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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技进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
回眸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无不与科技的重大突破紧密相连。
三次科技革命，更是使人类文明发生了彻底改变。
我们不得不赞叹科技，它犹如魔法师手中的魔杖，使人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将人类从头到脚都武装
起来。
望远镜的发明让人类视觉得到了延伸，使“千里眼”不再是神话故事中的虚拟人物；电话是人类听觉
的“顺风耳”，它让即使远隔重洋的亲人也能像就在面前一样述说家长里短；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
是人类脚步的延伸，日行千里、日行万里不再是人类遥不可及的梦想；计算机是人脑的延伸，当人的
智慧得到延伸的时候，人的创造力被无限放大；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更是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
步，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科技的发展不但在物质上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时在人类的意
识形态上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形成新的、更加科学的世界观。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
而这仅仅是人类世界观的一个变化，诸如此类的认识变化实在太多了。
    今天我们在全社会倡导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的世界观
、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及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科学的世界观是最为基本的出发点。
如果没有正确的科学思想来指导行为，就难免会走弯路，所以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最根本的环节。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
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    我们说的科普是指采用读者比较容易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推动科学技术的应用。
这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可以了解一定的科学知识，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对于科技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来说，在全社会开展科普知识教育是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渠道
。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曾经在科技上长时间走在世界的前
列，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广大民众的科学意识比较单薄
。
所以在我国民众中开展广泛的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科普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建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举办各种科技讲座等，但是相对来说，图
书出版无疑是所有科普活动中最为重要和易于实施的途径。
有关科普教育和科普读物出版发行工作，多年来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
的广泛支持。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科普事业进入法制化
的轨道。
为持续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科普活动，中国科协决定从2005年起，将每年9月第三周的公休日定为全国
科普日。
2003年以来，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文化事业发展，由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实施送书下乡工程。
2009年2月，中国科协等单位五年内在全国城乡建千所科普图书室的活动举行了启动仪式。
2003年以来，由民政部、中央文明办、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家协会联合举
办的“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已经援建城乡社区图书室16．2万个，援建图
书5600万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科普图书，约3．5亿城乡居民从中受益，对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普
及起到了一定作用，提升广大社区居民的科技素质。
    为了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系统、全面、准确、深入地学习和掌握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
础知识，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能力，中国社会出版社按照国家确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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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普知识标准，编辑出版了《探究式科普丛书》。
    该套丛书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科普系列读物，共100本，分为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物理科学、
现代科技4个系列。
与其他科普类图书相比，该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其全面性，几乎囊括了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通
过阅读这套丛书，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次这套丛书的丛书名也很有特色，“探究式科普丛
书”从题目上就满足了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_的兴趣，注重探究性，让读者带着问题去了解科学、学
习科学，从而真正让阅读融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中，让人们通过阅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我相信这套科普图书的出版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广大读者对科普知识的全面需求，为读者树立科学
的世界观打下一定的基础。
    是为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智能的机器>>

内容概要

机器人是靠自身动力和控制能力来实现各种功能的一种机器，是整合了控制论、机械电子、计算机、
材料和仿生学的产物。
《智能的机器:机器人》主要介绍了机器人的诞生、发展、分类、特征以及机器人在工业、农业、医学
甚至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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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智慧视窗——机器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是感觉之窗，人有80％以上的信息是靠
视觉获取，能否造出“人工眼”让机器也能像人那样识文断字、看东西、这是智能自动化的重要课题
，也就是机器人的识别系统。
 关于机器识别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称为模式识别。
所谓模式是指被判别的事件或过程，它可以是物理实体，如文字、图片等，也可以是抽象的虚体，如
气候等。
 机器识别系统与人的视觉系统类似，由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与特征抽取、判决分类等部分组成。
 1.机器认字 日常生活中，信件投入邮筒需经过邮局工人分拣后才能发往各地。
一人一天只能分拣两千到三千封信，现在采用机器分拣，可以提高效率10多倍。
机器认字的原理与人认字的过程大体相似。
 机器人先对输入的邮政编码进行分析，并抽取特征。
若输入的是个“8”字，其特征是底下有个圈，左上部有一直道或带拐弯。
 其次是对比，即把这些特征与机器里原先规定的0到9这十个符号的特征进行比较，与哪个数字的特征
最相似，就是哪个数字。
这一类型的识别实质上叫分类，在模式识别理论中，这种方法叫做统计识别法。
 机器人认字的研究成果除了用于邮政系统外，还可用于手写程序直接输入、政府办公自动化、银行审
计、统计、自动排版等方面。
 2.机器识图 现有的机床加工零件完全靠操作者看图纸来完成，能否让机器人来识别图纸呢7这就是机
器识图问题。
 机器识图的方法除了上述的统计方法外，还有语言法。
它是利用人认识过程中视觉和语言的联系而建立的。
把图像分解成一些直线、斜线、折线、点、弧等基本元素，研究它们是按照怎样的规则构成图像的，
即从结构入手，检查待识别图像是属于哪一类“句型”，是否符合事先规定的句法。
按这个原则，若句法正确就能识别出来。
 机器识图具有广泛的应用领域，在现代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实验和医疗中，涉及大量的图像处
理与识别问题。
 3.机器识别物体 机器识别物体即三维识别系统。
一般是以电视摄像机作为信息输入系统。
根据人识别景物主要靠明暗信息、颜色信息、距离信息等原理，机器识别物体的系统也是输入这三种
信息，只是其方法有所不同罢了。
由于电视摄像机所拍摄的方向不同，可得各种图形，如抽取出棱数、顶点数、平行线组数等立方体的
共同特征，参照事先存储在计算机中的物体特征表，便可以识别立方体了。
 目前，机器可以识别简单形状的物体，对于曲面物体、电子部件等复杂形状的物体识别及室外景物识
别等研究工作，也有所进展。
物体识别主要用于工业产品外观检查、工件的分选和装配等方面。
 （3）人造嗅觉——机器人的鼻子 人能够嗅出物质的气味，分辨出周围物质的化学成分，这全是由上
鼻道的黏膜部分实现的。
在人体鼻子的这个区域，在只有5平方厘米的面积上却分布有500万个嗅觉细胞。
嗅觉细胞受到物质的刺激，产生神经脉冲传送到大脑，就产生了嗅觉。
人的鼻子实际上就是一部十分精密的气体分析仪。
人的鼻子是相当灵敏的，就算在一升水中放进二百五十分之一的乙硫醇（就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异常臭
味的化学物质），人的鼻子也能够闻出来。
 机器人的鼻子也就是用气体自动分析仪做成的。
我国已经研制成功了一种嗅敏仪，这种气体分析仪不仅能嗅出丙酮、氯仿等四十多种气体，还能够嗅
出人闻不出来但是却可以导致人死亡的一氧化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用的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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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嗅敏仪有一个由二氧化锡和氯化钯等物质烧结而成的探头（相当于鼻黏膜）。
当它遇到某些种类气体的时候，它的电阻就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通过电子线路做出相应的显示，用
光或者用声音报警。
同时，用这种嗅敏仪还可以查出埋在地下的管道漏气的位置。
 现在利用各种原理制成的气体自动分析仪已经有很多种类，广泛应用于检测毒气、分析宇宙飞船座舱
里的气体成分、监察环境等方面。
 这些气体分析仪的原理和显示都和电现象有关，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电子鼻。
把电子鼻和电子计算机组合起来，就可以做成机器人的嗅觉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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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智能的机器:机器人》满足了广大读者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注重探究性，让读者带着问题去了解科学
、学习科学，从而真正让阅读融入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当中，让人们通过阅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为老
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全面的参考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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