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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课程规划系列教材: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决策支持方法》以经济动员中经济动员预案的管理为背
景，以经济动员预案如何支持经济动员决策为核心问题，融合经济动员、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系
统集成等理论，并借鉴国内外有关经济动员预案和案例型知识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基于经济动员预案
来研究经济动员决策支持方法的系统分析框架。这些研究成果是构建智能动员决策支持系统的基础，
它将辅助决策者凭直觉和经验进行决策的整个过程，使利用经验知识进行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准确性
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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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文本案例推理与信息检索系统的不同 文本案例推理中的文本处理与信息检索
（Information Retrieval，IR）方法是不同的，文本案例推理的目的是在于研究开发文本案例形式的知识
表示机制，使它能够更好的支持知识密集型的案例比较。IR方法是用统计的方法基于词汇在文本的出
现频率来对文本进行检索的，不考虑问题求解的语义信息和领域背景知识，相对来说，TCBR是能够
在推理过程中考虑知识并且能够捕获领域中的专业知识，因此知识的集成问题是开发文本案例推理系
统的关键；而TCBR的索引和检索机制就是应用特定领域问题求解知识和常识去处理文本来帮助决策
者解决问题。IR方法是独立于特定领域之外的，可以对各种领域的文本进行处理，这是它的优点，其
研究者忽略了特定领域的知识和处理技术；而TCBR系统却没有文本处理的灵活性、准确性和给定用
户的应用性。在TCBR系统的开发中，有符号型知识需求的TCBR系统可以借用信息检索（IR）中的检
索机制。 （3）文本形式经验中的知识 在TCBR中，文本资源的表示是关键，因为它是计算案例之间相
似性的基础，并且最终决定要检索的案例。同样的，主要的焦点是识别出用于索引案例的特征。自从
第一次TCBR专题学术讨论会后，已取得了很多成果：增加了特定领域词典，为文本设定了索引概念
，为处理否定增加了语言知识，为了构造意义丰富的表示用潜语义分析来抽取词和短语的语义相似。 
文本案例推理系统经常通过访问大量的知识源（例如，特定领域词典、自然语言分析器等）来建立索
引词汇，其目的通常是使结构化的案例表示更加容易，提高检索的效率，利用自省学习方法
（Introspectivelearning method）能够自动地获取案例索引词汇。SMILE系统讨论了在法律领域内结构化
案例表示需求中的索引词汇获取的困难。TCBR系统开发的当前实践表明案例索引词汇和相似知识容
器都是人工获取的，这是由自由文本的不确定特性决定的。 第一个以索引文本案例为目标的工程
是SPIRE，它用与索引概念有关的摘录来在新的未知文本中定位有意义的段落。其他关注文本案例检
索的工程，增加了来自WordNet的语义信息导致了面向检索的TCBR系统性能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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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课程规划系列教材：管理信息系统中的决策支持方法》的主要研究工作是确立了基于预
案的动员决策支持过程，并建立了动员决策支持系统的框架；提出了基于动员想定的结构化预案表示
方法和基于信息抽取技术的结构化预案获取方法；依据结构化预案的知识表示特点，提出了分类型属
性和序列型属性的相似性衡量模型，构筑了可变上下文的结构化预案相似性衡量模型；最后研究了结
构化预案的递增检索算法并对算法性能进行了评价。这些研究成果是构建智能动员决策支持系统的基
础，它将辅助决策者凭直觉和经验进行决策的整个过程，使利用经验知识进行决策更具有科学性、准
确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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