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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研究趋向多元化 

— — 参加第十三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总结报告 

．  王献昌 

(国防科技大学讦 长沙410073) 

一

、 简介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NSF)的部分资 

助，我参加了 1993年 8月 28日至 1993年 9 

月 3日在法 国南部城市 Chambery召开的第 

十三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IJCAIt 

93，并宣读了论文。众所周知，会议的主办 

单位是 国际人工智能 联合 会 (In natioJ1aI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Inc， 

简称 IJCAII)，协办单位则是东道主法国人工 

智 能 联 合 会 (Association Francaise pou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简称 AFIA){此次大 

会还得到了法国政府及法国许多公司和机构 

的支持 。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逾二千人 ，大多来 

自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法国、 

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据程序委员会主席、 

美国宾西法 尼亚大学 Ruzena Bajcsy教授介 

绍．这次会议收到来自全世界 dd个国家的论 

文 876篇 ，经过广泛而严格的评审，从中只 

录甩了 220篇 。论文集由美国著名的Morgan 

Kaufmann出版社出版。厚厚二大本、有 l 700 

多页的论文集反映了当前国际人工智能界的 

主要研究成果。 

参加这次大会的国内学者有长沙工学院 

的陈火旺教授、王献昌博士 ；中国科学院计 

算技术研究所的史忠植研究员；软件所的程 

虎研究员；吉林大学计算机系的刘叔华教授 

等。数学所的陆汝铃研究员也专程从德国不 

来梅大学赶来参加了这次大会。同上一届会 

本文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王献 昌 博士。 

议一佯，本届会议只录甩了我国一篇文章，即 

长沙工学院王献昌、陈火旺、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赵沁平、李未撰写的论文 ：“w—A LoBi— 

cal System Based oll Shared Common Known 

edege Views (“w一一个基于共享常识观点 

的逻辑系统 )，这篇文章披列入分布式人工 

智能领域多智能体 (agent)逻辑程序设计专 

题下。王献昌博士于 1993年 8月 31日宣读 

了该论文，报告结束后，受到与会者的热烈 

鼓掌。会后，意大利罗马大学的 Aiello教授， 

悉尼大学的FooNorman教授，日本五代机研 

究中心 ICOT的 Ishikawa等人对我们的工作 

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希望能够建立学术联 

系和合作。 

这次大会，历时 7天。前三天是讲座和 

讨论会。后四天的大会报告是会议的主体部 

分，包括分属 7个分会场的220篇论文报告 

(其中二篇杰出论文奖的报告)，14篇特邀报 

告，7个专题研讨会，l篇荣获计算机思维奖 

的报告和 1篇杰出研究奖的报告。除上述内 

容外，还有来 自工业界、科研机构的成果展 

览，来自著名出版社的书展等。 

二、人选论文的分布情况 

入选的 220篇技术报告披划分为 ld个 

领域 ，各个领域的名称，论文数量，所占比 

例见下表； 

序号 名弥 

1 自动推理 

2 认知建模 

论文篇效 比重 

24 10．9 

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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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满足性问题 12 

分布式人工智能 2O 

智能教学系统 4 

知识库技术 6 

知识表示 32 

逻辑程序设计 8 

机器学习 36 

自热语言 24 

神经同络 8 

规划 10 

定性推理和素朴物理学 18 

机器人和视觉 12 

从论文分布情况看，国际人工智能联合 

会在传统的人工智能领域(如机器定理证 明、 

知识表示 ⋯⋯)和 日益受到重视的新领域 

(如视 觉、机 器 人、自然语 言、机 器学 习 
⋯ ⋯ )之 间作了适 当的调整}我们不妨拿 

1991年第十二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 的 

论文分布情况作一比较．便可以看出这种变 

化来。其中带 ★号的为保留的领域，带×号 

的为在本届会议上被砍去的领域，带十号的 

为被合并或被分开的领域。 

第十=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大会论文分布衰 

序号 名称 敷量 比例 

1 ×体系结构与语言 14 7．6 

2 ★自动推理 36 l9．5 

3 ★认知建模 6 3．2 

4 ★知识表示 25 13．5 

5 +学习与知识获取 37 20 

6 ★逻辑程序 9 4．9 

7 ★自然语言 19 10．3 

8 ×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 6 3．2 

9 ×人工智能的应用原理 4 2．2 

10 +定性推理 16 8．6 

11 +机器人 5 2．7 

12 +视觉 8 4．3，6 

显然本届会议增加的领域有 ：分布式人 

工智能、智能教学系统、神经网络、规划、约 

束满足性问题、知识库技术}原来被划分为 

二个不同领域的机器人、视觉则被合并为一 

个领域，即机器人和视觉；定性推理则扩展 

为定性推理与素朴的物理学；学习与知识获 

取则被分割为机器学习，知识库技术等。人 

· 2 ’ 

工智能的体系结构与语言、人工智能的哲学 

基础、人工智能的应用原理则不再被列入本 

届会议。． 

三、特邀报告和专题研讨会 

会议期 间举办了 7个专题研讨会并有 

1 4篇特邀报告。7个专题研讨会是：1．动作、 

表示和目的：视觉计算基础的再评价；2．人 

工智能、多媒体和教育；3．模糊逻辑和人工 

智能；4．人工智能应用的巨大挑战；5．指令： 

语言与行为；6．远距离通信和人工智能—— 

皇帝的新衣?7．使用 C~eo11$用于三维物体的 

识 别。 

十四篇特邀报告涉及的内容有： 

1．渡音商业航 空公司的 Mirc~lav Benda 

所作妁报告：“人工智能的探索值得一提”。作 

者认为 5年或 1O年前作这样的报告还不太 

可能，‘而今天由于人工智能系统 已经应用于 

商业处理，各种大规模，复杂的设计等领域， 

才使得本报告成为可能。作者通过工业界中 

人工智能的成功应用，指出人工智能已经对 

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美国南加州大学 Les Gasser所作的报 

告 ；。社会知识和社会行为：实际上 的异质 

性 。作者讨论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概念，如 

知识、行为的社会学含义，讨论了反思如事 

实 相互作用、知识 、组织等概念的方法t以 

及如何从概念、表达、计算的角度捕捉这些 

概念 的社会学含义。 

3．捷克查理斯大学 Ivan Have1的报告： 

“人工思维和浮现的智慧 。作者认为能否成 

功地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类的理性思维将有助 

于进一步理解我们的智慧 (mind)，包括知觉 

(consciousness)}作者认为现在流行 的 浮 

现”概念 (emergence)将最终是一表达人工 

思维的合适的概念 。 

4．东京大学 Hirochika Inoue的报告 ；“基 

于视觉的机器人行为：现实世界人工智能研 

究的工具和测试台 。作者认为视觉不仅对机 

器人．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人工智能都 

起着关键的作用。人工智能界不应失去对视 

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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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问题和机器人进展的重视。今天实时的视 

觉处理 已经变得可能，这意味着基于概觉的 

行为将变得更为动态化 ，并具有广泛的应用 

领域 ，如实时视觉跟踪。本文介绍了一个实 

时的视觉跟踪系统 ，并将该系统集成到一个 

机器人程序设计环境中。作者进行了基于视 

觉的机器人行为以及人和机器人交互的实验 

系统，并使该系统能够 。通过所看进行学 

习 。 

5．加拿大王后大学 Susan J．Leder~ 的 

报告 ：“智能手 ：关于机器人设计 中对于人类 

目标识别的实验性探索 。作者认为生物系统 

的研究为开发基于触觉的机器人提供了一种 

途径 ，这是对当前机器人领域流行的更为形 

式的分析方法的补充。 

6．日本电器实验室的 NobuyUkt Otsu的 

报告 ：。面向灵活的智能：日本通产省新的现 

实世界计算计划”。作者介绍了继 日本五代机 

之后，通产省的又一个十年计划，预算达 5亿 

美元的 现实世界计算计划 ，简称为 RWC； 

不像五代机的目标是造出一种机器．RWC着 

重于直觉信息的处理 ，着重于建立有关类似 

人类灵活的信息处理和智能的理论和技术基 

础。在RWC中，大规模并行和分布式 理是 

其关键概念。 

7．以色 列 希 伯 莱 大 学 Jeffrey R~en- 

schein的报告 ：“一致的智能体：多智能体系 

统中的协商机制 。 

8．美国卡 内尔大学的 Devlka Subramani- 

an的报告：“概念设计和人工智能”。 

9．荷兰阿姆斯持丹 大学 John van Ben- 

them的报告 }“关于认知行为的逻辑 。 

I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Smven Feiner的 

报告 ：“基于知识 的图形学和虚拟世界 。 

l1．美 国 A1B_T 贝 尔 实 验 室 Julia 

Hirschber8的报告 “字外含义：自然语言处理 

中声调的前沿研究 。 

1 2．美 国加 利福 尼 亚大学 christos Pa- 

pa~imitrfou的报告 } 算法，复杂性和人工智 

能一。 

l 3．Elf Aquitaine Production公 司 Alain 

Perrot的报告：。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石油和化 

学公司：教训和前景 。 

1 4．意大利都灵大学 Lo~enza SaJtta的报 

告 ：“机器学习：梦想?还是现实?” 

四、杰出研究奖及其它 

本届 会议 的最佳服务 奖授给 了 Xerox 

PARC公司的 Daniel G．Bobrow；而杰出研究 

奖刷授给 了多伦多大学的 Raymor~Reiter教 

授 ，以表彰他 20年来在人工智能领域作出的 

巨大贡献。 

ReRer的研究工作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许 

多领域 ，有非单调推理、数据库，逻辑程序 

设计，真值维护系统，有关诊断的形式理论 ． 

动态世界 (dynamic world)的表示与推理等。 

他是非单调推理的奠基人之一，是缺省逻辑 

(default Iooc)的发明人 利用缺省逻辑，ReJr— 

er研究了规划 、逻辑程序、数据库和 自然语言 

中的许多问题 ；在关系数据库和演绎数据库 

方面．ReRer也作了很多有影响的工作，早在 

1978年 ，他就提出了封闭世界假说(CWA)的 

概念}CWA是最早的非单调理论，其思想影 

响了以后人们对演绎数据库．Pro]~ 中 。否 

定 语义的研究，并导致许多新的 CWA概 

念{利用 CWA，Reiter给出了数据库，演绎 

数据库的语义；此外 ，Relter还倡导了将演绎 

规则加入数据库以增强数据库表达能力的思 

想；早在 1971年他就独立地证明了逻辑程序 

归结的完全性定理 『同样他也是TMS基础理 

论的奠基人之一I他给出了诊断推理的形式 

理论，这个理论至今还在诊断领域被采用。近 

年来，他着重于用情景逻辑 (Situation Logic) 

刻 画动态世界的知识表示和推理 。ReRer的 

大会报告专门介绍了他本人最近的工作；以 

Reiter的观点，情景逻辑是描述、刻画动态世 

界的理想工具 。 

从 220篇论文中，评委会最终挑选 了二 

篇论文作为本届会议的最佳论文。一篇是由 

日本三菱研究所的 Masayuki I~jita，澳州国立 

大学 的 John Slaney和 加拿大 Mount st Vin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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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大学的 Frank Bennett三人台作撰写的文 

章 ： “Automatle Oener~ion of Some ResuI伍in 

Finite Algebra (有穷代数中某些结果的自动 

生成)；另一篇是 日本学者 Yasuo Kuniyoshi和 

Hirochika Inoue合作撰写的文章 ：“Qualitative 

Recognition of Ongoing Human Action Se- 

quences (行进中人类行为序列的定性识别)。 

这里我着重谈一下前一篇获奖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主要成果是 ：1)它是以 1COT 

的定理证明器 MGTP(Model Generation Thee,- 

『em Prover)为工具来证 明某类性质的准群 

(quasi—group)的存在性的。由于用 KL1这种 

并行逻辑程序设计语言书写 的 MGTP并不 

是专门为群论l可题设计的定理证明器，因此 

利用 MGTP证 明的结果颇使人感到意外。2) 

证明器所用的机器是 PIM-m，它具有 256个 

处理 机，执行速度达到 160M append LIPS。 

3)关键是它得出的一些代数结果，是至今人 

们还未解决的。 

要解决的问题背景是：如果一个一阶理 

论有有穷模型，则如何寻找它?这可以用代 

数方面的问题来说明。 

设 G是一个有穷域 。·为 G上的二元运 

算 ，则 <G，·)是一半群 ，若对 G中任意元 

素 8。b，c有 a· (b·c)一 (a．b) ·0；称 

‘G，·>是一准群 (或拟群)。若对任意元素 

a，b方程 a·x—b，Y·a—b有唯一的解；称 

(G，·)是 自强的，若对 G中任意元素 a，a 

·a=a。设 {i，j，k)； {1，2，3)，则称 

(Q， ·- )是 (自强的)准群 <Q， ·)的 

<j，j，k>共轭 (自强的)准群，若对 Q中任 

意元素 x】，x2， ，有 x1·l̂x2=xjiffxi· — 

x ；称 <Q，·>是 <i，j，k)共轭正交的，若 

<Q，· )是共轭准群 ，且对任意 x，Y，z。t， 

由x·y=z·t和 x·Îy=z·ukt可得 x=z，Y 

—c。现在令 (i，j。k)COLIS(v)为阶数为 

v的 (j'j，k)共轭 自强的正交准群，则 (3， 

2，1)COL1S (v)的存在性如何? (3。1， 

2)COLIS(v)的存在性如何?又如满足关系 

(x·y)·y=x· 【x·y)的准群的存在性如 

·4 · 

何?其阶数是否满足 v一1(m0d 4)等等 

五、计算机思维奖 

本 届会议 的计算机思维奖授给了 日本 

NEC公司的 HiroakiKitano，他同时也在CMU 

的机器翻译中心工作。他作的大会报告题 目 

是 ：“大规摸并行的挑战”。其基本思想简述 

如下。 

从工程学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最终成 

功可以通过具有巨大社会、科学影响的系统 

实现来衡量。人工智能的典型应用领域有：对 

话式翻译系统 、人类染色体工程、围棋等．但 

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有其局限性 ，传统人工 

智能研究有如下几方面特征：形式表示，规 

则驱动推理，强方法和手工建造知识库}但 

实际面临的问题却具有如下特征 ：知识表示 

的不完全性 ，不正确性和不一致性 }此外人 

类在处理复杂问题时，都带有一定的烦向，并 

以易处理和经济性为原则。大多已有的人工 

智能模型并不适于用并行处理来实现，这是 

由于这些模型深受冯 ·诺依曼体系结构的影 

响。狭义地讲 ，冯 ·诺依曼结构可以表示为 
一 个带有指令和数据存储器的处理机 。早期 

(即使在八十年代)人工智能研究者所能用到 

的计算机的计算和存储能力远小于今天的个 

人计算机，这样无形中，最扰地使用计算机 

资源便影响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大规模 

并行计算机的出现解放了人工智能的这一传 

统模式。 

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的出现有着强有力的 

技术背景。今天，DRAM存贮器每年以40 

的容量增加 ，现在 已能达到 64M。0．ham技术 

已成为可 能；微处理器的执行性能 每年以 

20—30 的速度递增 ；Inter公司的工程师们 

在 I990年预测 2000年的处理机 Micro2000 

的集 成度可超过每平方英寸 5千万个晶体 

管，并且其时钟速度可达 250MMz，今天看来 

这个预测不到 2000年便可实现 

大 规模 并 行的 计 算机 结构 可 追溯 至 

I972年的 l1]iae-1V，这是一种 SIMD结构的 

并行机，含有 64个处理机 ；1 980年 MPP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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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I6384个 i位的处理机；I984年DAP含有 

1024至 4096个处理机 这些早期的并行计 

算机大多用于科学计算。 

大规模并行计算机 的真正转折点是 

1 985年连接机 (Connection Machine)的出现， 

这台机器的研制主要是为了解决 NETL和语 

义网络上的问题。 

早期的 CM一2含有大量的一位处理机和 

浮点处理部件 ，而今天 lj5使用了 32位的 

SPARC芯片通过树型机构网互连 

大多并行处理机都采用分布式存储体 

系，但仍有一些工作着眼于共享的并行处理 

结构 。如一种基于虚拟共享的存储模型 ，使 

得程序员不必考虑数据的物理地址 

高度并行的人工智能 (MPAI)旨在利用 

高度并行的计算模型去开发、建立人工智能 

系统的方法学，探讨思维，行为的计算模型。 

依作者之见，MPAI不仅能加速传统 AI模式 

的发展，而且为人工智能的成功提供了一次 

机会。这是因为在基于记忆的推理、遗传算 

法等领域，即使传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也意 

识到 ，对于高性能的计算机和巨大的知识库 

的需求都要求高度并行的人工智能技术去支 

持我们要发展的智能系统 。简言之，高度并 

行的人工智能为人工智能的研究开辟了一个 

新的方向，并将成为人工智能走向现实的途 

径。 

六、^工智能的现状与趋势 

正如本届程序委员会主席 Ruzena Baj~y 

教授所指出的，“人工智能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健康的和激动人心的领域 。这是因为人 

工智能的 目标，它所面临的问题 ，为解决这 

些问题所需要的导 ．技术和方法都使得人 

能成为当今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 。从这 

次会议看，人工智能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 

趋势 ，每一领域每一层次的工作都有其应用 

的背景和价值。 
一 方面基于传统 AI模式的研究仍然在 

发展。非单调推理 、知识表示、自动推理、逻 

辑程序等领域仍然是蓬勃发展的领域 i另一 

方面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现丰富了人工智能 

的研究，从其它角度指出了人工智能可行的 

途径。从第十二届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计算 

机 思维奖得主 Brooks提 出的 SubsumptJon计 

算机体系结构到本 届会议 H Jro~i K Jtano提 

出的高度并行的人工智能，都给人工智能的 

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分布式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机器人与规觉等研究领域也 

日益受到重视。 

有关多agent体系的研究成为 DAI(分布 

式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个十分活跃的领域，涉 

及的方面有：多 agent体系结构的研究，多a- 

gent逻辑程序设计的研究 ，多 agent之间的合 

作 、协商 ，agent的学习等 国内对 agent的译 

法不一 ，有结点、智能体、代理人之说。但 

我认为每一中文译法都不能反映agent丰富 

的内涵 ，建议采用音译或直接不译的方式 

基于模拟的人工智能研究途径也在迅猛 

地发展。例如大会期间比利时人工智能实验 

室展出的实验性机器人、人工鱼等都引起了 

与会者的极大兴趣。这些自主的机器人能够 

根据周围 (环境)状态的变化 (这些状态指 

光、接触等)而改变 自身的运动状态，以完 

成特定的功能。 

总的说来，美国、加拿大、日本、西欧 

的人工 智能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尤其是美 

国)i而 日本近几年在人工智能界的崛起是一 

件十分引人注 目的事情 ，一般人都认为这应 

归功于日本第五代机计划的影响，可以说五 

代机计划的副产品之一是扩大了日本在国际 

人工智能界的学术影响 ，造就了一批国际一 

流的计算机人材。 

与这些国家相比，我们国家 AI研究的整 

体水平还有待提高。一方面我国有相当庞大 

的人工智能研究队伍；另一方面，我国在国 

际人工智能界还没有形成 自己应有的地位 

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我自己的看法，有下 

面 几条 ： 

J．研究水平处于低层次上 ．不了解国际 

最新动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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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程序的语义问题* (I)弋? 

至 虽 ． 
(国防科技大学 长沙 410073) 

摘要 说明性语义是逻辑程序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作为说明性程序的基本特征．近年来由于 

人们对带否定前提的一般 逻辑程序设计的关注．以及逻辑程序与非单调推理的结音 ．逻辑程序的语 

义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结果。本文以早期的Clark语义和最小模型语义为起点．介绍这些新发展的部 

分 内容．主要包括 Clark语义的 Fitting 3-值扩充、理想模型语义、慧定模型语义、良基模蛩语义以 

及它们之 间的关系．井在此基研上进一步讨论 了说明性语义在逻辑程序设计中的地 位和作用 。 

1．引言 

七十年代初，Colmerauer和 Kowalski提 

出了逻辑程序毽-计的思想。Rous．sel在 I972 

年实现了第一个 Prolog解释器，使这一思想 

得以实现。如今逻辑程序设计已经成为AI领 

域 广泛使用的程序设计风范。从计算机科学 

的角度讲，逻辑程序设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 

首先确立了说明性 (declaration)程序设计的 

概念。这一概念基于 Kowalski提出的逻辑与 

控制的分离原则，即在理想的情况下，一个 

程序员只需关心程序的说明性含义，而程序 

执行的过程性则被自动处理。实现这一理想 

的基本前提是将逻辑程序与独立于过程性的 

说明性语义联系在一起，这种说明性语义不 

仅提供了关于逻辑程序含义的理解，而且可 

作为评估各种计算机制的基本规范。逻辑 

程序语义的研究始于七十年代中后期，代表 

性的工作包括 Van Emdem和 Kowalski的最 

小模 型语 义 (1976)、Clark的程序 完全化 

(1978)和 Reiter的封闭世界假设 (I978)。这 

方面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展 ，终于形成了第一部逻辑程序设计基础的 

专著[ 。近十多年来，随着人们对常识推理中 

各种非单调现象的深入研究，逻辑程序的语 

义作为推理机制 “终审官 (final arbiter)”的 

含义更为广泛或更具多样性。寻找适当的说 

明性语义反映逻辑程序在常识背景下的意义 

(intended meaning)成为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困 

难的研究课题。正因为如此，逻辑程序的语 

义问题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又出现了许 

多新的进展。 

本文根据 [1]的内容，讨论逻辑程序设 

计的语义问题 ，特别介绍八十年代中后期的 

部分研究成果 。我们首先定义逻辑程序设计 

语义的一般概念和思想。然后分别介绍Clark 

语义及其 Fitting的 3一值扩充、最小模型语 

国家 863计剜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收到 日期：93．01．12。 

2．研究水平仅处于跟踪水平} 

3．研究缺少新思想 ； 

4．缺少必要的国际交流和 让别人了解 

我们工作的机会 ； 

5．英语表达差I 

6．基础研究水平弱。 

· 6 · 

实际上 ，每届 LICAI在基础研究方面的 

文章占相当大的比侧，这方面应当是我们国 

家的优势。因此如果在上述诸多方面有所改 

进 ，我们的工作被国际人工智能学术界接收 

还是很有希望的。 

参考文献 IJCAI’93会议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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