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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设计》

前言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发展，研究生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已经迅速跨入了世界研究生教育
大国的行列。为了满足研究生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了若干套丛书作为研究生教学参考用
书。其中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系列教学用书是在对全国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教育及其教学用书进行全
面调研的基础上，由“机械工程学科研究生教学资源建设委员会”组织编写的。组织、编写、出版这
套研究生教学用书是一件既有教学价值，又有学术价值的工作。　　培养研究生应当特别重视能力的
培养。所谓能力，包括自我充实的能力，即独立从一个领域进入另一个领域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
能力。知识是一个动态的集合：昨天的新知识，今天就可能变成一般的知识，明天也许就要变为需要
加以更新的知识。竞争迫使人们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进入新的领域。任何人都不可能将他一生中
解决问题需要用到的知识都在学校里装进脑袋，也不可能年轻时学了的就可以用一辈子。因此，如何
培养自我充实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教育课题，特别是在研究生培养阶段。　　自我充实主要有三个途径
：浏览、读书和实践。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为一个名词搜集几万条信息，往往只是几秒钟的
事。因此，需要将浏览和读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习方法区分开来。浏览是遍历广泛的信息而可以不甚
了了，读书则不同，读书是为了对所描述的领域进行深入的了解。要了解一个领域，并且想进入这个
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找一本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老老实实地读完。不仅要掌握书中阐述的基本
概念，还要弄懂书中介绍的基本理论，学好书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如果有计算公式，那么最好一个一
个地推导，如果有作业，最好一个一个做一遍。读完以后，再依照书和借助其他工具的引导，去浏览
可能得到的信息以丰富自己。此时，对于得到的信息，不仅要能够辨别信息的可信程度，而且要估计
它的重要性并判断是否需要花时间和需要花多少时间去进_步了解。这样就完成了从不了解到进入一
个领域的第一步。一本好书，还应当起到帮助初学者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和以严谨、科学的治学态
度潜移默化地感染读者的作用。　　进入一个领域的第二步，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就是实践。一个
人，不论他读了多少书，如果没有亲自做过，他就不可能真正领会很多理论和方法的精髓。当他要用
读到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时，就会觉得没有把握。另外，任何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经过实践，不仅能
够更深入地理解书中正确的方面，更可以发现书中论点和方法的不足之处。读书不是为了做书呆子，
而是为了在前人成功的基础上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一本经典著作，对
于引领一个人进入一个领域，是多么的重要。可惜现在这样的好书太少了，按照这种要求来写的书太
少了。另外，能够这样读书的人也太少了。很多人往往满足于在网络上浏览，或者用对待查手册的态
度对待读书。读得也不少，但是越读越理不出头绪。另一方面，没有好书可读也是事实。读文献不等
于读书，一篇文献讲的往往是很局部的问题，不可能从一条缝隙中看到一片天；综述文献又太概括，
对于还不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很难从中了解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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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智能设计》以复杂机械系统的设计为背景，在对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机械设计方法进行归类和整理的
基础上，以机械结构的智能设计为主线贯穿始终，从机械的智能设计思想出发，更一般地论述了其方
法和技术。重点将非线性、遗传算法、元胞自动机、神经网络等方法作为自下而上的智能化方法，讲
述自下而上、自组织、自适应、自优化的智能设计思想和算法。从宏观和微观方法论上进行综合和交
叉，为研究生、大学高年级本科生以及相关专业科研人员掌握复杂机械系统的智能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和方法。
《智能设计》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程类（如机械、动力等）、信息类（如计算机、自动化等）各专业和
其他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教材，也可供从事设计研究、开发工作的学者与工程技术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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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生产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社会，正
在步入智能化的新时代。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信息在生产、生活、科研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由于人们面临着信息量大、传递迅速及复杂多变等特点，因此，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和处理
变得更加困难和重要，于是人们才真正感到要研究和利用人认识世界的规律和方法，来提高人类自身
的智能水平、提高机器的智能化水平，而这一切又都离不开对思维科学的研究。　　人们从不同角度
研究思维的各个侧面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就倡导开
展思维科学的研究。与此同时，国外也开展了所谓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的研究，它主要分为
认识心理学和人工智能两个领域，前者主要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建立人的认知模型，后者侧
重如何运用人的认识经验使机器智能化，其中首先是计算智能化。　　国外的认知科学研究不涉及思
维类型的基础理论研究，只重视从个体角度研究思维，尤其是尚未注重对形象思维机制的研究，因此
被看做是狭义的思维科学。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间接的反映过程。所谓间接的反映，意味着思
维不是凭感觉器官对事物表象的直接认识，而是通过间接的甚至迂回的途径来反映客观事物的特点或
它们之间的联系与规律。间接认识需要借助已有的知识和经验，要间接地认识事物的特点、本质和规
律，绝不可能靠消极、被动地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而必须靠自觉地、主动地在实践活动中占有材料
，靠回忆有关的知识和经验或通过联想、推想、想象等对有关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工改造，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找出事物间的规律性联系，并有
效地去改造客观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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