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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工智能》教全面地介绍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各种课题，其中包括使用神经网络和遗传算法的感知和
适应性、附有本体论的智能agent、自动推理、自然语言分析，以及机器学习的随机途径。
论述的许多技术和策略可用于应对现今计算机科学面临的众多挑战。
此外，《人工智能》进一步从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等角度讨论了人工智能研究工作。
《人工智能》可作为高等院校研究生的教材，还可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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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凤岐，国防科技大学原计算机系教授，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和人工智能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一直带领学生承担国家“863”计划中关于“人工智能程序设计与环境
”、“专家系统开发工具”等的研究课题，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六项。
发表论文20余篇，并编著了《逻辑程序设计原理和方法》。
1990年获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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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应用领域中工作的专家运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实践。
这类知识经常是含糊、不精确并且只是部分地可用言语明确表达。
知识工程师必须将这类非形式的知识转化为适于计算系统的形式描述。
在形式化人的技能中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1）人的技能常常难按有意识的意向获取。
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指出的，“我们学习要做什么，并且在做中学习”。
例如，内科医生拥有的技能是在几年的实习与见习中一直集中在患者上而学到的，与他们学习生理学
课程相似，其中强调的是实验和理论。
他们获得的医疗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实践中的问题驱动的。
工作几年之后，这些技能成为高度集成的并且在高水平上是无意识的功能。
专家在问题求解中可能难以精确描述他是怎样做的。
2）人的经验常取知道如何处理某情况的形式，不知道什么是该情况的理性特征；产生的是技能的执
行机制，而不是根本理解这类机制是什么。
明显的例子是骑单车：会骑单车的人不是有意识地实时求解几组联立微分方程以保持平衡，而是使用
对“重力”、“动力”和“惯性”的感觉，由直觉的组合形成实用控制过程。
3）我们常将知识获取视为获得客观现实（即“现实世界”）的事实性知识。
理论与实践已表明，人的经验体现了个人或团体的世界“模型”。
这种模型似乎受惯例、社会进程以及由经验方法学所隐藏的操作规程的影响。
4）专门技能的改造。
不只是专家会获得新知识，而且已有的知识还会经受彻底的再形成，这已由科学与社会领域中的不断
争论所证实。
由此，知识工程是困难的并且应视为跨越任何专家系统的生存期。
为简化该任务，研究一种处在人的专门技能与实现的程序之间的“概念模型”是有意义的，见图8-3.
概念模型意指知识工程师对领域知识演进概念的形成。
尽管当然它不同于领域专家的模型，但该模型实际上决定了形式知识库的构造。
因为多数感兴趣的问题的复杂性，不应认为这种中间步骤是想当然的。
知识工程师应通过公共软件工程方法学记录且公开他们对领域所做的假设。
专家系统应包括需求文档，但由于探索式程序设计的限制，专家系统的需求应处理为与原型一起演进
。
数据字典、状态空间的图表示以及代码本身的注释都是该模型的组成部分。
由公开这些设计决定，可减少程序实现和维护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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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系列教材:人工智能》全面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内容包括导
论、表示与搜索导引、谓词演算、状态空间搜索、启发式搜索、状态空间搜索的控制算法、知识表示
、知识系统、不确定推理、基于符号的机器学习、神经网络、学习的遗传与浮现模型、自动推理、自
然语言理解等。
《面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规范系列教材:人工智能》有效结合了求解智能问题的数据结构及实现的
算法，把人工智能应用于实际环境中，通过实例和视图，清晰、准确地阐述人工智能领域许多难解的
概念，并从社会和哲学、心理学以及神经生理学角度对人工智能进行了独特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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