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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人工智能的起源



达·芬奇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对机器
人和自动化装置有所设想，他的
手稿中描绘了各种机械装置和自

动化机器人。

达·芬奇
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茨提出
了“普遍文字”的概念，旨在通过
符号系统实现推理和计算，对现代
计算机科学产生了影响。

莱布尼茨

英国数学家巴贝奇在19世纪提出了
分析机，被认为是现代计算机的前
身，尽管他的设计并未实现。

巴贝奇

早期的思考与探索



人工智能概念的提

1950年

计算机科学家阿兰·图灵提出了“图灵

测试”，作为判断机器是否具有智能

的标准。

1956年

美国科学家约翰·麦卡锡、明斯基等人

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会议，正式提出

了“人工智能”的概念，标志着人工

智能学科的诞生。



美国科学家塞缪尔编写了西洋跳棋程

序，该程序在几年后击败了世界冠军，

这是人工智能首次在游戏中战胜人类。

美国科学家洛夫莱斯编写了洛夫莱斯

定理，这是第一个用计算机证明的数

学定理，标志着计算机在数学领域的

证明能力。

人工智能的初步实现

1966年

1957年



02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01
符号主义时代始于20世纪50年代，代表人物是西蒙和纽厄尔。符号主义认为人

类的思维是基于符号的操作，因此人工智能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使用符号来模拟

人类的思维过程。

02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专家系统，它能够模拟专家的知识和推理过程，解决

特定领域的问题。

03
符号主义时代的局限性在于它难以处理不确定性和不完整性的问题，这限制了

它在复杂任务中的应用。

符号主义时代



连接主义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是赫伯特·西
蒙和詹姆斯·摩尔。连接主义模拟人类的神经元网络，通过
大量的简单神经元相互连接，实现复杂的思维和行为。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人工神经网络和支持向量机等模
型，它们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连接主义时代的局限性在于它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计算资源，
而且难以解释其内部的运作机制。

连接主义时代



深度学习时代始于2006年，代表人物是杰弗里·辛顿和吴恩达。
深度学习通过构建多层次的神经网络来模拟人类的神经元网络，
能够自动提取数据的特征，提高了模型的表示能力。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卷积神经网络和循环神经网络等模型，
它们在图像分类、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深度学习时代的局限性在于它需要大量的标注数据和计算资源，
而且容易过拟合。

深度学习时代



强化学习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是理查德·贝尔曼和萨姆·萨特。强化学习通过与环境的交
互来学习最优的行为策略，以最大化长期的累积奖励。

强化学习时代的局限性在于它需要大量的交互和时间来学习，而且难以处理高维度的状态空间和动作空
间。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是AlphaGo和OpenAI Five等模型，它们在游戏、自动驾驶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
果。

强化学习时代



03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VS

利用深度学习技术，使机器能够自动翻

译不同语言的文本，提高翻译效率和准

确性。

语音识别

将人类语音转化为文字，实现语音输入和

转写，为语音助手、语音搜索等应用提供

支持。

机器翻译

自然语言处理



图像识别
通过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使机器能够识别和分析图像内容，应用于人脸

识别、物体检测等领域。

视频分析
对视频进行自动分析和处理，提取关键信息，用于安全监控、智能交通等领域。

计算机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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