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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在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中，以机器代替或减轻人的体力劳动，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而在东方，从元明以来中国各方面本已落后于西方，清初更因种种原因未赶上工业革命的潮流，使本
已落后的局面更为严重，几乎陷于万劫不复的局面。
现在由于计算机的出现，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工业革命时代，它以机器代替或减轻人的脑力劳动
为其重要标志。
中国是否能认清形势，借此契机重新崛起，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应该深长思考的问题。
试先就过去和正在到来的两次工业革命借用控制理论奠基人美国维纳（N.W1ener）的话来加以说明。
维纳先生说（据钱学森、宋健著《工程控制论》）：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人手由于机器竞争而贬值。
现在的工业革命则在于人脑的贬值。
至少人脑所起的简单的较具体较具有常规性质的判断作用将要贬值。
我把维纳所说人手和人脑的贬值，改成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代替或减轻。
说法有异，但其内容实质，基本上应该是相同的。
事实上，这种提法早已有之。
例如，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就提出：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
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
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
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机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第4版共10章。
第1章叙述人工智能的概况和不同学派的认知观。
第2章和第3章研究人工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和搜索推理技术。
第4章探讨不确定性推理的主要方法。
第5章阐述计算智能的基本知识。
第6章~第10章逐一讨论了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专家系统、机器学习、自动规划、分布式人
工智能和自然语言理解等。
与第三版本科生用书相比，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次出现的，如本体论和非经典推理、粒群优化和蚁群计
算、决策树学习和增强学习、词法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路径规划和基于Web的专家系统等。
其他章节也在第三版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修改、精简或补充。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有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人工智能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人工智能研究与
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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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集成发展时期（1986年至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个争相进行的智能计算机研究计划先后
遇到严峻挑战和困难，无法实现其预期目标。
这促使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对已有的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思想和方法进行反思。
已有的专家系统存在缺乏常识知识、应用领域狭窄、知识获取困难、推理机制单一、未能分布处理等
问题。
他们发现，困难反映出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的一些根本问题，如交互问题、扩展问题和体系问题等，
都没有很好解决。
对存在问题的探讨和对基本观点的争论，有助于人工智能摆脱困境，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应当以知识处理为核心，实现软件的智能化。
知识处理需要对应用领域和问题求解任务有深入的理解，扎根于主流计算环境。
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机器学习、计算智能、人工神经网络和行为主义等研究的深入开展，不时形
成高潮。
有别于符号主义的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人工智能学派也乘势而上，获得新的发展。
不同人工智能学派间的争论推动了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
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符号主义，从命题逻辑到谓词逻辑再至多值逻辑，包括模糊逻辑和粗糙集理论，
已为人工智能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历史性贡献，并已超出传统符号运算的范畴，表明符号主义在发展中
不断寻找新的理论、方法和实现途径。
传统人工智能（我们称之为AI）的数学计算体系仍不够严格和完整。
除了模糊计算外，近年来，许多模仿人脑思维、自然特征和生物行为的计算方法（如神经计算、进化
计算、自然计算、免疫计算和群计算等）已被引人人工智能学科。
我们把这些有别于传统人工智能的智能计算理论和方法称为计算智能（computational inte Uigence，CI
）。
计算智能弥补了传统AI缺乏数学理论和计算的不足，更新并丰富了人工智能的理论框架，使人工智能
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人工智能不同观点、方法和技术的集成，是人工智能发展所必需，也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
在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经网络的复兴和智能真体（intelligent agent）的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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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及其应用(第4版)》：国家级精品课程“人工智能”配套教材，第二版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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