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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摘 要 ‘ 

Having analysed intelligence sya'teros’ c0nstructj0n
． working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oughts of building a hypoth~i— 

cal base and a problem base in knowledge base； Having compared the present 

las．rning systems， tt gives the thoughts of queslloning learning and creative 

learnlag． 

随着计算机科学特昂 是人工智能韵发展，人们 

对管能系统的研究更加深入，逐步认识到智能系统 

的核心问题就是它的学习能力。那么，智能系统的 

一 般组成及工作过程怎样?智能系统有哪些性质? 

要模拟暂能系统应该解决哪些问题?尽管当前出现 

了各种学习系统，如机械学习，指导式学习，发现式 

学习，示铡式学习 比学习，解释学习等，但这些 

系统在学习过程中有何作用，处于何种地位?还有 

哪些学习方式值得我们研究?这就是本文要力求阐 

明的蚵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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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系统的一般结构 

智能系统的主要功能无非就是学习知识 

以及用所学知识进行工作，并在工作申再学 

习，因此我们可以把智能系统抽象 为 图l所 

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虚线右边为智能系 

统，左边为系统所处环境，虚线表示系统与 

环境间的界面，箭头表示信息流动方向。其 

中EV表示环境，IO表示索引机构，由 它决 

定是启动学习机椅LO，还是启动 工 作 机构 

WO，KB表示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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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2．智能系统的工作过程 

图2给 出了智能系统的工作流程图。图中 

左边为学习流程，右边为工作流程，现分述 

如下： 

是否有矛盾，若有，形成问题，交由工作机 

构处理 ；若无 矛盾 ，系统把 新获得的信息归 

纳分类 ，存八知识 库。 

3．系统用原有知识对新获得的内容进行 

一 定程度的假设性或联想性补充，形成问题 

给予解决。如原有事物与新输八的事物具有 

相同的结构，我们是否可假设新事物也具有 

原有事物具有的某一属性 

4．系统根据新获得的知识 扫描尚未解 

决的问题，若能对其有启发，刚送交工作机 

构给予解决 

2．2工作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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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学习漉程 

1．系统首先根据环境当前状恋 ，由索引 

机构与知识库比较，判断是否为系统所经历 

过的状态 ，若是，交由工作机构处理；-否则 

转2。 

2．学习机构判断当前状态与知识库内容 

啦 

解 

方 

法 

存 

库 

1．系统首先判断对要解决 

的问题是否有 相 应 解 法，若 

有，解之，并输出给环境。 

2．若无现成解法，分析该 

问题是否可分解为子问题 ，若 

能 ，且各子 问题有现成解法 

则解之，把结果输出给环境， 

并把解法归纳存八知识库，以 

备后用。 

3．若2失败，则判断 别 的 

领域里是否有类似 问题 的 解 

法，若有，给出假设性解法， 

反绩给环境，并把解法存库。 

4．若无类似解法，请教别 

的系统，看其是否能解决该问 

题，若能 ，解之，解法存库。 

5．若别的系统 也 不 能 解 

决，那么能否提出假 设性或假 

说性方案，若能，结果输出给 

环境，把 假 设 存 库，以待验 

汪。 

6．若无法解，暂把问题及其解决情况归 

纳存库，以备在掌握更 多知识后给予解决 

3．智能系统韵知识库 

由于知识的层次性，智能系统的知识库 

也显出层次性，它应该由概念库，规则库， 

过程库 ，假 设库 ，问题 库 等 组 成 (图3)o 

其[ 概念库存放事实与概念；规则库存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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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实或概念间的关系的公理，定律 定理 

等 ，过程库存放解决问题的策略方法等}假 

设库存放为解决某些疑难问题 而 提 出 的假 

设 假说等，它有待于在工作中给予验证j 

问题库存贮尚未解决的问题。假设的引八可 

使系统更 具创 造性。问题库 的建立 ，可提 高 

系统学习与工作的自觉性，可大大加快系统 

的学 习速度。 

3 

4．智靛系统的特点 

通过对智能系统的组成及工作过程的分 

析，我们可以把智能系统的特点归纳如下 

1．开放性：它由环境的开放性及其与环 

境的相互作用性决定，是指系统的状态与性 

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2．能动性：是指其对环境的反馈作用。 

3．自我完善性：这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 

指力求知识库的完备性，即接受新信息的能 

力，其二是指保持知识库的一致洼，即新接 

受的知识要与原知识无矛盾 ，若有，就要设 

法解决。 

4．工作机构与学习机构的正反馈性：是 

指学习的知识愈 多，工作机构的性能就得以 

提高，工作机构性能的提高又加快了学习速 

度。 

5．系统问的相互作用性 或称系统的社会 

性：这可 由工作流程的第四步看 出，况且 环 

境也可能由系统组成 ，这一点是智能系统的 

非常重要的性质。 

61周期性。是指智能系统有诞生一生长 
一 成熟一 退化一死亡的过程。 

5．蕾艟系统的研究谭厦 

·34· 

为了模拟智能系统，我们应做哪些工作 

呢 ? 

1．环境 感知 的研 究。这就是模式识别所 

进行的工作。 

2．知识库的组成厦结构的研究。这涉厦 

知识表示方面的工作。 

3．索引机构的研究。索引就是判断所接 

收的信息是 否 已存在 于知识库中 。要求 索引 

速度 侠 且保 持知识库的一致性。 匹配学的 

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启发性。 

4．知识的归纳、概括。这是目前机器学 

习所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 

5．知识的 自我完善，学习的 自觉性。即 

学 习动 机的研究。 

6．问题的 自动分析与分解的研究。 

7．系统 间相互作用性的研究。包括人与 

机器和机器与机器何的相互作用性，特别是 

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 

8．假设的自动提出与检验的研宄。 

9．类 比法的研究。 

6．当前学习系统夏其在鲁艟系统中的作用 

目前之所以出现了众多学习系统，是由 

于学习机制与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和我们对它 

的不完全了解所引起的，现分别分析如下： 

1．机械学习或死记硬背式学习：智能系 

统初期必须用这种方法学习一定的知识，把 

它作为以后学习的基础。 

2．指导式学习或示教式学习：为了加快 

学习速度，必须要有老师 的指导。 

3．观察式、发现式或示侧式学习：这些都 

属归纳学习。如果没有这种归纳抽象，不对 

已学知识进行有机组织，就很难深刻理解 ， 

也谈不上进一步学习并把它用于工作之中。 

所以我们说这是最根本的学习方式。 

4．类比学习：这是系统 自我完备性和解 

决类似问题所必需的。 

5．懈 释学习：其实它只是归纳与演译的 

应用 。 

T．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为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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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智能系统，我们亟待开展以 下 方 面 的研 

究l 

1．学习自觉性或学习动机的研究 ，这方 

面 的研 究是很 有意义的 ，系统有 了动 机 ，它 

就知道学什么，从哪儿学。 

2．提问式学 习的研究 ，主 要指 由机器 提 

出问题 ， 由人 或别 的机器 给予 解答 ，然后机 

器再把答案存八 自己的知识库，以备后用。 

3．创造性学习的研究，主要指假设的 自 

动提 出与验证 。 

4．问题的自动分析与分解的研究。 

5．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性或称社会性的研 

究，我们认为这是智能系统最根本的属性。 

6．我们认为各种学习方法 是 相 互 影响 

的，人们也不是孤立地使用单一学习方法进 

行学习，所以我们必须对各种学习方法的综 

台使用进行研究 。 

我们相信，对智能系统各个课题的不断 

研究，会进一步加深我们对 智 能 系 统的认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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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主要内容预告 

机量学习——回摩与艉餐 

专素敢据库系统 的来亲方向 

复杂对象敷誉库研究——历史和瑗状 

重囊理解厦箕摆理机匍 

知识库的一致性阿置和糖壹方法 

蓦手法捌的面向对象系统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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