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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对于知识的研究与探索自始至终都未停止过。
在人类进入信息化社会并向知识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人类通过计算机的应用把知识从概念真正跃升
到知识科学。
知识工程便是一门新兴的关于知识获取、表示和推理以及用一种特定形式把知识表示为计算机可操作
对象的科学，其研究的目标是挖掘和抽取人类知识，这也使得计算机具有人类的一定智能。
知识工程是一个庞大的交叉领域，本书将知识处理定义为对环境中接收感知信息并执行行动的智能体
，每个这样的智能体都实现把感知序列映射到行动函数；讨论了表达这些函数的各种方法，诸如一个
从当前状态的条件到行动的直接映射（反应式智能体），一种从感知序列利用关于世界发展方式的信
息，以及关于智能体可以采用的可能行动的结果信息推断世界的相关属性（逻辑智能体）；指示了对
世界状态的愿望度的效用信息及对行动的愿望度的行动值信息（效用智能体）；表明了学习智能体的
感知不仅应该对进行中的行动有用，而且应该能够改进智能体未来行动的能力（泛化能力）。
                              知识工程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对许多问题作者并未做深入研
究，一些有价值的新内容也来不及收入本书，加上作者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
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感谢人工智能学会荣誉理事长涂序彦教授、中国同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史忠植研究员、清华大学石
纯一教授和原西南师范大学邱玉辉教授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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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代表未来计算模式——智能体的视角论述知识工程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
全书共分11章，第1章论述知识工程问题的提出；第2章给出智能体的评价标准——理性；第3、4、7
、8章分别讨论了智能体工作的四种策略：目标、逻辑、效用、学习；第5章讨论了智能体工作的基础
知识表示——本体；第6章讨论了常识及其推理；第9章和第10章详细介绍了知识系统开发环境Prolog
及知识系统应用案例；第11章讨论了多智能体及其通信问题。
    本书既是一本专著，也可作为高等学校电子信息、自动化、机电工程、计算机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
生和本科高年级知识工程或人工智能的课程教材，还可供从事知识系统教学、研究、开发和应用的科
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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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理解智能包括理解：知识如何获取、表达和存储；智能行为如何产生和学习；动机、情感和偏好如何
发展和运用；传感器信号如何转换各种符号；怎样利用各种符号执行逻辑运算、对过去进行推理及对
未来进行规划；智能机制如何产生愿望、信念和意图等现象。
从1956年正式提出人工智能五十多年来，人工智能已取得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门广泛的交叉和前沿学
科。
现在计算机似乎已经变得十分“聪明”了。
例如，1997年5月．IBM公司研制的深蓝(Deep Blue)计算机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洛夫(Kasparov)。
计算机编程语言和其他计算机软件都因为有了人工智能的进展而得以存在。
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理论酝酿着新的突破-人工生命的提出， 这意味着人类不仪试图从传统的工程
技术途径．而且将从新开辟的生物工程技术途径。
人工智能的近期研究目标是建造职能计算机，用以代替人类从事脑力劳动，即使现有的计算机更“聪
明”更有用。
正是根据这一近期研究目标，才把人工智能理解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
人工智能的远期研究目标是探究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基本原理，研究用自动机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
和智能行为。
这个长期目标远远超出计算机科学的范畴， 几乎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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