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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模式识别导论》主要讨论统计模式识别、句法结构模式识别、模糊模式识别、智能模式识别及
特征选择和降维映射的基本理论和实用算法，并附有大量例题和计算机上机练习，加深了对理论和算
法的深刻理解和实际应用。
尤其智能模式识别一章，它介绍了模式识别的最新理论成果——人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同时还
介绍了这些新理论的应用成果。
书后还备有题库和计算机上机用的数据集，适于教学和自学。
　　《模式识别导论》可作为高等院校信息工程、计算机及自动化等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
模式识别教材。
同时也可供计算机信息处理、计算机视觉、自动控制、地球物理、生物信息等领域中从事模式识别研
究的广大科技人员和高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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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立东，1939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60年考入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通讯与广播专业，1965年
留校任教至今。
现为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教授。
历任仪表车间主任，自动化教研室主任，模式识别研究室主任，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教研室主任，自动
化教研中心主任，北京邮电学院信息系统管理组组长，北京高校信息管理系统协作组副组长。
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级、部级科研项目，取得多项科研成果，其中部分成果已用于邮政编码、税收报表
等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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