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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能理论是探索人类智慧的奥秘与规律，并在机器中复现人类智慧的科学。
所谓智能革命，就是利用智能机器来放大和增强人类的智能。
可以说，智能机器本身就是机械机器发展的质变，后者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只是简单地放大和增强
了人的体能。
人们通过智能机器把智力物质化，并以它为手段来实现生产的智能化，然后又把人的自然力和机器的
人工智力的潜能都充分发挥出来，两者的强有力的结合必将实现社会的智能化。
智能机器的出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从而使人类创造和生产财富的速度与能力大大提高，
所有这些必将极大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20世纪末发生的智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实质性的一场新的技术和生产力的革命。
智能科学与生命科学的结合、智能技术与生物技术的结合，必将在21世纪创造出更多辉煌的奇迹！
　　智能与智能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包括广大公安科技工作者
、教师们的极大热情和关注。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高技术犯罪、网络空间犯罪以及五花八门的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的
犯罪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蔓延，在我国早已发现诸如银行等专业信息系统的各种犯罪案件。
因此，广大公安科技工作者、侦查人员学习和掌握智能理论知识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业务斗争实践，
已成为当务之急。
《智能理论与警用智能技术（第2版）》作者正是怀着这种时代的责任感编写了《智能理论与警用智
能技术》一书，它是一本导论性的通俗著作，内容丰富、取材新颖，全书有很好的系统性。
书中有关智能的基础理论论述充分透彻。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安业务工作中的应用，作者也做了有益的探讨，鉴于这是一门新的前沿科学技
术，它的应用还有待全国公安科技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
　　我相信，《智能理论与警用智能技术》一书的再版，必将促进广大公安科技人员在智能技术领域
的研究工作，从而能使我们的公安科技工作跟上新时期的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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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理论与警用智能技术》讲述了智能理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知识获取，知识表达，产生式
系统及控制策略；推理、规划、学习、专家系统及类脑模型建模及算法；人工智能（AI）的展望。
还有智能技术在公安系统的应用。
这些应用主要有：国际刑警、警用大型专家系统、机器人执法、刑侦智能技术、决策支持系统、公安
通信、生物认证、指挥中心、消防报警、电子政务、警犬技术、网络安全、安全防范、智能交通等。
　　智能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前沿，智能科学是探索人类智能的奥秘与规律及在机器中（或在动物中）
复现人类智能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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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指导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留学生的教学、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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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3知觉理论　　知觉是脑对客观各种属性的综合反映，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上的一种认知过程，
这个过程分为两类：一类是底——顶加工过程，需建立许多知觉模型，如模板匹配模型、原型模型、
特征提取模型。
另一类是顶——底加工知觉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视觉的早期加工并不是局部特征提取，而是进行大范
围的总体拓扑性质加工。
另外，还有知觉启动效应与内隐知觉等问题。
　　1.6.4记忆的认知理论　　记忆过程包括识记、保持、再认和再现，按记忆过程将记忆分为短时记
忆与长时记忆。
记忆信息加工理论把记忆看做是统一的机能系统加以研究。
　　多重记忆系统理论，认为人类记忆并不是单一的统一系统，脑内存在着结构与功能不同的多重记
忆系统。
　　1.6.5思维的认知理论　思维是高层次的认知过程，包括理解、判断、推理、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
维等多种复杂的认知过程。
它必须以感觉、知觉、学习、记忆等低层次认知活动为基础，才能从已知信息中推断出来未知信息。
　　思维的认知理论主要研究：　　1.思维　　表象——外部世界和知识在人们头脑中的表征。
　　概念——概念是事物本质的反映，它以词作为表达形式对某一类事物进行概括性表征。
概念总是以同类事物中最佳实例加以表征。
　　推理——推理是从已知信息引申获取未知信息的过程，既是一种独立的思维活动，又可能参与其
他复杂认知活动。
　　2.问题解决　　一般拟解决的问题分为归纳结构问题、转换问题、排列问题。
解决问题的策略有算法与启发法（或生成法）。
算法是解决问题的规则与步骤，一步步做下去就可得到答案。
启发法是在经验的基础上，直接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凭借经验找到解题方法。
解决问题过程分为4个阶段：问题表征、算子选择、算子应用和状态评价。
　　3.思维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思维认知心理学是开展亚符号微推理、内隐认知、思维内容及
其前后关联对思维过程制约性的研究，已成为当代思维心理学的前沿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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