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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语言特点及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和促进 
Characteristics of Java Language and the Action of Influence and Promotion of it for AI Technology 

亳全泉 1P弓12 jA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Abstract Java is an otltstanding enviroranent of sohware developing and running whtch is suitable for 

Netware computing at present，and the soItware developed by Java can run on various software and 

hardware platIorms of Internet and Web safdy，so _T makes software developing“W rite once-Run any— 

where” to possible．In this paper．we’ll introduce history about Java developing brifely，and describ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Java language。and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istics，we’11 present relations be 

tween Java language and AI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ction of influnce and promotion of Java for AI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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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va的发展简史及意义 

对于常在网上浏 览的用户来说，从1996年开始 ，有 

的起始页(Home Page)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 ，原 

来起始页上静态的字词转瞬间全都动了起来，或者会 

突然发 出一些声音来引起你的注意 ，有的起始页会出 

现一个卡通小人向弥挥手致意 这种 与众不 同的起 始 

页是用 Java语言制作的，相应的程序叫做 Java小应用 

程 序，并有 一个 专 门的 名字 Apptet。Applet嵌 入 在 

HTML文件 中，从世界各地 的网站飞入浏览者的机 

器 ，由他使用的 www 浏览器执行，因而看到的是 由 

程序执行所产生的动态效果 J8va的 Applet彻底改变 

了起始页是静态数据的情形，为之注^了生命的活 力 

不论使用何种机器 t何种操作系统及何种 www 洲 览 

器，只要注明了支持 Java，都可以看到用 Java制作 的 

充满活力的起始页 由于具有跨越 Internet上异构的 

软、硬平台的能力和网上运 行的安全性 ，使得 Java被 

人誉为 Sun公司升起的红太阳L1] 

Java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www 尚未正式问世的 

1991年。当初 SUN公司的 目标是希望将传统的工作 

站市场扩展到消费性电子市场。后者指我们在市场上 

看到的功能在一般计算机之下的 电子产品 ，如个人数 

字助手 PDA、电子翻译器、电视游戏机以及交互式有 

线电视的电视控制盒 (即机顶盒)等 开发方 向是能够 

建立分布式的系统结构，同时将软件的各种新技术移 

高全泉 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知识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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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到消费性 电子产品上 为此，于1 991年4月8日成立了 

由James Gosling等人组成的“Green”小组 ．研制计划 

正式开始。为达到软件平台无关性 ，并能让太多数编程 

人员很快熟悉 ，Gosling从 c 入手 ，扩展了 C̈ 编译 

器的功能 然而 ，经过 一段时 间的努 力后 ．他们觉得 

C++离 Green小组的 目标相去甚远，最后只好重 新定 

义一套全新的语言 系统 于是 ，就 产生了 lava的前身 

Oak(一种橡树) 

为将整个系统作一次综台性的演示 ，Green小组 

开始了“#7”计划 ，除建立 Oak语言的开发工具外，还 

有 Green OS，用户界面及硬件部分 最后的 目标是做 

出与现 在的 PDA类似的 电子产 品 在 Sun公司 内部 

演示时 ，#7成功地表现了高效率的小程序代码技术 ， 

引起 Sun公司高层主管的兴趣 但当时井未将其移植 

到合适的商业产品中。1992年l0月，Green升级为 First 

Person公司 。First Person得知 Time Warner有线 电 

视公司打算开发交互式电视 ，认为 Java非常适合应用 

到这一领域 ，于是全力投入此项技术的开发 。由于商业 

上的某些原因+Java未被该公司用于交互式 电视 的电 

视控制盘上。 

到 l 994年 ，全球信息网 www 之花在 Internet上 

遍地开放 ，开发小组在总结过去经验和分析 www 的 

整体结构的基础上 ，产生了新的想法 认识到 ，先前 Ja— 

va的主要 目标 +如平台无关性、系统的可靠性 、安全性 

等，不仅适台 www 世界t而且可以做刊一般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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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不 到的事 于是出现 了第 十可在 www 上执行 

Java程序 的 www 浏览 器，这就是 后来 的 Ho rjava 

Java及 Hm Java的出现改变了人们对 www 的看法 

此前 ，www 上传输的数据本质上是 由多媒体数据构 

成的一页页的文挡，而 www浏览器只是一十观看文 

挡的工具 。自从有 了 Java，www 传输 的信息由单纯 

的数据文件演变为一十十可执行的程序 ，www 浏览 

器则成为执行这些程序的系统 。 

如 今，随着基 于 Java芯片的瘦 (Thin)型机／Java 

Station及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 Java终于如愿已偿地 

占有机顶盒的一席之地 1998年初，美国最大的有限电 

视网 TCI宣布 ，在即将推出的S00万 台机顶盘中，同时 

使用 Java技术和微软的 Windows CE SUN公司 已成 

为微软的强劲对手 Java一词原本是印尼的 一十小岛 

“爪 哇 的谐 音 ，那 里 以盛产 咖 啡闻 名。由于得 到 了 

Netscape的支 持 ，Java在 www 上 站稳 了脚 跟 ，从 

1996年起 ，Java进入了“奔腾”时代 ，IT业界对 Java的 

重视和投入可谓前所未有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代 

表了未来 网络计算”的方向，学术界对 Java的重视同 

样异乎寻常 ，体现 了人们对研究工作面向网络及 Java 

的共识 1997年5月在美国渡士顿召开的第l8届国际软 

件工程大会上 ，“Java及 Web进展’．是大会的三个特邀 

报告之一 ]。同年8月，在 日本名古屋 召开的第15届国 

际人工智能大会上，网络技术与 AI(人工智能)结合研 

究备受重视。在探讨下一个十年人工智能领域可能的 

突破点时，有关 专家对 Java给予 高度评价 ，认 为当前 

最热门的程序设计范型 Java编程为下载某些特殊功 

能的软件提供 了可能 ，导致了“软件构件”工业的发展， 

对未来分布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01。 

在 lnternet及 Java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要使 AI技 

术与之 同步发展 ，应该深入 了解 Java特 点，分析二者 

阃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 ，充分 运用它们对 AI技术 

创造的有利条件和潜在贡献。 

2 Java语言的主要特点及对 AI技术的促进 

与影响 

Java虽说 是由 Sun公司推出的一种程序开发环 

境，但它的设计集成了现代程序设计的多种 先进实用 

的技术 t不仅彻底解决了自结构程序设计提出以来围 

扰人们多年的指针问题 ，而且较好解决了当今网络时 

代的软件跨平台运行和网上的安全问题 ，开刨了软件 

开发“一次写成 ，到处可用”的先河 ]。气魄之大 ，用途 

之广，连微软的总裁 Bill Gates都慨叹“Java是长期 

来最卓越的程序设计语 言”。Java的实现技术同样 出 

色。系统实现过程是首先将源程序编译成与平台特点 

无关的虚拟机器码．即字节码 (bytecode)文件，然后由 

Java解释 器将此 文件转换成实际 使用的机器和操作 

系统上的机器码并执行之 由于 Bytecode在设计 E较 

为接近 真正 的汇编语 言代 码 ，在解释 Bytecode文 

时．系统可以很快地将其转换为实际的低级机器指令 ． 

时下机器的速度而言 ，效率不会成为问题。当然 ．特 

定的转换技 术(如到 C 等)或 Java芯片技术能获得 

更高的效率 。面向对象、面向 Internet和 wwW 是 Ja 

va最主要的技术特色 ，与 AI技术有 着某些 明显和潜 

在的联系 ，为 AI技术应用与发展奠定了某些重 要基 

础并提供了有力支持。 

2 1 面向对象风格 

有』~说八十年代是 A1年代 ，九十年代是 OO(Ob 

Ject Oriented)年代 实际上 ，AI与 O0之间不仅不存 

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有 着密切的联系。基于／面向 

对象 的思 想可 追溯到 七 十年代 或之前 的 SIMU— 

LAfi7，首先在 AI领域提出 ]。AI中著名的知识 表示 

方法框架系统便是 基于对象的，它由 Minskey在 1975 

年提出 最 早的面 向对象语言 Smalltalk由 Alan Kay 

于七十年代初提出，是公认的、有效的知识表示方法之 
一 _6]

。OO方法较符合人类宏观认知规律 ，将事物对应 

于对象t具有相同属性和行为的事物定义为同一个类 ， 

由类产生一个个具体的对象 。由于客观事物并非孤立 

的和静止不变 的，所以刻画事物问关系的能力是有别 

于关系数据的一个重 要方面。OO 方法 不仅能很好地 

表示客现事物本身 ，而且能很好地表示事物间的横向 

和纵向联系，特别是其对纵 向关系的描述能力更为人 

所称道 ，因为纵向关系有时比横向关系更重要 l肓E更深 

刻地反映客观世界中事物问的内在联系。Smalltalk最 

终未象 C+十、Java那 样广为流传 ，一方面由于 c语言 

的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当今高科技公 司兼有 

技术开发和经营的优势 。OO 型语言 Java与 Snml／talk 

虽一脉相承 但 它青出于兰而胜于兰 ，在技术上更成 

熟 、影响更太并能适应更广的范围 因摒弃多重继承而 

使用 上更简单，既能在当前被直接用于开发知识系统 ， 

又为研究与发展更好的知识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了重要 

基础 。Java的面向对象技术具有以下特性 ： 

①封装性 Java提供了简单的类机制 和动态的 

接口模型 类是一类对象的原型．通过类实现对象的信 

息隐藏和封装，同时形成 自然的模块结 构 与 C++相 

比，Java不能在类之外定义全局变量 ，只能通过在一 

个类中定义公用、静态的变量来实现。它取消 goto语 

句r并用对象的引用代替指针类型，做到了完全封装和 

彻底的结构化 ，从根本上保证了程序的安全 。需特别指 

出的是 ，封装性是当今软件构件的重要特性 。 

② 多惠性 表现在方法重写和重载。通过 方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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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能将具有相同名字不 同(个数与类型 )参数 的方浩 

安排在同一个类中，由传递给它们的不同个数和娄型 

的参数来决定使用哪种方法 通过方法重载 ，子类可姒 

重新实现父类 的某些方法 ，使其具有 自己的特 征和行 

为。显然 ．这种多态性不仅可以大大简化方法的实现和 

调用 ，避免了对类似方法使用不同名字引起的麻烦t而 

且体现了一定的非确定性执行及 AI中简单的模式 匹 

配和目标驱动的基本思想 当子娄以 自己的方法重载 

父类方法时，使得子类与父类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能较 

好刻画知识表示中有选择的继承和发展性继承。 

@ 继承性和接 口琦能 继承性是 OO 对 AI的一 

大贡献 在由类形成的具有层次结构的程序中，下位类 

继承上位类的数据成 员和方法。类是对象的 模板 ”，由 

类产生的对象具有 在相应类层次结构中的继承特性 

由父类和子类 ，不仅能够有敛地组织程序 ．即从最 一般 

的类开始，透过继承父类的状态和行为 。增加子类本身 

的状态和行为，定义良好结构的类系列 。既实现了程序 

代码复用。又使得程序的复杂性线性地增长而不是呈 

几何级数增长 继承性对知识表示具有非同一般 的意 

义 。客观事物纵 向间的关系及内在联系能够通过继承 

性完美表达 AI中的继承性很复杂 ，除全盘继承外，有 

限制的继承和有限制的排斥，变异和发展性继承性等 ， 

都可通过 Java内在 的继承性 实现。与 c 相比，Java 

限定一个类 只能继承一个父类 。这样的继承关系简单 

实用．一日了然。 

Java中。多重继 承可通过接 口来 实现。接 口的概 

念更简单。使用更方便且功能上不限于继承 。它使多十 

不相关的类具有相同的方法 。同一个接 口可以由多个 

类加以实现。这些不同的实现的类之对象可 以共享相 

同的接口类 。因而能将许多实现复杂、算法各异的方法 

以简洁一致的接口形式调用。并便于调用其它语 言的 

程序。 

对于当今广为应用的分布对象技术．由于 Java的 

接 口与 CORBA(cO111133．O~,0biect Request Broker AT一 

~hitecture)的界面定义语 言 IDL(Interface Definition 

Language)的接 口极 为相 似。能 容 易建 立 IDLJ编译 

器 。因而它被用于公共对象代理体系 CORBA。作为软 

件构件来建立分布式对象系坑 当今一些 cORBA版 

本 直接 支持 Java环 境 ，既能 以 常规 语 亩，如 c̈ 、 

Java、Smalhalk和 Ada95开发分布式的各对象间透 明 

通讯的应用程序，又能集 已存在于异构的硬件和软件 

平 台上 的程序而成 为一新的应用 系统。对 Java的运 

用 ，可 在 AI系统的 应用与发展中充分继承 分布对 

象技术带来 的方便和高技。 

④动态妁柬特性 对重载或继承的方法，Java运 

行系统根据调用该方法的实例的类型来决定选择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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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方法 。对于娄的一个实例．如果该子粪重载了父娄 

的方法．则运行系统调用子类的方法 ，如果是子类继承 

了父类的方法 则调用父类的方法 这种特性可保证那 

些已经编译好的类库可 涠用新定义的子类的方法而 

不必重新编译 ．井可提供一个筒明抽象的接口·体现 了 

代码复用和 良好 的开放性。选对包括 AI应用在 内的 

开发提供 了方便 

2．2 面向网络特色 

仅仅面向对象风格并不 足 使得 Java在全球大 

行其道 ．因为 OO并非 Java的专利。作为一种现代程 

序设计环境．还必须具备与当今信息技术发展主流 ，即 

信息高速公路相适 应的特性 ．能在 Internet上开发和 

运行各种分布式 应用软件 。Java兼 有这 些特点 其面 

向 Internet和 www 的特 色。为 AI应用与发展开创 

了新的黄金时代和广阔天地 ．并提供了一系列直接 的 

基本手段和技术支持 

①网络通信 功能 Java通过 系统提供 的类库满 

足网上应用的需求 网络功能齐全 ，使用简便 。因而是 

名符其实的网环语言。其网络包 Jave net可以处理 In— 

ternet的 TCP／IP协议，提供 了与 Internet的接 口 它 

保证 了 Java程序执行时能够取用网络上的各种 资源 

和数据以及将 自身数据传送到网上 。可与服务器建立 

各种通道，大大简化了 Client／Sever模型的设计。Java 

网络功能包括 ：1)高级的 URL(统一资源定位器 )类， 

通过 URL网络资源表达方式给出网上资源的位置并 

建立 URL对象，Java程序可直接 存／取 网上数据。2) 

传统网络程序设计常用的 Socket类 。Socket是两个不 

同的程序在冈上互通的通信管道 。一般在 TCP／IP协 

议下的客户服务器软件 ．通常也使用 Socket怍为它们 

交 流信息的方式 。3)低级的 Datagram(数据报 )。 此 

种方式传送数据时。只不过是将数据的 目的地记录在 

数据包中，然后直接发送到网上 。系统并不保证数据是 

否能安全送到或什么时候可 送到 显然 t这三种不同 

级别的网络功能 为开发包括 AI在 内的各种分布式系 

统提供了基本和灵活的网络通信支持 。 

②www 程序设计能力 www是为了在Inter- 

llet上使用可直接显示的多媒体文件而提出的全新网 

络传输协议，由位于 日内瓦的欧洲基本粒于物理实验 

室(CERN)在1989年发明 Www 的主要技术包括超 

文本标记语言的格式规范 HTML，超媒体文档传输协 

议 HTTP和确定信 息对象在网络 中位置的统一资源 

定位器 URL 基本的功能是传输罔上的多媒体数据文 

件并在相应的浏览器 中显示 出来 Java改变了 www 

的状况，使得 www 浏览器不仅能蝣显示网上数据文 

件 ，而且能够执行来 自网上 的 Applet程序 。由于程序 

是有生命力的 它的执行可 以演绎 出任意所希望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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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效果．井能根据动态人机交互结果计算U及对事 

件的实时处理，等等 。Java与 HTML实现了无缝联接 ， 

App[et嵌人到 HTML文件 中．通过起始页发送 到 ln 

te~net上 这拌，网络用户访问服务器的 Applet时，这 

些 Appiet被 传输 到 用户 的机 器并 在 洲 览器 {支持 

Java)中执 行。通过类库 ，还支持 www 的即时访问 

Java诞生弓l起了 Web的变革 ，在 由Java实现 的 Hot一 

】ava这一浏览器 中，体现这些重要变革，即活动的应用 

程序，智能的客户端和可互操作的协议 

Java能作为 Web上的程序设计语言 基于对以下 

问题的解决。即：1)程序在阚上异构计算机 系统软 硬 

平台上的适应性问题 通过运行由编译器生成虚拟的 

与体系结构无关的字节码指 令，以及 由运行系统将其 

转换为用户所在具体平 台指令的实现技术解挟 ；2)程 

序在网上执行的安全性问题。通过以下一系列安全措 

施：首先 。在语言设计上 ，彻底取消了在 C、C̈ 中占有 

重要地位的指针 ，井 由系统 回收 内存废料 ，避免某些恶 

意的利用指针破坏不属于 自己程序空间的企图。其次， 

在将 Bytecode文件下载时 ，类下载程序对该文件做安 

全性检查 ，确定程序没有违犯对象的存取极限 ，使用正 

确的参数类型调用方法 t以及系统堆橇没有溢出等 。最 

后，在程序的执行系统 中，即支持 Java的 www 浏览 

器 中，阻止 Java小应 用程序对 系统资源 的不正当使 

用，以及调整对 Java小应用程序的处理方式。 

显然，Java的 Web程序设计能力及它所解决的问 

题 ，也是分布式 AI中所关心和面临的问题 Java的设 

计 目标是最大限度地 利用 网络 ，选与分 布式 Al系统 

的目标一致。对分布式 Al系统的开发 ．包括建立分布 

问题求解 系统和多 Agent系统 ，Java都是一个可供实 

际使用的难能可贵的支撑环境。Java的网络功能、并 

发机制和同步控制及多媒体运用能力等技术支持，可 

直 接用于分布式 AI系统 的分解／分布 问题、变互 问 

题 、协作求解和结果综合等 ，以及构造基于 App[et形 

式的多Agent系统。在 Java实现的浏览器 Hotjava中， 

应用了 Agent思想 ，它允许用户发 出一十为自己服务 

的代码应用小程 序。进一步，Java代表 了网络计 算的 

新概念 ，它可梭作为一种网络平 台上的操作系统 卅 算 

机是 Internet和 Web的外 设 选对包括 Al在内的所 

有应用都是一次变革． 

2．5 多线程机橱 

在多任务操作系统中 ，如不同版本 的 Unix、Win- 

dowsNT、Win 95等 ，计算机 可l以同时执行多个程序 ， 
一 个正在执行中的程序叫做一十进程，每个进程拥有 

独立的一块内存空间和一组系统资源，其程序的可执 

行码由计算机串行执行，多十进程由计算机并发执行。 

可知，进程是并发执行的基本单位 线程与之的主要区 

别在于并发的单位更小 ，即在一十程序内部 ，也可 以在 

同一时刻执行多1、任务 ，既具有并发执行功能，叉使得 

这多十任务共享该进程 的各种资源 ，如程序段、数据 

段、已打开 的文件等 ，极大地方便了应用 当今 ，很多程 

序语言需利用外部的线程软件包来实现多线程，而 Ja— 

va直接 支持多 线程，具 有内在 的多线程机制，实现 

程序 的 并 行 结 构 。它 的 基 本 类 库 中 定 义 了线 程 

(thread)这 十类．内置 了一组方法供设计者使用 ，只要 

继承这个类 ，就能利用原编写好的方法 。用这些方法 ， 

可以生成一1、新的线程 ，执行／终止一个线程的任务， 

或者查看执行状态等 。另外 ，在不能继承 Thread类时， 

即已继承了别的类时 ，可通过实现 Runnable的方式创 

建多线程。多线程的同步控制运用了C A R Hoare 

提 出的监控器和状态变量规则，提供 一套基本 的同 

步控制元语。使用时 ，如果一十类的方法前面加了保留 

字 Synchronized，则可确保该方法执行时 在同一时间 

只有一十线程可以调用它。 

通过多线程机制 ．对一复杂任务 ，程序设计者可以 

有针对性 地分别以不同的线程完成其中的特定行 为， 

不需使用全局的事件循环机制 ，容易地实现网上 的实 

时交互行为，在网络上传辅文件所需时间较长时．适 当 

运用线程功能 ，可缩短使用者的等待时间或不固等待 

过长而烦恼。如在 Hotjava浏览器中 ，可以翻看一篇文 

章 t下载图像或 Applet．显示动画，播放声音或执行某 

些交互操作，同时还可在后台进行打印 

Java通过多线程有效地实现了多个任务的并发。 

对 AI来说 ，多线程不仅能用于开发并行的智能系统． 

而且是 Agent最 自然和最 有效的实现手段 Agent由 

Minskey最早提 出，用来描述一十具有自适应性、自治 

能力的硬件 、软件或其它任何 自然物和人造物 ．人类智 

能行为是各种单十智能品质的体现 ．如果用 Agent能 

够模拟某个方面的智能品质，则由多十 Agent综台各 

种智 能品质 的系统就 能较好表现人 的智能 Agent研 

究是当前一大热门，Java无疑是研究和开发 Agent的 

良好工具 当今许多 Agent都是基于 Java的系统 。 

2．4 多媒体支持能力 

Java受人喜爱的另一十重要 原因是 能够支持 多 

媒体的应用，使得原本没有生命的罔页变得活泼可爱， 

丰富多彩，因为 Java提供大量的类来进行声音播放 、 

图形绘制、文字显示 一以及图像 的处理 等。多媒体技术 

的支持，能大大改善 Al应用效果，实现计算和推理过 

程的可视化，改变智能系统输入／出频道垃窄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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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后当所有的用户窗口都获得后 ．利用一个工具 将所 

有这些图慷按照一定的顺序生成为 一个 HTML文档， 

并将该 文档放到公司的互连网络站点上 公司中的删 

试人员只需要尽可能 完整地提供应 用程序的用 户界 

面，并且将该 HTML文挡尽量做得 易于访问，比如在 

文档中要提供 向前 ”、 向后”等按钮 ，使得可以随意遍 

历各十用户界面 

然后将该站点的地址通知翻译人员、选定的最终 

用户以及台作公司等相关人员，邀请他们访问该站点 

并对用户界面做 出评价 ，提 出改进意见。这样做的好处 

是 ：他们不需要费力去设置运行环境来运行该应 用程 

序 }可以保证所进行的评测是完整的；以前 ．当翻 译人 

员开始翻译整个信息资源时．每个信息字符串都是孤 

立的、静态的，现在提供了上下文环境后，就可以用一 

种联系的、动态的观 点来更进 一步考虑翻译结果是 否 

符合“本地化”的要求。按他们的意见改进后 ．截取新的 

相关画面来更新站点上的 HTML文挡。 

总 结 软件的国际化具有极大的优点．同时也 

是当前发展的方向 但只有将国际化和软件开发过程 

的其他方面结台起来才能获得高质量的软件 。目前所 

用的开发模式还不能将编码、奉地化和测试等很好地 

结台起来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希望能有利于 

以后更进 一步的研究。 

通过 改变开发和测试过程 ，开发 一些开发 和测试 

辅助工具，我们己很大程度地 改变了国际化程序 的开 

发和制试过程 ．主要体现在 下几个方面 ：‘̈ 编程人 

员能够早期调试程序的国际化特征 ；(2)翻译人员能够 

更快速准确地提供翻译后的资源 ；(3)测试人员能够更 

快速完整地测试国际化应用程序。 

在软件的生产过程 中采用这些方法 ．节约了国际 

化软件开发和测试中所使用的资源 ．加快了开发进睦 ． 

同时还提高了国际化软件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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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 Java与 AI语言的结合 

毋容量疑，Java是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网络程序 

设计语言 ，它应是 网络时代”的主旋 律，对 Java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是软件与国际接轨并同步发展的明智之 

举。虽然 JaⅦ 并非一个专 门的 AI语言 ，但从 以上讨论 

可以看出t它具有许多适合 AI应用 的特性和功能，车 

身又是一个集多种现代程序设计技术的诸 多优点于 一 

身的OO语言，故作为一种 AI语言使用未尝不可 有 

关 Java对 AI技术影响和促进以及潜在的贡献远非奉 

文所能涵盖．文本可能挂一漏万，实为引玉之砖。然而， 

Java必定并非专为 AI设计 ，因而布能完全适应 AI应 

用的需求。特别是 O0风格缺乏内含的推理机制 ，在知 

识表示和知识推理方面存在与其它 O0 语言，如 

Smalltalk类似的局限挂。笔者认为 ，以 Java为基础，结 

合专门的 AI语言技术 ，是改进 当前 AI语言及开发工 

具发展滞后，为 Internet用户提供更好的语言和工具 

的切实可行 的做法 ．我们 自1997年以来将 Java用于 

AI语言Tuili口 的实现- 以及 java与Tuiii语言级的 

结合研究 ，取得了一些进展 ，有关 内容另文介绍 ，我们 

仍将继续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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