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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56年首次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术语以来，经历了50多年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多次发展危
机和机遇的洗礼，人工智能已经成长为计算机学科的重要分支，不仅用于探索智能理论和模拟智能行
为，也广泛应用于实现工程、技术系统的智能化，以解决各学科领域中的困难问题，并将在新世纪的
网络和知识经济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应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的
各行各业，并正在和必将促进这些行业乃至计算机软件产业本身的变革。
所以，要求信息学科（尤其是计算机和自动化领域）和计算机应用密集的其他学科的研究生和本科高
年级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已成为国内外许多高校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高水平、复合型
和创新型人才的一项重要举措。
　　浙江大学是国内最早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高校之一，并长期重视研究生和本科生的人工智能课程
教学。
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学科和其他学科领域提高计算机应用水平的重要工具，本书的第1版已将
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为使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基本常识和拥有应用开发的初级能力；因而注重从
工程应用的角度，深入浅出地系统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应用技术，强化实用化介绍，并
全面反映当时国内外研究和应用的新进展。
　　最近十年来（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新一代网络计算的智能化、机器学习的研究和应用；这些新进展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网络和知识
经济的步伐。
本书作者认为，第2版应反映这些新进展，但这会大幅度增加提高篇的内容。
考虑到本书（分3个部分：绪论、基础篇和提高篇）侧重于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及
初级应用技术（这些属基础篇的内容），而提高篇旨在拓广学生对于人工智能高级技术的视野；所以
作者将原提高篇内容分离出来编入研究生教材《人工智能高级技术导论》，代之以设立新的第7章“
人工智能高级技术综述”作为提高篇内容，给出对于人工智能高级技术的一个引导性介绍，其中包括
对于上述新进展的介绍。
　　本书第2版保留第1版的内容构架，全书分3个部分：绪论、基础篇和提高篇。
绪论即第l章，阐述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和基本原则。
基础篇由5章构成，第2、3章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包括搜索、归约和逻辑推理等问
题求解的基本方法以及知识表示的理论和方法；第4、5、6章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应用，包括基于
知识的系统，自动规划和配置，以及机器学习和知识发现。
第3章增加了3．5节，通过引入基于本体的语义知识表示，将知识表示从面向句法扩展到面向语义，使
得通过计算机网络交换的信息内容具有语义清晰和精确的定义。
第4章增加了4．5节，阐述从传统知识工程中脱颖而出的本体工程，并将KB系统拓广到基于本体的知
识系统，包括语义Web、知识管理、分布协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基础>>

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旨在系统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
并反映国内外研究和应用的最新进展。
全书共7章。
第1章阐述人工智能研究的发展、成果和基本原则；第2、3章介绍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技术，
包括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和知识表示；第4～6章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应用，包括基于知识的系统
、自动规划和配置以及机器学习；第7章对人工智能的高级技术作引导性综述，包括非单调推理和软
计算、基于范例的推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推理、机器学习研究和应用的新进展、Agent技术和
多Agent协同工作，以及新一代网络计算的技术基础及其智能化，以开阔学生的眼界。
    本书内容丰富，叙述脉络清晰，强化实用化介绍，同时配有丰富的习题，可作为高等院校计算机及
有关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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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济，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计算与普适计算、智能软件与Agent技术、软件工程与中间件技术、知识管理与决
策支持等。
长期从事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应用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6个（在研1个）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I页目8个（在研1个）、以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973）计划项
目子课题1个（在研）：已有6项主持的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分别达到国际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已发
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98篇收录进SCI索引、EI索引或国内一级期刊：出版的专著“基于知识的软
件智能化技术”“属国家九五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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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强化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新进展的介绍，使学生及时了解人工智能学科的前沿动向，激发他们
应用新技术和进行创新研究的热情。
　　◆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方法及技术清晰地划为两个方面：问题求解的基本方法和知识表示；
其中，关于知识表示的理论指出了知识表示包括定义符号结构和推理机制两个部分，并通过引入基于
本体的语义知识表示，将知识表示从面向句法扩展到面向语义；由此，为学生独立设计KB（基于知识
的）系统和基于本体的知识系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实用化介绍，以帮助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并为学生将来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于各自的研究工作，提供指导性样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工智能基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