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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presents t]mt every Link【11 the p rocess of machine inte[1igence should be 0m、n cl by Means of 

context concept in order r0 so Lve the coMmorls~'rise problem And it analyses the study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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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人工智能是研究如何设计一个计算机系统．使 

之能显示出具有某些人类智能话动的特性以延伸人 

类智能的科学 ]．因此-可以认为 人工智能是研究 

如何用人工的方法或技术，即用各种自动机墨或智 

能机墨(如计算机、智能机)模仿、延伸和扩展人的智 

能-实现某些。机墨思维 或膪力劳动自动化．现有人 

工智能的理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形式系统理论的基础 

上的-形式系统研究所关心的同盟是 当公理及推理 

规则一旦给定后-人们根据它们可以推 出哪些定理 

和怎样推出这些定理．这个系统是否是不矛盾的、可 

靠的和完备的等等．事实上，人们从一个形式系统中 

能够学 到的全部知识都已隐古在公理及推理规则 

中。在一个形式系统内部不能描述公理是怎样增加 

和謦改的，也不能描述人们对它们认识的发展过程， 

这是形式系统理论的局限性．也是人工智能 界一直 

受常识同盟困扰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形式系 

统中公理的增加和謦改只有通过形式暑；统与其外部 

环境的交互作用才能解决．目前的形式系统理论恰 

恰没有描述这种交互作用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下，形 

式系统是封闭的． 

为 了克服当前人工智能缺乏通用性的闻盟， 

McCarthy在他的图夏奖获奖演说中首次引人背景 

概念．背景思想来橱c很简单，即-任何一个命题都是 

在一定的背景中咸立的叫．本文通过分析人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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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和机器智能封闭性提出；为了处理常识问题， 

必须利用背景概念，开放智能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井 

详细分析了开放式专家系统的背景研究需求。 

二、人类智能的开放性 

人齄现实的思维结构、思维定势和现实的思维 

能力是在社会实践 、社会交往中获得和形成的，社会 

实践和社会交往表现为人与其生活环境，与外部世 

界各种形式的相互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智能 

的形成具有开放性． 

人类智能开放性的另一面体现在人在社会实践 

话动中具有意识的能动作用。人的社会实践并非盲 

目进行的-通过有意识地学习后．能反作用于社会实 

践，井再次通过社会实践提高自身的智能。也就是 

说，人类智能有一个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的 

过程。 

从人类智能开放性的两个方面看．智能的产生 

和发展受社会客观 环境和个人微观环境的影响，两 

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个人环 

境，而个人环境又能动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 

是第一的，离开了社会环境，个人环境无法形成．个 

人能力亦无法体现 ‘而离开了个人环境，机槭地处于 

社会环境中，不去充分利用智力，挖掘潜能，个人智 

能只能是平庸的．因此，人类智能的开放性体现了辩 

证唯物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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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机器智能的封闭性 

机器智能是人赋予的，部分继承了人类智能，具 

备 人处理菜些问题的部分能力。它的“社会实践括 

动 仅表现为机器行为，如机器在获得指令后-按照 

人们给予它的法则，对信息进行处理。但是机器始终 

是人们认识 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它不能脱搿人而 

独立能动地参与社会实践 ．虽然它能从 社会实践” 

中不断地学习，但这种学习过程是机械的，不具有主 

观能动性，它总是按照人所严格规定的指令序列执 

行．在发生任何预料扑的情况时．模拟人类智能的机 

器就无接体现其“智能 了。导致机器智能封 闭性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与外部环境进行交互的手段， 

无法模拙人类的高级思维过程。这是由于人工智能 

传统的形式系统研究方接基于封闭性世界最说造成 

的L，】，它将整个智能过程封装在某一背景假设中，使 

得同棒的输入对象-不论其所娃的背景有何不同，处 

理谈对复的方式和结果是一样的．这种研究方接考 

虑了系绕易实现性，却背离了认识论的科学规律，忽 

视了人类实践的重要环节。因此，发展机器智能必须 

打破这种封闭性，开放整个智能过程的每一环节，以 

认识论为指导，以高级思维过程模拟为目标．以逻辑 

方接为手臣，突破人工智能的现有框架，为高级思维 

过程的计算机模拟奠定基础。 

四、从封闭到开放的智能过程 

下面讨论专家系统从封闭性到开放性研究过程 

中的背景5f人需求 

专家系统由四部分组成 -它们是：知识库、推理 

机、知识获取、解释界面，其中，知识获取相当于专家 

系统的输人部分，知识库和推理机是专家系统的核 

心，是存贮、抽取、加工信息的娃理部分，解释界面相 

当于专家系统的输 出部分。专家系统的封闭性体现 

在其输入、处理和输出三部分封闭在单一的环境中， 

这个单一的环境即专家系统默认的最设环境，它是 

隐台的-如图l所示。其中反馈环节是专家系统为了 

适应工作环境而设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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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 封闭式专家系统结构 

单一的工作环境导致同样材料的输人 ，经过推 

理后，面对用户的是同样的结果。这个假设的工作环 

境是抽象的 ，具有一般性 ，但是，髓着周围环境的变 

化，以前获取的知识在现有环境中可能已经不适用 

了。比如医疗诊断系统，一般都是以现有的医疗条件 

和环境决定诊断过程的，从一般性考虑对症下药 ．对 

同样一个症状的病人会开出同样的娃方，不论现在 

这种娃方是否过时，也不论这种处方是否符台特殊 

患者，不考虑患者的药物过敏史、对药物的意识反映 

等．如果一位医生机械地按照封闭式专家系统的构 

造方式诊冶病人，不但医疗效果可能不明显，严重时 

可能出现医疗事故。高明的医生能够根据环境、对复 

的不同，对同一症状开出不同的处方．以达满意的冶 

疗效果 ． 

单一，隐式的工作环境使知识获取比鞍困难，封 

闭式系统结构亦是传统专家系统知识获取成为系统 

瓶两 的原因之一．主要体现在t一是系统需求分析 

阶段的匿畦．专家系统的研制和开发是领域专家和 

知识工程师合作进行的。由于假设的工作环境是隐 

台的，因此，领域专家和知识工程师对这种最设环境 

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存在差异．而且，由于领域专家 

和知识工程师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周的领域知识 

结构，对持同一个问题，由于二者考虑问厢的视角不 

同．经常导致争论不休．而最后却发现争论的是同一 

问题的不同方面。另外．对系统目标理解也容易造成 

偏差．领域专家认为知识工程师设计的专家系统应 

能处理自己领域内的所有问暂，因而对目标可能提 

出过高的要求；而知识工程师剥从自己妪域的角度 

出发，规定好一种知识表达方式·强迫铺域专家按照 

知识工程师的思雉模式去分析和提取铺域知识，知 

识工程师可能认为这种目标根低，而翎域专家茸T难 

于突破自己思考问暂的领域相若模式去适应一种新 

的思雉方式 -可能认为这种要求太过分．这种误解也 

是由于领域专家和知识工程师二者不周的知识结构 

造成的．二是经验知识的抽取比较困难．铺域专泉解 

决问题的方接大多是经验性的．经验是十体从实践 

话动中得来的知识技螗-是客观现宴的反映 ，来潦于 

客观现实-是十体反映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们行为的 

调节嚣-是个体内部直接支配行为的定向工具．人们 

凭借以前的经验可以把某一刺激知觉为什／厶东西， 

或把某一刺激归为某一类，因此，经验性知识的表示 

往往是不精确的，它们仅以一定的可能性存在．此 

外，要解决的问暂本身所提供的信息往荏是不确定 

的。处理模糊信息、和J用不确定知识硅行推理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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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特点 。但是，必须觉察的是，经验来源于社会 

实践冶动．其背景与假设的封闭工作环境不可能完 

全一致，因此．要求用某一确定的知识表达方式抽取 

知识是困难的。比如用规则形式，规则本身有强度大 

小，原始事实亦有相应的可信度，这是传统专家系统 

利月=!规则处理不确定知识的方j圭⋯ 但是，由于经验 

来琢的背景与假设工作环境的差异，领域专家在用 

规则描述经验时存在着无奈，用规则描述的经验 知 

识存在着可靠性问题 】 封闭式专家系统由于忽略 

了这个由背景引起的规则可靠性问题-所以经常 出 

现“专家 亦会出错。 专家 亦有解决不了的常识问 

题等现象。 

封闭式专家系统亦可视作单一背景下的专家系 

统，所有知识都依赖于此背景，知识的变化耜推理的 

结论仍用于此背景。对象描述的只是此背景下某一 

方面的信息，不能描述不同背景下对泉同一方面的 

信息。而且在单一背景下，对泉是静止的，不能描述 

同一背景下不同时间对泉的动态信息。因此，开放式 

专家系统应引人多背景概念，以期解决此类问题。 

一  
’  

l C 

图2 开放式专家系统结构 

从圈2开放式专家系统结构和图1封闭式专家 

系统的结梅比较看，开放性体现在将单一的假设工 

作环境多样化．使专家系统处理问题的每一环节都 

接受背景(C)的影响，不仅在反馈环节适应外界环 

境，而且将这种适应性渗透到专家系统内部。这样， 

同样的输人材科，如果来诼的背景不同，可能会产生 

不同的输 出结果J即使知识获取的材料和背景都相 

同，面对不同的用户，解释界面也能接受不同背景的 

限制，从而裁剪出不同的解释内容。随着时间的推 

移，环境可能发生变化 ，知识库和推理机亦能在现有 

环境下进行适应性推理 ．反馈回来的信息亦带有背 

景知识。 

开放式系统邮舟解决了封闭式专家系统知识获 

取困难的同题。背景显式化，使领域专家和知识工程 

师容易达成共识 ，寻求一种折衷的知识表达方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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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允许在不回的背景下使用不周的、最适合于本背 

景的知识表达方法。经验知识抽取时，不仅要用一种 

合适的袁达方式描述经验．而且还要描述经验知识 

所处的背景，这对于提高不确定性推理的有效性很 

重要。 

结束语 日常生看中+人们均是在某一特定环 

境里完成技能性活动的，这种环境里存在着大量不 

同的激勖因素，它们并没有被人显式识哥!f-但却对完 

成既定目标是重要的，这些激励因素构成了背景，它 

们对人抽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产生影响Ⅲ。当背景 

发生变化时，完成特定任务的执行过程相应会发生 

改变|背景与对象的联系强度不同 -其影响作用亦不 

同1任务的复 杂程度不同，背 景的影 响作用亦不 

同[ 。知识的进化过程离不开背景伽。 

本文在分析人类智能开放性和机器智能封闭性 

的前提下-阐明了t必须利用背景概念开放智能过程 

的每一十环节-以提高人工智能自适应智能特性，井 

详细分析了专家系统开放性过程中的背景研究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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