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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
计算机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不但让计算机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还让计算机具有像人一样的智能
，最终使计算机能够做人类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且可能有比人类更强的能力。
这是人类的一个梦想。
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学科从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起起落落。
现在，人工智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更加深入的阶段。
人工智能涉及的子领域以及从事研究的学者范围非常广泛。
这是一个典型的交叉科学。
因为智能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
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观点都可以获得对智能的认识和模拟。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一日千里。
其研究成果和各种文献更是不计其数。
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现状，掌握人工智能研究的大致热点和基本原理与方法，我
们编写了本书。
本书并不试图详细、深入地介绍人工智能中每一方面的最新成果。
因为本书的每一章都涵盖了人工智能的一个或者多个研究领域。
如果要深入、全面地介绍这个领域，那么每一章至少都是一部专著，所以本书的意图就是让读者了解
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基本轮廓，对人工智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知道目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些热
点，掌握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中的一些基本的、普遍的、比较广泛的原理和方法。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把读者引进人工智能的大门。
入门之后，读者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各自的研究方向，然后再阅读该方向的专著。
因此本书定名为“导论”。
全书共分8章。
第1章是绪论，介绍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基本观点、基本途径和人工智能中的主要研究内容。
第2章是知识工程，主要介绍关于知识的表示和知识组织的问题。
第3章介绍的确定性推理与第4章介绍的不确定性推理，都是关于如何运用知识（即推理）的问题。
第5章介绍了搜索策略。
这些都是传统人工智能教材的内容。
知识和推理是智能的核心。
有些学者所称的人工智能仅指这一部分；而把人工神经网络、模式识别、机器学习等问题与人工智能
并列起来，甚至对立起来。
笔者认为，传统的知识和推理部分主要运用物理符号系统进行研究，应该只是人工智能研究途径中的
一种，并非全部。
以人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连接主义途径也是研究人工智能的基本途径。
学习问题是扩展知识、发展智能的必要手段，当然也是人工智能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模式识别正是人工智能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应用。
这几部分也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一些热点和重点。
本书根据人工智能近20年来的发展，引入了一些新内容。
本书的第6章介绍了当前机器学习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
第7章介绍了人工神经网络的基本模型和算法。
由于模式识别的内容和机器学习的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所以本书没有把模式识别单独作为一
章进行介绍。
第8章把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体等当前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一些热点集中在一起，进行
了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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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l、6、7章由鲍军鹏编写，第2～5章由张选平编写，第8章由吕园园编写。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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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导论》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研究方法和应用领域等内容，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近：20年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进展，并根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动向对一些传统内容
作了取舍，详细介绍了机器学习方面的内容。
全书分为8章，内容涉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知识工程、确定性推理和不确定性推理、搜索策略、
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体等方面。
每章后面都附有习题，以供读者练习。
　　本书可作为计算机专业本科生和其他相关学科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有关科技人员的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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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值得指出的是，广义逻辑表示法的含义较广，现在有很多逻辑形式系统都采用逻辑表示方法。
例如，模糊逻辑表示一些非精确的知识，非单调逻辑表示一些常识，次协调逻辑表示一些相对矛盾的
知识，等等。
2.2.2 产生式表示法1943年，美国数学家波斯特（E.Post）首先提出的产生式系统（Production System）
，是作为组合问题的形式化变换理论提出来的。
其中产生式是指类似于A-Aa的符号变换规则。
谓词公式中的蕴涵关系就是产生式的特殊情形。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人脑对知识的存储就是产生式形式，相应的系统就称为产生式系统。
产生式系统在人工智能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
其主要原因如下：1）用产生式系统结构求解问题的过程和人类求解问题的思维过程很相像，因而可
以用来模拟人们求解问题时的思维过程。
2）人们可以把产生式当做人工智能系统中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单元，从而将产生式系统看做一种基
本模式，因而研究产生式系统的基本问题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具有广泛的意义。
1.产生式系统的组成产生式系统由全局数据库（Global Database）、产生式规则集（Set of Product Rules
）和控制策略（Control Strategies）3部分组成。
全局数据库是产生式系统所使用的主要数据结构，它存放输入的事实和问题状态以及所求解问题的所
有信息，包括推理的中间结果和最后结果。
全局数据库中的数据根据应用的问题不同，可以是常量、变量、谓词、表结构和图像等。
全局数据库中的数据是产生式规则的处理对象。
规则集是某领域知识用规则形式表示的集合。
规则用产生式来表示。
规则集包含将问题从初始状态转换到目标状态的所有变换规则。
用一般计算机程序语言表示为：if⋯then⋯。
其中左部确定了该规则可应用的先决条件；右部描述应用了这条规则所采取的行动或得出的结论。
在确定规则的前提或条件时，通常采用匹配的方法，即查看全局数据库中是否存在规则的前提或条件
所指出的情况。
若存在，则认为匹配成功；否则，则认为失败。
若匹配成功，则执行规则行为部分规定的动作（如“添加”新数据、“更新”1日数据、“删除”无
用数据等），或得到规则中所描述的结论。
控制策略或控制系统是规则的解释程序，它规定了如何选择一条可应用韵规则对全局数据库进行操作
，即决定了问题的求解过程或推理路线。
通常情况下，控制策略负责产生式规则前提或条件与全局数据库中数据的匹配，按一定的策略从匹配
超过的规则中选出一条（可能不止一条）加以执行（执行规则行为部分规定的操作，或得到规则结论
部分描述的结论），并在合适的时候结束产生式系统的运行。
2.产生式系统的知识表示产生式系统的知识表示方法包括事实的表示和规则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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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鲍军鹏、张选平等编著的《人工智能导论》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
全书分为8章，内容涉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知识工程、确定性推理和不确定性推理、搜索策略、
机器学习、人工神经网络，以及模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体等方面。
每章后面都附有习题，以供读者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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