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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从诞生发展到今天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许多科研人员为此不懈努力。
信息处理的智能化与信息社会对智能的巨大需求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工智能研究曾取得过许多令人注目的成果，也经历过不少挫折。
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Internet／Intranet的普及应用，人工智能研
究再度活跃起来，并向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
专家系统是当前人工智能研究最活跃的一个分支，由于越来越多的具体的专家系统问世，使人工智能
的应用越来越广。
所谓专家系统，其实就是一类程序系统，从功能上可把它定义为“一个在某领域具有专家水平解题能
力的程序系统”，它能像这个领域的专家一样工作，能运用专家们多年积累的经验与专门知识，在很
短的时间内对问题作出高水平的解答。
例如一个专科的医疗专家系统，它在诊断某类疾病时，可以达到专科医生们的水平，从而至少可以作
为医生的助手，帮助诊断。
从结构上讲，还可把专家系统定义为“由一个专门领域的知识库，及一个能获取和运用知识的机构构
成的一个解题程序系统”，这里从结构上强调了其中存放知识的知识库与运用知识的机构之间的独立
性。
一个专家系统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具有的“专家知识”的多少与水平。
专家系统工具提供推理机、知识表示模式、知识获取工具、丰富的开发接口和用户接口，是简化建造
专家系统工作的结构化的软件包，用户不必了解专家系统是如何实现的，而主要工作是提供领域知识
。
Prolog语言是人工智能与专家系统领域最著名的逻辑程序设计语言，Visuall？
r01tog是基于Prolog语言的可视化逻辑程序设计语言，是Pr010g开发中心PDC（Prolog Development
Center）推出的基于Wind LOWS平台的智能化编程工具。
Visual Pr010R非常适合于专家系统、规划和其他人工智能相关问题的求解。
ESTA4.5（Expert System Shell for Text Animation 4.5）是PDC随Visual Dtolog5.2提供的一个优秀的专家系
统外壳（工具），使用ESTA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开发出相关领域的专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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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专家系统原理、专家系统工具ESTA等，并给出了较多的示例。
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简述人工智能、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工具、诊断问题求解、知识表
示、Visual Prolog语言；第二部分(第2～4章)论述专家系统工具ESTA及ESTA应用范例分析；第三部分(
第5～9章)介绍基于Visual Prolog的专家系统、基于Web的专家系统的应用研究、ESTA汉化及定制过程
、基于ESTA的专家系统、学习和研究ESTA的示例——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结合应用、Visual
Prolog的应用示例——基于高压分析的变电设备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基于Windows与基于Web的ESTA
应用咨询过程图例等。
    本书需要读者具有Prolog或Visual Prolog的基础知识，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
相关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专家系统及应用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电力系统等其他专业的师生以及科研
和工程技术人员自学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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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工智能（Artifial Intelligence，AI）是用计算机模拟专家思维和推理过程，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
的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它是由控制论、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生物学、神经学、生
理学、数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多种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
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ES）、模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和智能机器人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三大分
支。
人工智能也包括：主体技术、机器学习、自动推理、数据挖掘、知识工程、语义Web服务、语义网络
、决策支持系统、图像处理、信息检索等。
人工智能主要研究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实现机器智能。
有人把人工智能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符号智能；一类是计算智能。
符号智能是以知识为基础，通过推理进行问题求解，即传统的人工智能。
计算智能是以数据为基础，通过训练建立联系，进行问题求解。
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模糊系统、进化程序设计、人工生命等一般都属于计算智能。
20世纪70年代许多新方法被用于AI开发，著名的如Minsky的构造理论；另外David Marr提出了机器视觉
方面的新理论，例如，如何通过一幅图像的阴影、形状、颜色、边界和纹理等基本信息辨别图像，通
过分析这些信息，可以推断出图像可能是什么；同时期另一项成果是1972年提出的：Prolog语言。
70年代的另一项进展是专家系统，专家系统可以预测在一定条件下某种解的概率。
专家系统的市场应用很广，常被用于股市预测，帮助医生诊断疾病，以及辅助确定矿藏位置等。
专家系统因其效用被广泛使用，像杜邦、通用汽车公司和波音公司都大量依赖专家系统。
80年代，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更为迅速，并更多地进入商业领域。
在90年代及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技术也应用在Internet上，如信息搜索等。
在我国，智能模拟纳入国家计划的研究始于1978年。
1984.年召开了智能计算机及其系统的全国学术讨论会。
1986年起把智能计算机系统、智能机器人和智能信息处理（含模式识别）等重大项目列入国家高技术
研究863计划。
1997年起，又把智能信息处理、智能控制等项目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计划。
进入21世纪后，在最新制订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脑科学
与认知科学”已列入八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
我国科技工作者已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造性成果。
其中，尤以吴文俊院士关于几何定理证明的“吴氏方法”最为突出，已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吴文
俊因此荣获2001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励。
现在，我国已有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和大学师生从事不同层次的人工智能研究与学习。
人工智能研究已在我国深人开展，它必将为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重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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