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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特别是Internet和WWW技术的发展，使得动态复杂问题求解成为问题
求解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利用Agent技术解决该难题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而，基于Agent技术的动态协作任务求解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也是当前该领域研究
的热点。
本书对基于智能Agent的动态协作任务求解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介绍了问题
求解及任务求解，并回顾了问题求解及Agent技术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说明了任
务求解是问题求解发展的高级阶段及智能Agent技术为复杂问题求解提供了新的途径，为进一步说明动
态协作任务求解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二，在动态协作任务求解问题进行详细介绍的基础上，对基于智能Agent的动态协作任务求解机制问
题进行了分析，即从社会层面上对组织动态适应性问题进行研究；不仅从总体上对动态协作任务求解
实现过程进行了形式化描述，并且还对其具体实现机制进行了阐述。
第三，介绍了基于Agent融合与分解的系统自重构思想，即从个体层面上对组织动态适应性问题进行研
究；提出了通过Agent融合与分解方式实现系统自重构的思想及系统自重构控制实现模型；在组件
式BDI主体结构基础上，对Agent融合与分解的具体实现过程进行了分析。
最后，以信息整合任务为例，提出了基于智能Agent的动态信息整合任务协作求解模型，并进行了形式
化描述；将该模型应用于铁路信息整合问题，提出了基于智能Agent的铁路信息整合总体实现方案，并
阐述了数据挖掘过程在该总体方案中的实现。
由于本书中的理论涉及内容较多，相互关系复杂，为了更好进行说明，下面给出了本书理论体系结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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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态复杂问题求解一直是人工智能和复杂应用系统理论与应用研究中的难点之一。
利用Agent技术解决该难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本书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8章，第1、2章对于任务求解及智能Agcnt技术进行了介绍；第3-7章，对于基于智能Agent技术
的动态协作任务求解问题进行全面阐述，不仅给出了任务求解的相关理论基础及严格的形式化证明，
同时对于与动态协作任务求解问题相关的描述逻辑、实现机制、时序活动逻辑、智能Agent的融合与分
解及基于该方式系统自重构思想实现等问题给予全面的介绍。
第8章综合上述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铁路信息整合的实际情况，将上述理论应用我国铁路信息整合
问题，并提出了已开始实施的基于智能Agent技术的铁路信息整合总体实现方案。
    本书通过总结作者的科研成果，尝试为动态协作任务求解这一当前信息系统理论和应用中所面临的
难点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决途径。
本书力图做到概念清晰、表达准确、层次分明、结构清晰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对读者富有启发性
。
本书对从事人工智能、系统仿真、复杂系统和中大规模应用系统等领域理论及应用研究的科技人员具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对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大学高年级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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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智能Agent的应用现在已经非常广泛，下面仅列举其在信息服务、系统与网络管理、电子商务、
协同工作、商业、娱乐几个方面应用，由此可见一斑。
1）信息服务。
信息服务是最广大的用户群接触网络环境的首要渠道。
对于信息内容已经相当丰富的互联网来说，进一步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改变目前信息服务中存在的
“信息过载”和“资源迷向”的状况，是信息服务业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智能Agent正好可以适应这方面的需要。
具体地说，用于信息服务的智能Agent主要完成以下功能：①导航，即告诉用户所需要的资源在哪里；
②解惑，即根据网上资源回答用户关于特定主题的问题；③过滤，即按照用户指定的条件，从流向用
户的大量信息中筛选符合条件的信息，并以不同级别（全文、详细摘要、简单摘要、标题）呈现给用
户；④整理，即为用户把已经下载的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组织；⑤发现，即从大量的公共原始数据（
比如股票行情等）中筛选和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向有关用户发布。
这些都是使信息服务走向个性化主动服务不可缺少的功能。
目前在此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能够使用的系统，但智能化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且主动有余、过滤不足已
经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亟待尽快发展更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予以解决。
2）系统与网络管理。
计算机系统本身的资源量就非常巨大，系统管理的整个趋势正在朝着“傻瓜化”的方向发展，其中很
大一部分原来由系统管理员手工干的事情，现在已经由计算机代管了。
系统管理的界面变得更加友好，在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驾驭系统资源的复杂性反而
在不断降低，代管系统的自主性也在逐步提高。
在网络管理方面，随着Client／Server计算成为主流，完成固定功能的Agent的存在和应用已经成为事实
，分布在不同设备上“监视”设备状况，并随时向主机报告数据的Agent，已经是当今网管系统中很平
常的一部分了。
但是，这些从事部分系统／网络管理的Agent目前还不能称为“智能Agent”，它们的智能化程度仍然
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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