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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科学的一个主要而有趣的问题是澄清现实世界中动物的眼睛和大脑如何识别物体。
实践表明，动物能正确地处理该问题，即能够识别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视觉、不同亮度和不同程度模
糊度的物体。
但大脑是怎么做的？
我们是怎么看到的？
我们是怎么识别周围环境中运动和变化着的物体？
一个运动物体作为一序列不同的图像固定出现在视网膜上。
正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著名格言：我们从来没有两次看到同样的物体。
单一的一张图像得不出关于物体真实形状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出现在视网膜的一序列图像一定包含一
个不变的“东西”，正因为这个不变的“东西”才使得我们能够以一个整体来感知一个物体。
我们生活在三维欧几里得空间，但我们的大脑能够通过非欧几里得变换计算出图像中的不变量。
为了让人工模式识别系统能够像生物视觉系统一样运行，识别结果对于模式的不同变换群应该是不变
的。
这些变换包括平移、旋转、尺度变化、亮度和颜色变化。
当前的工作描述了基于不变量代数几何理论的图像识别新方法。
在本书中，每一个彩色或多色谱像素不是作为一个KD向量，而是作为KD超复数（K是图像光谱通道
数）。
引起物体形状和颜色变换的周围环境的改变不被认为是矩阵变换，而是在物理和知觉空间中的一些几
何代数行为的结果。
这些是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利用超复数计算所担任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目前模式识别方法都是假定分类信息是完全包含在训练样本内，以多类不同样本的最优划分为基础，
分类器的训练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对样本的划分过程。
这些方法从非同类被识别对象的“差别”出发，在实现算法时，都是侧重于不同事物的“区别”，即
一类样本与有限类已知样本的区分。
这与人类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人在认识事物时是一类一类地认识，重视同类事物之间的
联系，或者说一类样本同无限类未知样本的区分。
以“区别”为出发点的传统模式识别必然导致以下两个局限：一是对首次遇到的未学习过的新事物，
容易误认为是某一类已学习过的旧事物；二是在对未学习过的新事物进行新的学习时，往往会打乱旧
的知识，即破坏对原已学习过的对旧事物的识别。
这正是传统的模式识别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取得真正理想效果的原因所在。
王守觉院士从人类认知事物的角度出发，重新研究了神经网络模式识别问题，创新性地提出了以多维
流形的拓扑学理论为基础的强调“认识”的模式识别——仿生模式识别（biomimetic pattern recognition
）；并以工程实用为目标，发展了一种对神经网络行为的“高维空间几何分析方法”，同时还提出了
实现“认识”事物为目标的“高维空问非超球面复杂几何形体覆盖”进行模式识别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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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几何代数理论为工具，论述了仿生模式识别与信号处理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几何代数在多
色谱信息中的仿生信息处理理论。
同时，本书通过局部坐标系中的特征映射关系来解决不同维数信号以及数据之间的特征关系，建立了
对不同维数信号一致的Clifford非线性流形分析模型和方法。
    本书注重系统性与应用性，适合模式识别、信号处理等领域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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