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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模式识别和人工智能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及一些相关的模型，包括贝叶斯决策、线性判
别函数、神经网络理论、隐马尔可夫模型、聚类技术等，同时结合模式识别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字符
识别、笔迹鉴定、人脸检测、车牌识别、印章识别以及遥感图片、医学图片处理等内容，从多种角度
，介绍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
　　本书对其中的大多数问题，给出了基于C/VC++ 6.0的实现代码，且具有一定的扩展性。
有的实例还给出了不同的实现方法，以供读者选择。
　　    本书可作为读者学习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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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模式识别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50年代人工智能的兴起，模式
识别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学科。
它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很多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重视，推动了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扩
大了计算机应用的可能性。
几十年来，模式识别研究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也实现了很多成功的应用，但由于实际系统中涉及很多
复杂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现有的理论和方法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如何将这些方法结合实际问题加以应用，是我们应考虑的重点。
1.1 模式和模式识别的概念模式可以由演绎或者归纳过程而得到。
首先，假定模式这一概念是观察者本身所固有的，或者假定观察者是通过对许多不完全实例的观察而
抽象出这一概念的。
当这些实例被标以一种或几种已给定的模式时，这一过程可以称之为“有导师”的学习。
如果没有这样的标记也同样行之有效的过程，称之为“无导师”的学习。
模式识别是一个不仅被人类也被动物所履行的过程。
并且，在进化的意义上，这个过程有着确定的生存价值。
“抽象化”或者“理想化”也确实允许一个生物以一种相似于由以前的经验所证实行之有效的方法去
应付新的同类型情况。
较低等的生物所具备的抽象概念也许只限于危险、食物和交配，而较高级生物所具有的抽象概念显然
更为丰富。
模式识别在生物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表明人类和动物的神经系统可能已经发展了行之有效的回路。
可以说神经系统对处理具备生存价值的任务要比没有生存价值的任务更有效，就像我们很容易完成一
项复杂的模式识别任务，而对做多位数乘法却感到相当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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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通Visual C++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技术及工程实践(第2版)》对其中的大多数问题，给出了基
于C/VC++6.0的实现代码，且具有一定的扩展性。
有的实例还给出了不同的实现方法，以供读者选择。
《精通Visual C++数字图像处理模式识别技术及工程实践(第2版)》可作为读者学习模式识别与人工智
能时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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