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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的人工智能（AI）技术建立在基于符号表示和推理的经典理论之上，包括搜索、归约和逻辑
推理等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以及知识表示的理论和方法。
这些技术已广泛应用于KB（基于知识的）系统、自动规划、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视觉、机
器人等应用领域。
作为AI技术的入门级或基础性的课程教材，大多数AI教科书也都以介绍这些基础级技术为主要内容。
然而，仅依赖这些基础级技术，并不足以支持高性能应用的开发和运行。
为此，实现高性能的高级技术得到了深入和持久的研究，首先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KB系统高级技
术、非单调推理和软计算、基于范例的推理以及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推理，然后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
的Agent技术和多Agent协同工作；进入新世纪后，机器学习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显著进展，而新一代
网络计算的技术基础及其智能化则成为另一个研究热点。
　　KB系统（狭义地，专家系统）在20世纪70年代的初步成功导致了80年代初AI工业化浪潮的兴起。
但推动该浪潮的AI“淘金热”随即遭受重大挫折，快速消失了。
AI研究者们从中悟出的一个教训就是：基于知识的问题求解技术必须与主流计算技术紧密结合，才有
出路；从而导致基于知识的软件智能化技术发展为AI应用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KB系统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使软件具有基于知识的问题求解能力或广义的知识处理能力，可
以作为实现软件智能化的有效途径。
然而，传统KB系统存在严重缺点：问题求解能力的脆弱性和不可靠性，这主要源自其只获取表示事物
间现象上关联的经验知识，使得求解的问题超出经验知识允许的范围时系统的处理能力急剧下降。
正是这个严重缺点和相关的其他缺点导致20世纪80年代初投资开发的许多KB系统未走出实验室。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

内容概要

　　以问题求解、知识表示、KB（基于知识的）系统、自动规划、机器学习等关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级
技术为主要内容，但仅依赖这些基础级技术，并不足以支持高性能应用的开发和运行。
为此，《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从推动高性能智能软件的研究和应用角度，对人工智能的高级技术
作全面的导论性介绍，包括20世纪80年代开发的KB系统高级技术、非单调推理和软计算、基于范例的
推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推理，90年代兴起的Agent技术和多Agent协同工作，进入21世纪后机器学习
研究与应用的新进展，以及新一代网络计算的技术基础及其智能化。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将在回顾基于知识的问题求解技术的基础上，介绍这些人工智能高级
技术，包括研究背景、基本概念和实现方法，使读者对这些技术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由此为
应用和进一步研究这些技术奠定必要的基础。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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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理性思维：“思维法则”方法　　该方法关注考核思维的正确性，即一个系统若能在其知
识范围内正确行事（推出正确结论），它就是理性的。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首先试图严格定义“正确思维”的人之一。
他将“正确思维”定义为不能辩驳的“三段论”推理过程：若前提和相应的“前提一结论”规则都正
确，则总能推导出正确结论。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苏格拉底是男人，所有男人是凡人；所以苏格拉底也是凡人。
“三段论”是一种典型的思维法则，作为支配人类心智活动的论据结构模式。
前述数理逻辑和形式推理的研究给出了精确描述事物和事物间关系的符号结构，使得通过符号逻辑就
可建立起能理性思维的智能系统。
可以说专家系统和知识工程就是这种“思维法则”方法催生的产物。
　　这种方法面临的障碍是难以获得关于事物和事物间关系的完备知识，即使局限于一个狭窄的应用
领域内。
由于缺少完备的知识，系统将无法解决超出现有知识范围的问题。
而且面临真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即使具有解决问题的知识，如果没有高效组织推理步骤的方法，也
会耗尽计算资源而搜索不到解答。
　　（4）理性行为：理性智能体方法　　该方法关注人工系统的智能行为，要求人工系统具有自主
行动的能力，如感知环境、做改变环境的操作、适应环境变化、交换消息、派遣或接收任务等。
称这种人工系统为智能体（Agent），理性智能体意指智能体能够通过上述理性思维方法使自己的行动
获得最佳结果，或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时能获得最佳的期望结果。
这里，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超出了“思维法则”确保思维正确的范畴，因为允许理性智能体在缺乏完
备知识时做不能确保正确的决策。
另外，时空资源受限时的快速反应能力也是理性的体现，尽管当时认为是最合适的反应也许事后会发
现实际上不佳甚至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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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将在回顾基于知识的问题求解技术的基础上，介绍这些人工智能高级技术
，包括研究背景、基本概念和实现方法，使读者对这些技术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并由此为应用
和进一步研究这些技术奠定必要的基础。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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