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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推荐一种新发展的化工冶金过程人工智能优化策略。书中解释样
本模式空间变换基本概念，阐述分类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原
理与计算步骤，介绍基于上述算法的工艺过程优化新技术，剖析多个成效显
著的应用实例。本书可供研究过程优化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也
可作为有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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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推荐一种新发展的化工冶金过程人工智能优化策略。书中解释样本模式空间变换基本概念，阐述
分类模式识别、人工神经网络、遗传算法原理与计算步骤，介绍基于上述算法的工艺过程优化新技术
，剖析多个成效显著的应用实例。本书可供研究过程优化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阅读，也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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