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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门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
哲学等众多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学科。
自1956年问世以来，它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经了几次大起大落。
也正是在这样的跌宕起伏中，人工智能学科得以逐步发展壮大，取得了许多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并
已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已经在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模式识别、人机交互
、智能信息处理、信息检索、数据挖掘、机器人技术及计算智能等应用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人工智能作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一门新兴学科，有人把它与空间技术、原子技术一起誉为20世纪的三大
科学技术成就；也有人把它称为继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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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脑的功能，实现脑
力劳动的自动化。
所以，人工智能将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2工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各行各业乃至计
算机软件产业本身的变革。
因此，让信息学科及相关学科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及方法，已成为国内
许多高等学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更是将人工智能列为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的选考科目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多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人工智能课程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国内外多种人工智能教
材的优点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
但由于人工智能是多学科的交叉学科，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且是一门仍处于不断发展的学科，新的理
论和方法不断涌现，新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着它的研究内容，新的应用不断为它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所以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为人工智能的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因此，本书作为人工智能的导论，主要介绍人工智能研究中最基本的、最经典的理论和方法，为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人员及其他学科领域中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科技工作者和学生介绍基本的人工智能原理
、方法和技术。
同时，参考了国家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综合水平全
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中的“人工智能考试大纲”的要求，书中对谓词逻辑、归结原理、不确定性
推理、知识表示等重点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内容安排上力求由浅人深，循序渐进，条理清晰，前后
一致；在写作上追求主次分明，通俗易懂，简单明了，避免重复。
全书共分8章，第工章对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研究目标、发展历史、各学派研究特点和应用领域等
进行了全面的讨论。
第2章介绍了问题求解的基本技术，讨论了各种搜索技术，包括基于状态空间表示和与／或树表示的
盲目搜索、启发式搜索、博弈问题以及约束满足问题。
第3章介绍了主要的知识表示方法，包括谓词逻辑表示法、产生式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语义网络表
示法、面向对象表示法和Petri网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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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导论》是作者在多年从事人工智能教学基础上吸收了现有人工智能教材中的精华而形成的
具有自身特色的教材。
《人工智能导论》系统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并反映了国内外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的最新进展。
 全书共8章。
第1章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研究和应用概况以及最新进展；第2、3章介绍人工智能基本原理、
方法和技术，主要包括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和知识表示；第4、5章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推理技术，包
括经典逻辑推理和不确定性推理及非单调推理；第6章讨论了计算智能理论，包括模糊计算、神经网
络计算和遗传算法；第7、8章讨论了专家系统和机器学习等研究领域的有关概念和系统构成技术。
 《人工智能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或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
可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及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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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图3.43中的STRUCTURZ－I。
已知这个结构有两个部件，一个砖块BRICK－I和一个模块WEDGE-I。
一旦在STRUCTURE-I和TOY-HOUSET－I之间放上ISA链，就知道BRICK－I必须支撑’WEI）GE－I。
在图3.43中用虚线箭头表示BRI（：K－]和WEDGE－I之间的SUPPORT虚链。
因为在语义网络中很容易做部件匹配，所以虚线箭头的位置和方向很容易确定。
WEDGE－I肯定和作为TOY－HOUSE的一个部件的楔块相匹配，而：BRICK－I肯定和砖块相匹配。
2.5.5语义网络知识表示的特点语义网络表示方法主要有以下优点。
（1）结构性好语义网络是一种结构化的知识表示方法，它能够把事物的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各种语义
关系显示地表示出来。
通过语义关系的描述和定义，可以实现概念和属性的继承，变异、补充等，实现信息的共享。
（2）联想性语义网络本身是作为人类联想记忆模型提出的，所强调的就是事物之间的语义联系。
这样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的联想记忆模式。
语义网络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实现信息的自检索能力，对一般的搜索问题不用对整个知识库进行检索
，可以避免搜索时的组合爆炸问题，提高检索的效率。
（3）自然性语义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标示的有向图，可直观地把事物的属性及事物间的语义联系
表示出来，便于理解。
自然语言和语义网络之间的转换也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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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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