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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物联网智能技术的理论及其相关算法，从知识管理、知识表达、知识推理、智能计算
、机器学习等方面，对物联网智能技术进行了详细介绍，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更为系统、综合的物联
网智能技术体系。

本书内容丰富、详略得当、专业性强，既可作为系统工程专业、计算机专业及通信等相关专业本科生
及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学校学生毕业论文及毕业设计的参考资料，以及从事物联网智能技术
相关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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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不确定性。
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人们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可能会使知识带有一些不确定性。
知识的不确定件包括不完整性、不精确性与模糊性。
 知识的不完整性是指在解决问题时不具备解决该问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
从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来看，一般遵循由部分到整体、由感性到理性、由表面到本质等规律，
这种部分的、感性的、表面的认识，都反映了知识的不完整性。
事实上，人们求解问题的过程，很多都是在知识不全面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并最终使问题得以解决的。
例如，医生在看病时，能够了解到的往往只是病人的一部分症状，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一般都是
在这种知识不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
知识的不完整性又可能会导致知识的不精确性和模糊性。
 知识的不精确性是指知识所具有的既不能完全被确定为真，又不能完全被确定为假的特性。
例如，在专家系统中，其知识一般来源于领域专家的经验，即领域专家在长期工作和研究实践中积累
起来的知识。
对于这些知识，领域专家一般都能够灵活、高效地运用，但要精确地将其描述出来却比较困难。
通常，知识的不精确性是用"置信度"来描述的。
 知识的模糊性是指知识的"边界"不明确的特性。
由于某些概念之间存在着模糊关系，那么当用这些概念构成知识时，就使得人们很难把两个类似的知
识严格区分开来。
例如，"好"与"比较好"是两个模糊的概念。
当评价一个人时，好到什么程度算比较好，好到什么程度算好，就很难区分了。
所以，知识的模糊性通常是用"模糊隶属度"来度量的。
 （3）矛盾性和相容性。
矛盾性是指同一个知识集中的不同知识之间的相互对立或不一致性。
也就是指，从这些知识出发，会推出不一致的结论。
相容性是指同一个知识集中的所有知识之间互相不矛盾，因此也称为知识的一致性，即从这些知识出
发，不能从中推出一对互相矛盾的结论。
 （4）可表示性与可利用性。
可表示性是指知识可以用适当的形式表示出来。
例如，语言、文字、图形、神经网络等。
知识的可表示性为知识的存储、传播和利用奠定了基础。
知识的可利用性是指知识可以被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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