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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系统地阐述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国内外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
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全书共分为11章。
首先简要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及概况；然后重点介绍了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搜索技术和
知识推理；最后详细介绍了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以及一些应用实例。
内容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条理清晰，各章均有大量的例题，便于读者掌握和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术，提高对人工智能习题的求解能力。
　　本书枳和为高等院校计算机类和电气信息类各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人工智能
研究与应用的教学、研究、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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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ligence）是当前科学技术中的一门前沿学科。
作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不仅涉及计算机科学，还涉及脑科学、神经生理学、心理学、
语言学、逻辑学、认知科学、行为科学、生命科学和数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等许多科学
领域。
　　1.1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1.1.1　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　　1.怎样才能说机器具有了智能　
　1950年，英国数学家图灵（A.M.Turing）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计算机是否具有人的智能，即称
为“图灵测验（TuringTesting）”。
该实验首先让两个人和一台计算机分别处于三个不同的房间，且互相看不到。
其中一个人扮演讯问者，剩余两者分别称为主体A和主体B。
实验的目的就是通过讯问者向主体A和主体B讯问来确定哪一个房间的主体是计算机。
实验开始时，讯问者并不知道哪一个房间的主体是计算机，三者都通过键盘和屏幕进行交流。
讯问者可以提出任何形式的问题，而计算机可以设法隐瞒它的身份。
这种测试重复多次，每次用不同的志愿者取代这两个人。
如果全部测试之后，正确识别出计算机的次数不明显大于随机猜测50％的次数，则认为这台计算机具
有了智能。
也就是说，如果一台计算机的表现和反应，以及相互作用，都与有意识的人类个体一样，那么它就应
该被认为是有意识的，即具有了智能。
　　2.“中国屋”思想实验　　20世纪80年代，美国哲学家塞尔（J.R.Searle）针对“图灵测验”，提出
了“中国屋”的思想实验（ChineseRoomExperiment）进行反驳。
塞尔想象自己被锁在一个有两个窗口的屋子里，这两个窗口分别是l和O，其中窗口I送人纸张，窗口O
送出纸张。
送入的纸张上面有很复杂的记号，用于代表一定的意义。
在屋子里面有一堆翻译手册，可以查到每个记号所代表的意思，从而能够获知整个纸张所代表的意义
；他然后根据其意义，可以做出正确的回答，并把这些回答再翻译成记号；最后通过窗口O把写有这
些记号的回答送出，而原来送人的纸张仍留在屋子里。
　　现在假定这些记号就是中国字。
由I窗口进入的是问题，而送到O窗口的则是对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
这一情形就像计算机里面的设置，通过一堆操纵于符号的规则（程序）对由输入窗口进入的符号做出
反应，并通过输出窗口给出某些符号。
那么在通过“图灵测验”情况下，屋子外面说中文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是在与屋子里一个懂中文的人对
话。
但实际上屋子里的那个人并不懂中文，只是根据符号的形式（形态）来操纵符号，机械地进行符号转
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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