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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的发展 1

1942 年，美国阿西莫夫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

这个定律一度成为学术界默认的研发原则 [1]，在 1956 年

的夏季，人工智能这一概念首次被提出，其中人工表示

人工制造的设备，而智能则牵扯到意识、思维等方面，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表示具有一定智能化思维的电子化设

备。1946 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 eniac 出现

后，随后在 1970 便引出了编程这一概念，人们在程序中

赋予计算机该执行的指令。时至今日，人们对于编程语

言的运用与科技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以往

提出的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也即将成为现实，比如：2017

年的人机围棋大战，柯洁以 0：3 遗憾落败。在之后的人

工智能发展中，人们开始致力于创造具有一定思维逻辑

的人工智能，也提出了机器学习这一概念，即让具有一

定思维的设备自主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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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必将成为今后科技发展的潮流，

智能化设备也会从人类生活多方面给予诸多的便利，并

在以后能够完全取代部分工作。因此，发展智能化设备

不仅受到了国家支持，也饱受人们喜爱。

二、人与机器接收信息类比

人们有五官：眼耳口鼻眉。对应的人类可以通过嗅

觉、听觉、触觉、视觉、味觉来接收外部的信息。而当

今输入设备中，与视觉相对应的仪器不外乎摄像头这一

类，其中人是通过光线刺激视网膜上的感受细胞，然后

感受细胞受到外部刺激产生信号传输至大脑，从而产生

影像，摄像头则是通过光学图像投射到图像传感器表面，

产生电信号，将该电信号通过数模转换形成数字信号，

dsp 芯片（见图 2-1）对数字图像信号参数进行优化处

理，并把处理后的信号通过接口传到终端设备 [2]。因此，

在本质上两者有极大的区别，人眼会受到外界因素影响，

比如：用眼过度造成的近视，还有眼部疾病之类。并且

人眼可视范围固定，机器眼能通过自我调节。

在听觉上，机器可以通过分辨声音的频率进行准确

的辨别，并对不同频率进行过滤处理，以此衍生出了听

觉定位，计算机通过接受分析处理声音的频率、幅值等

因素，判断声源与接收系统相对位置的一种新兴技术 [3]。

而人基于本身声音频率的适应性，仅对适应性声音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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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伴随着年龄的影响，也就造成小孩子可以听到高频

率声音而大人听不到，对于声音的辨别依靠于大脑的信

息处理能力，由于只能接受特定频率的声音，因此只能

对该频率的声音进行处理。

机器嗅觉在现在科技研发中，机器大体通过辨别气

体中各成分的浓度进行分析。人类则是通过嗅觉受体接

收气体分子产生信号进行传递（见图 2-2）。机器触觉在

当前研发中，普遍的就是多个光电二极管获取数据模型，

而人的每平方厘米皮肤就有多达 400 多个微型触摸传感

器，与当前机器触觉技术无法比较。之后的味觉等技术

表现在物质表皮分析，人类则是通过生物细胞接收分子

获取信息。

大体上，人类与机器在对外部数据的采集上由于采

集方式的不同，导致获取信息的不同，但对于人工化智

能的研发中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图2-2　气味特异性穿膜受体

三、机器思维逻辑与人类思维逻辑

人类对于外部事物的反应，依靠于大脑控制中，其

中有些反应未经过思考并直接对外界做出反应，我们称

之为本能反应，比如：失去平衡时，双手会张开。这些

都出自于大脑对自我保护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有一些是

来源于后期形成的条件反射，比如一句谚语“一朝被蛇

咬十年怕井绳”，说的便是由于后期外部的恐惧刺激导

致非条件刺激与无关刺激结合，从而导致面对蛇会产生

恐惧的条件反射。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先天性条件反射，

比如当人听到尖锐物品划过玻璃时，便会起鸡皮疙瘩，

这个来源据说是原始时期，祖辈听到尖锐的鸟叫声而形

成的。但是反观 AI 编程化的逻辑思维，他们是不具有对

于外部条件作出不假思索的应答，他们只能通过接受信

息，然后分析信息执行相应的程序。

人类的智能来自于人类大脑神经网络对数据和有效

信息的存储加工和处理，人类大脑的思维与记忆过程主

要表现为大脑中神经网络之间相互关联的细胞群的兴奋

或抑制作用 [4]。以如今科技来看，AI 的智能来源于底层

程序，当触发某个条件时执行相应的程序，并根据不同

的情况，运行当前情况所对应的程序，可以看的出 AI 的

逻辑思维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它只能根据特定的情况执

行对应的指令，之后为了让设备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

力，程序员设计了让 AI 跑不同情况的程序，从其中不同

情况下的成功率获取一定的逻辑思维，著名的阿尔法就

是通过下几万局棋局，让 AI 了解到走哪一步棋成功率更

高。

科学家们认为，新记忆的的形成会引发神经元之间

的突触联系加强，回忆的过程会重新激活同一组神经元

或神经元网 [5]。也就是说人类记忆存储方式在大体上可

以看做受自身逻辑化的存取（见图 3-1），当一个人对于

某件事物喜爱或者受自身所有记忆的影响，认为某种事

物比较重要会将从事物得到的信息进行深层次存取，也

就是人们说的难以忘怀。由此对于该记忆的提取也比一

般的数据更快，得到的数据更多，而通常一般的信息，

人类大脑采取一种轮廓化的记忆存取，该存取方式受自

身逻辑影响，而同时自己思考逻辑又受到以往存取的记

忆影响。当以往存取某段记忆时，大脑会对该段记忆进

行分析，然后该段记忆可能导致大脑认为某种存取记忆

方式更加高效，从而改变当前记忆存取形式。

图3-1　记忆分类

更为神奇的是，大脑对接收的信息处理方式以及应

对方式都受到以往记忆的影响，也就是说记忆之间相互

影响。而对于记忆的提取也就是回忆，受到当时对该记

忆片段不同部分深层与浅层记忆的影响，比如：人类各

个感官接收到了全程的所有信息，但是部分信息很难回

忆出来，因为大脑对于信息进行逻辑化记忆导致不同部

分的记忆深度不同。

图2-1　摄像头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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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人类思维方式会通过自身记忆而发生改变，

而 AI 受自身程序所影响一成不变，当前也只能浅层次的

通过不同情况下，不同做法的成功率来给予当前所谓的

“思维逻辑”。

四、人工智能构造

探究人工智能化的 AI 与人类本质不同还是在于逻辑

思维上，在接受信息方式上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并

不影响其智能化发展，比如：有些人可能天赋异禀，而

有些人天生残缺导致他们接收各个信息有所不同，但是

他们本质上的逻辑思维大体相同。

构造智能化逻辑思维，关键在于给予初步的数据分

析能力与大量的数据。基于 AI 思维的机器（即 AI 机器）

学习技巧（即算法）日新月异，大数据（big data）又为

它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从而使其迅速从经验中学习、

领悟和呈现出高度智能 [6]。其中数据分析能力在于能够

通过接收的信息对外部情况做出基本的判断，还要有一

定“情感性”，即如果某种事情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自

身数据分析能够将此事件归纳为危险性事件，自身以后

思维将会自动避免该事件的发生。而人类正是拥有着情

感，当碰到危险受到伤害，身体的不适会在大脑中留下

刺激性警告，今后在遇到该事件时会不自觉躲避，而在

收到夸奖或者他人因某行为收到夸奖，自身会趋向于该

行为。

通过基于智能化的人类化思维，能够更好的不只是

单一分析接收某事物，而是通过一定的情感分析能力，

使自我思维提到进一步升华。同时更高的智能化是依托

于大数据的基础之上，只有通过从人类当前生活中的大

数据中不断分析、学习，通过学习这些信息，并赋予自

我改写底层逻辑思维程序，使 AI 思维在大数据中得到升

级。其中，人工智能是基于对人的服务，因此获取的数

据也应是人当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在当前人类生活

中，进化出与当前时代生活相契合化的思维，即所谓的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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