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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当前科学技术中正在迅速发展，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和
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一个学科，也是一门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和哲学等学
科的交叉和边缘学科。
自1956年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以来，在50多年的时间内，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不少争论、困
难和挑战，但在研究者坚韧不拔的努力下，它还是不断发展壮大。
它的诞生与发展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也将在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网络和知识经
济时代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并对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人工智能重要性的日渐显现，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适应网络经济时
代的要求，国内外许多高等学校都在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人工智能课程，以便学生掌
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与应用技术。
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更是将人工智能列为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的选考科目之一。
本书是作者在自己的科研与教学实践基础上，吸收国内外多种人工智能教材的优点以及最新的研究成
果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力求做到以下几点。
可读性在内容安排上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逻辑严谨，前呼后应；在语言表达方面，力求通俗易
懂，文笔流畅，通过大量的实例说明难以理解的概念、方法和解题步骤，使读者易于理解所学内容。
简明性在书写上力求简明，对内容的轻重和主次力求处理得当，注意做到既条理清楚、论述全面，又
简单明了，避免累赘和重复。
实用性在讲清概念的同时，力求对知识表示、自动推理、机器学习、状态空间搜索和自然语言理解等
各类问题的求解方法和步骤进行归纳总结，并通过大量的例题对这些解题方法进行讲解，以增强学生
动手解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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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本书是作者结合计算机专业规范，并依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学习和吸纳前辈经验，经归纳、提炼和
创新而形成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教材。
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技术。
    全书共分两篇，包括10章内容。
第1篇为原理篇，主要论述知识表示、知识获取及知识运用三大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及其
发展状况、知识表示方法、确定性推理方法、不确定推理方法、状态空间搜索、机器学习等内容。
第Ⅱ篇为应用篇，介绍自然语言理解、专家系统、人工神经网络等研究领域，并在第10章对数据挖掘
和主体技术等热点研究领域进行了介绍。
每章都给出了大量的例题和习题，供学生练习使用。
    本书的特色是简明、实用，逻辑性强，可读性好，教学生动手解题，符合当前素质教育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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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计算机及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人工智能课程教材，也可供从事人工
智能研究和应用的科技工作者参考，还可供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以及参加其他考试的相关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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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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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方法及途径  　  1.3.1　人工智能研究的各种学派及其理论    　1.3.2　实现人工智能的技术路线    1.4
　人工智能的研究及应用领域    习题1　第2章　知识表示方法    2.1  概述  　  2.1.1　知识、信息和数据  
　 2.1.2　知识的特性    　2.1.3　知识的分类    　2.1.4　知识的表示　  2.2　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  　 
2.2.1　知识的谓词逻辑表示法    　2.2.2　用谓词公式表示知识的步骤　    2.2.3　谓词公式表示知识的举
例  　  2.2.4　一阶谓词逻辑表示法的特点　  2.3　产生式表示法  　  2.3.1　产生式可表示的知识种类及
其基本形式    　2.3.2　知识的表示方法  　　  2.3.3　产生式系统的组成    　2.3.4　产生式系统的推理方
式    　2.3.5　产生式表示法的特点　　2.4　语义网络表示法    　2.4.1  语义网络的概念及其结构　   
2.4.2　语义网络中常用的语义联系　    2.4.3　语义网络表示知识的方法　    2.4.4　用语义网络表示知识
的步骤　    2.4.5　语义网络表示知识举例　    2.4.6　语义网络表示下的推理过程　    2.4.7　语义网络表
示法的特点　　2.5　框架表示法    　2.5.1　框架理论　    2.5.2　框架的定义及组成　    2.5.3　用框架表
示知识的步骤　    2.5.4　用框架表示知识举例　    2.5.5　框架表示下的推理方法　    2.5.6　框架表示法
的特点　　2.6  面向对象的表示法    　2.6.1　面向对象的基本概念　    2.6.2　表示知识的方法  　　⋯⋯
　第3章  确定性推理方法　第4章  不确定推理方法　第5章  状态空间搜索策略　第6章  机器学习第Ⅱ
篇  应用篇　第7章  自然语言理解　第8章  专家系统　第9章  人工神经网络与遗传算法　第10章　数据
挖掘与主体技术附录A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综合考试真题附录B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综合考试真题解答参
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教程>>

章节摘录

插图：第Ⅰ篇原理篇第1章绪论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是当前科学技术中正在迅速发
展，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涌现的一个学科，也是一门涉及数学、计算机科学、控制
论、信息论、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和边缘学科。
自20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以来，在50多年的时间内，人工智能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不
少的争论、困难和挑战，但在研究者们坚韧不拔的努力下，它还是不断发展壮大。
它的诞生与发展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研究者们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将会在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网络和知识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和影响，对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章将简单介绍人工智能的诞生及其发展过程，以及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并对人工智能研究的各个
学派及其研究和应用领域进行讨论。
1.1人工智能的诞生及发展人工智能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
1956年夏季，美国一些从事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论和神经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汇聚在达特
茅斯（Dartmouth）大学，举办了一次长达两个月的学术讨论会，认真热烈地讨论了用机器模拟人类智
能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使用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以代表有关机器智能这一研究方向。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工智能研讨会，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从人工智能学科诞生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50多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不少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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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工智能教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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