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 ．。 

可废除推理研究  ̈

．王—彗 林作铨 
(汕头大学计算机科学系 汕头51 5063) 

T 
(清华 大学计算 机与技求 系 北京100084) 

摘 要 Defttasible reasoning is 0ne way of eommonsense reasoningtcOmparing with non—monc~ 

tonic reasoning，it is based 0n arguments．not 0n sentences(default Ioglc may be considered an ex— 

ception J． this articlewetryto aeeor~moda ce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defeasible reasoning．in- 

cluding major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its drawbacks．At last a new framework of deieasible 

reasoning i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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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单姆推理是针对常识推理 而提出的 ，但是标 

准非单调逻辑都存在可计算性问题．如何提 出一种 

能睁刻画常识推理但又易于实现的新途径是近年来 

研究的问题之 一．可废除推理就是其中的一种尝试 

它 摄 早 山 哲 学 界 提 出．象 早 期 的 Kyhurg ．R 

Cb；sbolm“ ．80年代 后受 AI中非单调推理研 宅的 

影响，又开始 丁可废除推理的探^研究．其中比较有 

J弋表性的工作 有 Pollockt” 川 j．Louic ．NuteL ， 

Simarit J，Lin F Z．L 

所谓“可废除推理 ．是指在知识不完垒的情况 

下得 出的结论在新的事实加人后有 可能被鹱障掉。 

与标准非单调逻辑不 同的是 可废踪推理基于论证 

(a rgument) 通廿 论证之 间的相互 辩沧得 出最后的 

鲒 论。 
I 

一  可废除推理的基本概念 

可废除推 理的语言 L由一阶语言 L和 L中的 

元 关系 、一 组 成，元关 系组成形如 口)一 的缺省规 

州，a．p都是 L中 含 自由变 元的公式 (wffs)，其 中 

l一 表示相信前件a的推理相信后件口。 

这样语言 L由阿部分组成 ．事实集 F和缺省规 

则集 。由事实 篡和缺 省规删集 出发导出结论的过 

程锋为一十论证 ，推理规则提供丁论证之闻的连接。 

由于 中可能臆 含着矛昏．对一个结论的论j正有可 

能存在一个或昔多个叵证(推出卡目臣结论的论证】． 

新的论证倚戚 原来论证 的击蚊 r睦陴推理就是如 

何处理论证之 间的遗种击败关系，最后得到 一组不 

可击败的论证 集，不可击败的论证集支持 的命题就 

是我们最后可推的结论集 ． 

1．1 反驳击败和下切击败 

Pollock认为，论证之 问的击 败有两种 ’‘：反驳 

击败和下切击败。比如谎．我们通常认为一个物 伴=曲 

颤 色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颤 色．x看上击是红 包的是 

x是红色的可废踪推理 ．假如小王适时告诉我 X不 

是红色的(我认为小王是可 信的j．这就构 成了原来 

论证的反驳击败(rebutting defeater)。 

假定 r—FUD是前提集 ．p是 r推出的结论 。 

若fr．p)是一个论证 ．《 ，q 是一个(r，p)的反驳 

击败者当且投当( ．q'是一十论证并且 q= 一pr。 

反驳击败击败的是 原来推理的结论 ．有时还反 

驳原幕推理前提和结论闯的关系。我们知道 当一个 

物体被红 色的灯光照射时也是红 色的 ．它否认 嚎来 

的物体是红色的踪非它是红色的．这 种击败称为下 

切击败(undercutting defeater) 

若 <r， 是一个赴证 ．(舌．q、是一个(r，P)的下切 

击败者当且仅当( ，q)是一个推理且q=(fir@p)。 

其中 兀r是集台r的公式的台取．(fir~p；表示 

r到 p问不再存在推出关系。 

Pollock的两种击败是 扶认知的角度提出的，在 

实际曲推理系统中只要其中的一种—— l匣驳击败就 

够 了 可 “证 明：只育 叵驳击 败的推 理 景统和 Pol， 

lock的系统能 力是 等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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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特殊性 

可废除推理中的一个问题是往往有不只一个论 

证支持或者反对某个结论 ．如何 比较 多个论证的 强 

度”，拽出它们中间的最佳论证是可废除推理面临的 

问题之一。PooleLtC提出的特殊性 氍念很好地解决 了 

这一问题 ，并且广泛地坡可废除推理采用。 

比如说我们知道：(1)大多数 鸟会飞}(2)企鹅是 

鸟 (3j企鹅不会飞l(4)edna是一只企鹅 由(1，(2) 

(4)得出 edna会飞，由(3)(4)碍出edna不会飞，那 幺 

我I『]是相信edna会飞呢还是不会飞．根据 Poole的 

特 殊性慨念 ，由于 企鹅 比鸟更特殊，我 们应该 得到 

edna不会飞的结论。 

Poole的特 殊性 溉念基于 缺 省理 论 ，F是事 实 

集． 是缺省规则集．g是可解释的如果存在 △的基 

倒化公式集 D，有 FUD}gi并且 FUD是一致的 

方 案 S是一个二元组 (D，g、，其中 D是 解释 g 

的理论 ，也就是说 FnU UD}g；其中 Fn是 必然 

为真的事实集 ，Fc是可能为真的事实集。 

蛤定两个方案 s1=(D1．gl>．s2一<D2，g2)，s1 

比s2特殊当且仅当对于任意 的事实 Fp，如果 Fp U 

DlUFn}gl和 FpUD2UFn毕gl，那 么 FpUD2U 

Fn}g 2d ‘ 

Poole的特殊性概 念是基于语义而不是基于语 

法的，从而避免 了语义闸中 Fahlman提出的最短路 

径所带米的冗余联结和多扩 充问题。与缺省逻辑相 

比，它不需要更复杂的限制就可 以解央多摸型扩张 

问题．Poo]e的违一概念后来被 Simari成功地引^到 

可废除推理中。 

二、基于论证的可废除推理的研究途径 

可废除推理 的研究大体可 以分为两路 ；一路 以 

Pollock为代表，基于图的理论。通过直接计算图中 

各个结 点的击 败状 态最后得 出一组不可击 败的结 

点．这组结点支特的结论集就是系统可推的结论集。 

Pollock的理论 以算法为基础 ，缺 乏严格 的理论框 

架。另外一路以 Loui．Simarl为 龙表．基于传统的一 

阶逻辑。通过扩充一骱逻辑选到可废除推理的 目的 

Loui，Simari的逻辑框 集有很好的语法形式 ．但是缺 

乏必要的语义 对于 Pollock理论 中的一些复杂情形 

也不能很好地处理 ，比如tl击败 。 

2．1 Pollock基于推理固的研究途径 

Pollock是最早研究可废除推理的学者之一 ，他 

从认知的 龟噬出发，提 出了推理 中的阿种击败羌 

_，-反驳击败和 T：切击败．最境 地丹析 了沦征间的 

·l2· 

畦岁』， 
各种击败情形。Pollock的理论以图为基础，从图的 

角度来研究可废除推理，井结出了计算图中结点击 

败状态的算法 。在实现方面，Pollock_l 引^了．i．d．e． 

充分性的氍念，目标驱动的慨念，这些慨念对于建造 

实际的推理系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2．1．1 推理 图(the inference graph)和击败状 

态的计算 表示论证的一种途径是 图，Pollock把这 

种图称为推理 图，如下所示： 

(P＆Q) 

／ ＼ 
P q 

＼。 )／ 
推理图中有两种不 同的连接 ，分别是推理关系 

和击 败关系。u和 是推理图中的结点，(u， '是推理 

连接当且仅当 u可以由 一步推 出。如果(u， 、是推 

理连接一那么 是 u的直接推理祖先。击败关系也可 

以标记在推理图中 ， 和 u是推理图中的结点，( ，u 

是击败连接当且仅当 u击败 。 

不可击j班结点昕支持的命题称为可信的命题， 

那么如何计算一 个推理 图中每个结点的击 败状 态 

昵?一般来讲，一个结点被击败有两种可能性：(1)被 
一 些不可击败的结点击败，(2)由一些击败的结点推 

出。一个结点称为是d-initial当且仅当它和它的推理 

祖先都没被击败．于是有下面的算法： 

(1，所有的 d-initial结点是不可击败的。 

(2)遵归运用下面的规则直到没有结点可 以应 

用为止． 

(a)如果结点1的直接祖先是不可击败的，所有 

击败 1的结点是击败的 ，耶幺 -q是不可击败的 

(b)如果结点 1有一十击败的直接祖 先，或者有 

不可击败的结点击败 ，那么 是击败的。 

2．1．2 相互击 败和临时击败状 态 按照上面 

的算法推理图中的结点要么是击败的，要幺是不可 

击败的，但是处理 相互击败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论 

证 和 是相互击败的(collective defeat)当且仅当 口 

击败 -q且 -q击败 口。 

如 上图所示-a和￡是 d-inidal结点 ，但是按照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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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算法 和 不属于任何状态 同样 7和 }也不属 

于 任何 状 态。因此 有必 要 修 正 上 面 的算 法 。Po L— 

lockm “ 弓I凡直接击 败和临时击败的概念 一个结 

点是直接击败的，它将不能再击败其他的结点 ．一个 

结点是临时击败的 它还可 以击败其他的结点。在以 

上算法下不能赋值的结点都赋于临时击败状态． 

2．1．3 自击败 如果只有反驳击败和下切击 

败两仲是不够的，Pol Lock的意义下将会产生可 以击 

败任何论证的论证 ，结果导致 整十推理甜的倒塌。比 

如有； 

d：P⋯ 一)R． 

a：Q⋯ 一l_7R． 

d：S⋯ 一)T． 

输入：cP，Q，R)．a和 相互击败而 d是独立于 a 

和 最终是不可击 败的 但是利用演绎规 则我们可 

以构造第四个论证 

：P⋯ 一 R一>(R V_7T)一 一、1 

lQ-一 ) R⋯ ⋯ ⋯ ⋯ >7⋯。1T 
击败 ．但 应该是最终不可击败的。 

这 种击 败就是 Pollock提 出的 自击败L】 ．在文 

[133中他建议把选样的自击败结点标记为直接击 

败． 

2．1．4 可废除推理器 的标准 在推理的过程 

中 总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正 确的，可正 确的标准很碓 

给 出。最 简单 的方法就 是让 推理器直接计算 t根据 

Church论题 t一阶谓词是不可判 定的．因此也就无 

法计 算一十结论是否正确 。更弱一点 的方法是让推 

理器产生所有的可信命题 ，但是 这条路 也是走不通 

的 ．Israel和 Reiter撮早指出可惰命题集不是递归可 

枚举的。Po Llock给 出了 d (废除可投举j充分性 的 

概念，在 d． 充分性的意义下 ，一阶谓词是完备的。 

这佯推理器的任务不再是计算可信集 ，而是逐步产 

生越来越接近可信集 的信念集 直观上讲 ．遗归可投 

举集与废除可枚举集的不同在于递归可枝举集只能 

从下方逼近 ，废除可投举集可以从下方和上方 同时 

逼近。 

争 Aj中间的结论集．若 A 是 r-e．(递归可投举 

的j．那 幺 

A=UAn。 
∈ 

若 A是 d．e．(睦除 可救举的J．那幺 

A= n U Am-- U n Am= 
⋯ ≥ n⋯ ；T。 

!．1．5 目标驱动的概念 图可 大大提 高 

统的效率．但过样 淘造的推理 器不可能产生所有的 

论 证、哉们}{是息 僻到 与结沦有关的 }色i匝．日标驱动 

的推理器就是这样一十推理器。 

目标驱动的推理器 有两个数据库．一是到 目前 

戈止推出的结论集 ．二是推理器想要得到的 目标集 

目标集是在一开始建立的 在推理的过程中 推理器 

也可以采用这些 目标集中的 目标． 

基于 目标 的推理器将不再是 d．e．充分的．因为 

我们只想得到与目标有关的论证 它是 j．d．e．克分 

的 ，这佯限制推理器在一十 目标集上。如果推理器在 

某一十状 态停止 ，这时 目标集 中没有证明的结论都 

是不可证的． 

2 2 Simarl，Lool基于特殊性概念的研究遗径 

Poole提 出了特殊性的{匮念，但他没有把特殊性 

操作符用于论证结掏。Pollock讨论了论_证结掏之 间 

的槽互 作用但是地弃了特殊性 1氍念。Simar[吸收 了 

两者的优点 ，定义了一十新的可废除推理框架 ． 

Sinmrl把知识集分为可废除规 则集 △和公式集 

K 公式集 K又可分为 (1)基 捌化的公式集 K中的 

偶然性部分 f(2)非基例化的公式集 K中的 必然性 

部分 ；命题 P被接 受当且仅当 P与 K一致 ，△和 K 

可以推出 P并且i殳有推出矛盾。 

2．2．1 论证和特殊性 

1)论证 。首先我们给出可废除逻辑后承关系，每 

前提集 r一{A1．⋯tAn)，△*是 的基倒化 ， 是 F 

或者 △*的元素 ．定义可废除后承关系。1⋯ 如下；r 

1．_-P当且仅当有一十序列 B1．⋯，Bm，其中 Bm=p． 

对于任意的 j．Bi要么是 F中的公式．要么是前面的 

结论应用事实集或者缺省规刑集中的规刚推出的结 

论． 

在 Simarl的意义下．论证是一个二元组 ．知识集 

表示为(K．△)，K是封}玎的公式集 ，表示不可废除的 

知识 ，△是有限的可废除推理规则集．表示准备接收 

的知识 。我们用 *表示基倒化的可废除规刚集 

给 定上下文 K=K UKc和推理规砜畸集 △，我们 

说 △*的子集 T是 h的论证 ．h∈Sentc(Lj；表示为 

T，h)．当且仅当：(1lKUTf⋯h；(2)KUT t／．-上 

二元组 (T．h)t被罩j：为论证结掏。 

比如 绐 定：K盘 (P(a／，Q(a))，△= P(x，、 

(x)．Q(x)̂ R(x)’一H(xj．M“ )>一N(x))．那 幺 T 

(P(aj 一R(aj．Q(a)̂ R(aj 一H(a)}是 H(a)的论证t 

即 T．}ila} 是论 征结掏 

育了论证结掏．我们可 以定义子论证结 构的概 

忠。《T．h>是 h的论证结何．<s．j>是 j的论证结掏．苦 

s T。我们就说 e,S．j，是 fT．h)的子沧i正结 均．表 示 

为 【s．J {T．h) 

·l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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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待 琳 性 这 一概 念 是 由 Poolet 提 出 的、 

Sima rl把这一概念引A 到可废陈推理中．利 目特 殊 

性的概念可以从一纽论证中选样出较好的结论。 

缩定两个论证结构 T1．h"和fT2．h2 ．我们用 

(T1．h1、>-⋯ (T2 h2)表 示 T1对 于 hl比 T1对 于 h2 

更特铢 ，当且仅当 ； 

(1 JV e∈Sentc(L1有 KNU{e UT1 ⋯h1．KNU 

{e。 ，·h1．K U e)UT2 ⋯h2· 

(2) e∈SentL(L) KNU le)UT2 ⋯ h2；KNU 

{e、UT1 -h1；KNU el h2 

不难 看 出论证 结 构 ( A rĵ B(r) 一C(r) C 

(r】)比<{A(r))— c(rj ．一c(r】)特殊 ．西为每次第 
一

个论证梭激活支持 C(r)，第二个也 支持1c(r 。 

但是反之不然。 

2—2．2 确信 

前面定义特殊性关系的 目的在于选择更好的论 

证 ，这一部分我们将给出选择的过程 

2．2．2．1 论证之I耳的关系。论证结掏之间的关 

系可以是相互一致的 ．也可 相互 反对 ，一方击嚏昌 

一 方 

1)反对 。两个论证所支持 的结论有可能是不一 

戥的 ，我们把论证 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匣对 。论证结冉 

<T1 h1 反对 (T2，h2 当且仅当 KU h1．h2 ‘⋯ l【， 

表示为{T1．h1> 司 (T2，h2、。下面论证结构之间的 

关系是反对关 彖： 

(IE)一1C)，一 c)p (、A^B) ；，C)，K E． 

A ．B1 

下面论征结构之间的关 系不是反对关系．而是 

后面将要提副的厦证关系： 

({E)，1B ，一E)．“E)一B．B，·A)．A、．K— E、 

2)反证。反证关系讨论的是一个论证结钩和 另 

一 个沧迁结掏内部结构之间的关 系，是匣对关系的 

进一步提炼 ．也就是 说一个论证结掏的子论证结博 

反对另一个论证结掏。 

一

个论证结构 tT1．h1 在 h处反 证论证 (T2， 

h2>当且仅 当存在《T2，h!、的子论证(T．h ．(T1．hl 

1<k(T．h ，且 (T．h、c T2．h2、、KU ht．h ⋯上 

表 示为 (T1．I-1、0一一、 T2 h2 ．事实 h稚为 夏怔 

点 比 如： E 一1c、．一 C>0一  ftA^B、一C．C-一 

¨ ．D ．固为({E — (。．一(‘，【五种 A，．B c．c r 

【)}．[】)的予论证结构 {A^t3卜C)． 、。 

3)击败 一个论征结构 r1．h1 抒啦昌一个论 iIE 

坫 柑(T2 h2，． Ⅱ报当仔j=E 1 2．h2>的 于论征站 

r．h、：(1) 1】．h1)固 一)̈ T2．h2 ：(21 丁1．h1-> 

· l 4 · 

T、h 。表示为；<T1．h1 )>-(T2．h2> 事变 h稀为击 

啦点。 

击败关 东是匣证关系的进一步提炼 我 1说一 

十论证结构 T J．h1)击啦异一十论证结构 (T2．h2、 

毒Ⅱ墨 fT2．h2，包 含子论 正结掏，T．h)． Tl、hl 反对 

fT．h ．并且 (T1，h1>比《T．}· 特殊。 

例如 ({A^B E一1C ．1c'、>- ( A ^B)一 

C．c 一D ．D ．因为 论证结 构 ( A^B^E 一1c、． 

] c)在 C处 反 证 (IA^B)一C，C)-D ．D)并 且 A  ̂

B^E 一，c-，C、H：f、A^B、— c．C 特殊。 

2．2 2．2 论证时确信 给定一个事实 h．也许 

会有不只一 个论证支持它 ，这些论 证之间可能是 击 

败关乐或者是反 正关系。在击败关 糸中一个击败论 

证被击败，部幺就要恢复原来的论证 。Sim~ri用缎的 

概念说 明论证之间的这种击败过程。我们说论证(T． 

h 是可信的当且仅当存在 m．对所有的 13>m．<T． 

h 还是 h的支持 论证 ，也就是说 不存在 (T，h 的反 

驳 论 证 。 

2．3 Nule和 Loui的早期工作 

前面我们介绍 了Simar[的工 怍．可 说 他的很 

多思想米潭于 Nute和 Loui。固此有必要舟绍一 F他 

们两人早期的工作。 

Nute最早用 Prolog实现了可废踪推理_I t他 

在原有 Prolog的基础上解决 了两十同题 ，首先他引 

入一 种新的摧理规刚，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可废除 推 

理 关系．其次他定义了一种 非 neg，和戋败即否定 

的 not”，不 同的是 neg不是一 个操 作苻．只是一 个 

前缳符。Nute把这种变体称为d-Prolog d·Prolog可 

发现论证 中的反驳击败 ．但是没有选择的过程 后 

来 Simzri曲工诈基本上沿袭丁过种方法。 

Lo u]讨论了论证闻的 各种击败关系．并给 出了 

选择策略 他把论证问的击败分为以下四种：证据更 

充分 t更待殊．更苴接以及有更特殊的前提 Loui的 

选 择 策略 和 Poole的裉粪 似．但是 在 复杂 情彤 下 

P。。k 的方法会更 扣 0一些 。 

2．4 Lin F．Z．和 Lin Z．Q的工作 

Lin F z． 给 出了论 证的 男外一忡形式 化描 

述．一个论证是一个树结构．但 Lin的主要工作在于 

牟^研究丁论 证结 掏和萁1也非单 推理 间的关系，。 

曲过引 ·千aI]谓词 ．当前主爱的 非单谓罡辑部 T 

以比为＆证结构。 

令 L是一十语言．由它提供r一十司于策．即如果 

是 一个印子．则 是 一个 L中的 I]于．L包恬 个 

特啉算 于一 ．陵得昔 是一1、Ljf．0lii一 也是一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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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 

一 个推理规则是下述形式的丧造式 ； 

(1)A，这里 A是一十公式 ； 

(2)A1⋯An— Bt这里 n>O，Ai，B是 式，选种 

规嘶是单调的· 

(3)A1⋯An=一>B，过里 n>0．Ai，B是公式 ，这 

种规则是非单调的 

‘ 形如(2j的规别称为结论性推理规则集 表示知 

识集中的演绎知识 ，比如 penguin(a)--)bird(a)就是 

一 条单调推理规别 ：形如(3j的称为可瞪除推理规则 

集 ，表示知识集中的常识，象鸟舍飞可 表示为 bird 

(a) )fly“ )。 

把规则链接戒一裸树 ，就得判{2证的概念。夸 R 

是一个规则集，R中的一个论证是一憬树，归纳定义 

如下 ： 

(1)若 A∈R是一个事实 ，这以 A为唯一结点的 

树是一十论证； 

(2)若 pl_一pn是丹别以 A1．一An为根的论证 ， 

AI⋯An一)l3是 R中的朝州并且 B不是 Pl⋯pn中 

任一树的侵，耶幺以 B为根和 p卜”pn为直接子 树 

的纣 P是一个论证。 

(3j若 p1⋯pn是 分别以 A1⋯An为根的论证， 

A1⋯An一一>B是 R中的规 并且 B不是 pl⋯pn 

中任一树的根，那幺以 为根和以 p1⋯pn为直接子 

纣的树 P是一十论证。 

论证 P支持 9当且仅当 甲是 Pl的根， 许为 P的 

结论 

进一步，我们可以定义论证结构 的概念 。夸 R是 

一 个规则集，R中的论证的葜台 T是论证结构如果 

满足下面的条件： 

(I)若 P是 R中的一十事实，则 PER； 

( T是封cjj的 ，对任一 P∈T，如果 pr是 P的子 

树，则 P。ET{ 

(3)T是单调封cjj的，即如果 p是由 T 中的 pl 

⋯pn形成的，则 P也在 T中 

Lin Z．Q．“ 在其研究超协请逻辑的过程中提 出 

一 种超协调意 义下的论证结倚，在 韬协调意义下 的 

论 证仍然是一裸树 ．但是不再 区分 单调和非单调推 

理 规 则 。 

三 、可废除推理器的实现 

可嗳除推 理器的 实现大 体 正两 最踣．一路“ 

Nu re，Lot,[．sl1i]ari为代表．通过扩 充原有 Prf)l~g晌 

功能耍现 另外 一路“ Pol Lock为 t表，语进推理固 

实现 两者 各有利弊。 

3 1 基于 Pro]og的途径 

用 Prolog米实现可瞪除推理最早是 Nute_l 给 

出的 ，他把 引 凡可废睬推理规 的 Prolag称为 d— 

Pro Log。Simarl进一步发展了 d-Pro]og的思想 ．他加 

^了持睬性 比较的概念 

在 d—Proiog中，事实集与传统的表示方法一洋， 

同时 d—Pmtog也可表示碗省推理规 则．一十可唐除 

推理子句是如下的形式 B一<A1⋯An。 

d-Prolog中的关系 neg”不是一十操作符 它仅 

仅表示一十事实的非，井量 neg neg A=A。 

d-Pro[og的推理和传统 的 Proiog类 似．形成一 

个论证后 系统会用 非”进行逆 向推理发 现原有论 

证的反证。一旦发现反证，就用特殊性选辑符选择其 

中之一．一十论证啵击败，最统会 自动回潮到上一步 

继续进行推 理。这个过程直到要 么再 投有论证击败 

它，要 幺回期到报时它仍然是击败的。 

基 于 P ro[og的方法 利用 了 Prolog啄有的推理 

能力，对于简单情况是可行的，但是 Simari的适种方 

洼不旋发现论证垃程中的击败情形．Pollack基于推 

理围的方法恰好弥补 r这一点。 

3．2 基于推理图的途径 ， 

Pollock用 COMMON LISP实现 了一 个称 为 

OSCAR的推理系缱 ．他的作法是先建造一个单调的 

推理器．在不考I盆橱互击败和 自击败的情况下，根容 

易把一十单调的推理器改造 成可废除推理器。一十 

可废昧推理 器可以处理信念的采纳+信念盱放弃，信 

念的重新采纳 。这佯的推理器扮 之为 Stage—I推理 

器 ．它的一十突出特点是一旦一步推理披击败．推理 

器将停止下面的推理 。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处 

理相互击败和自击败时将会遇到田难。 

比 如．事实集 F一{P．Q}，缺 省舰则集 一 {P + 

R．Q>—，R ．Stage一【推理器将不会发现这个相互击 

败。它 会采 纳 P，Q．然 后推 出 R，下一 步本 应推出 

1 R，但是 由于已经采纳 了遗十推理的击败推理．因 

此 会限制准出1R 这样 R就啵永远采纳而 R应当 

是临时击败的。 

处理 桕互击败的一十办法是 使推理 器意识到 

1 R是 R的击败，在限制推出1R的同时放弃 R中 

的 念 ，但『口]题 屉推理 器不会停在那里，在毂弃了 R 

以后将 不再育1R的 击败．这时 Stage一】推理器台 

重群 暑纳 · R 为丁阻 止这种情况的兰生．世-衙育一 

个记 碡昕有柑 击【畋的数据库．育丁过 个致据库，摊 

理器孰可 避免 在崖 }乍柑 互击啦的推理．障 非它陵 

·I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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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采纳。这样的推理器Pollock l林之为Stage—I推 

理器。 

很快我们会发现 Stage·I推理器不能正确处理 

相互下切击败，对于一些相互反驳击败．推理器也不 

能正确处理 ．原固在于推理器一旦发现一十推理被 

击败．将停止下面的推理．相互击败的论证同样可以 

临时击败其 他的 论证．但是 Stage-I推理 器不会发 

现这样的临时击败。 

比如论证 a>— (P )， -(P＆-Q)． 和 B是相 

互击败的。如果推理器 另构造论证 ． 推出1P．推 

理器将不会发现1P与(P＆Q)的冲突．因为后青已 

经鼓敌弃 了．Y也就不会被认为临时击败的。为了发 

现 的临时击败，需要继续从 (P＆Q)推 出 P即使 

已经被临时击败。(我们假设没有特殊的原因．推理 

器将不能 自动地由1(P＆．Q)推出1P．)唯 一的办法 

是给临时击败的信念集作标记，推理器对这样的临 

时击败继续进行推理。 

四、可废除推理有待解决的问题 

可废除推理存在的阿题有： 

·Pollock用 图的形式来研究可 唆除推理 ，但是 

他的理论是经验的 ，没有给 出严格的逻辑框架 ．也没 

有指出几种击败产生的根 源。同时基于推理 图的可 

废除理论不能很好地地理多扩张阉辑 ，在 Po1]ock的 

理论中．没有选择的慨念．相互冲类的两十论证都是 

临时击败的，推理器不采纳任河的结论。 

·Simarl把持殊性慨念引入可废除推理 -但是他 

没有很好地绐 出论证的 动态结构．另外 Simari无法 

发现论证过程中间的击败．而 PoIIock基于推理图的 

方法正好可以避免这一点 。 

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可蹉li采推理框架．它以 Poole 

和 Pollock的理论为基 础，同时引入特殊性 的概念 ， 

在这种新的逻辑框架下．只有反驳击敢一种，相互冲 

突的论证不再 都是 临时击 败的．通过特殊性操作特 

的选择 ．一些论证将是直接击败的，另外一些论证将 

是不可击败的。与Slmsrl不同的是我们意义下的特 

殊性操 作符是过程性的．可以处理论证 中问的击败 

情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前的可废除推理 

郁是相对于 一致的事实集而言．在 不一致 事实集的 

情形下如何 ；乍可废除 推理坯 是一 千有待 解鹿的 网 

· l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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