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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将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进行结合研究的论著，介绍了作者近年来在模糊逻辑与神
经网络的结合研究与探索中的部分研究成果与心得体会。全书共分五篇，内容包括：智能模拟中的
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模糊命题逻辑与模糊谓词逻辑；神经网络基本概念、机理与系统理论；模糊
系统与模糊神经网络；因素神经网络的基本概念与理论，解析型因素神经网络和模拟型因素神经
网络。
本书为国家八五重点科技图书之一。对其工程应用与具体实现，将在本书的姐妹篇《模糊逻辑
与神经网络―一工程应用及实现技术》一书中进行论述。
本书适合于从事智能科学、系统科学、计算机科学、应用数学、信息及自动控制等领域研究的
广大科技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大学同类专业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Page 2



《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理论研究与探》

作者简介

刘增良1958年5月生于
河北深泽，数学博士、计算机博
士后、指挥自动化与现代运筹学
博士导师，北京高校（青年）学科
带头人，任（模糊技术与应用丛
书》主编，《博士丛书》副主编，中
国博士联谊会执行理事长，国家
模糊技术标准化专家组成员等
职。曾受聘国际ICIK’95会议
程序委员会主席、青年科学家论
坛（第七次）主席等。在模糊信
息和智能工程理论研究方面，先
后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国家863计划及中国博士后
科学基金等10余项研究课题，
提出了因素神经网络理论，研制
了模糊控制计算机系统等一批
研究成果。已有8项成果获全
军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其中6项
成果是第一获奖人和项目主持
人。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
篇，已出版专著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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