1、5、7章）、李长河（第2、3章）、张先宜（第4、6章）合作完成，并由蔡瑞英进
行修改和统稿。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一定有不少错误和缺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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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技术，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本入门书。
全书共分7章。
第1章叙述了人工智能概况，第2~4章介绍了人工智能基本原理和技术，第5~7章介绍专家系统、机器
学习及人工神经网络有关概念及主要技术。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或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亦可
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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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证据不确定性的表示在推理中，有两种来源不同的证据：一种是用户在求解问题时提供的初始
证据，例如病人的症状、化验结果等；另一种是在推理中用前面推出的结论作为当前推理的证据。
对于前一种情况，即用户提供的初始证据，由于这种证据多来源于观察，因而通常是不精确、不完全
的，即具有不确定性。
对于后一种情况，由于使用的知识及证据都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推出的结论当然也具有不确定性，当
把它用做后面推理的证据时它亦是不确定性的证据。
一般来说，证据不确定性的表示方法应与知识不确定性的表示方法保持一致，以便于推理过程中对不
确定性进行统一的处理。
在有些系统中，为便于用户的使用，对初始证据的不确定性与知识的不确定性采用了不同的表示方法
，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在系统内部亦做了相应的转换处理。
证据的不确定性通常也用一个数值表示，它代表相应证据的不确定性程度，称之为动态强度。
对于初始证据，其值由用户给出；对于用前面推理所得结论作为当前推理的证据，其值由推理中不确
定性的传递算法通过计算得到。
（3）不确定性的量度对于不同的知识及不同的证据，其不确定性的程度一般是不相同的，需要用不
同的数据表示其不确定性的程度，同时还需要事先规定它的取值范围，只有这样每个数据才会有确定
的意义。
例如，在专家系统MYCIN中，用可信度表示知识及证据的不确定性，取值范围为[-1，1]，当可信度取
大于零的数值时，其值越大表示相应的知识或证据越接近于“真”；当可信度的取值小于零时，其值
越小表示相应的知识或证据越接近于“假”。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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