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实验指导书 

 

本实验课程是计算机、智能、物联网等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课程，通过实验，

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人工智能中涉及的相关概念、算法，具体包括掌握不同搜索

策略的设计思想、步骤、性能；掌握推理的基本方法；掌握神经网络的基本原理

和学习机制。实验要求实验前复习课程中的有关内容，准备好实验数据，设计或

编程要独立完成，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报告要求: 

（1） 封面 

封面格式如右图。 

（2）正文 

内容分实验来写。如实验包含程序的，需

要提供程序清单（实验一的程序仅提供修改的

那部分），并加适当注释。 

正文字用小 4 号；程序和注释用 5 号；20

倍行距。 

（3）提交 

实验报告需要提交纸质版和电子版。以班

为单位在考试前提交。电子版文档用“学号+

姓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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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一  搜索策略 

一、 实验内容 

1. 熟悉和掌握启发式搜索的定义、估价函数和算法过程，比较不同算法的

性能。 

2. 以八数码问题或路径规划等问题为例设计启发式搜索算法，改变启发函

数，观察结果的变化，分析原因。 

二、 实验目的 

熟悉和掌握各种启发式搜索策略的思想，掌握 A*算法的定义、估价函数和

算法过程，理解求解流程和搜索顺序。 

 

三、 实验内容 

      1、分别以各种搜索算法为例演示搜索过程，比较不同算法的性能； 

      2、分析各种算法中的 OPEN 表 CLOSE 表的生成过程； 

      3、分析估价函数对搜索算法的影响； 

         4、修改八数码问题或路径规划问题的源程序，改变其启发函数定义，

观察结果的变化，分析原因。 

 

四、实验环境 

1. 搜索策略可视化实验环境，如图 1所示。 

2. C＋＋语言编程环境，语言环境可以自选。 

图 1  搜索策略可视化实验环境 

 



五、实验步骤 

      1、开始演示。进入搜索策略演示程序，可从多种不同搜索算法选择

装载相关源文件； 

      2、选择不同的搜索算法，点击“autosearch” 观察搜索过程； 

      3、设置不同属性，观察搜索过程的变化； 

      4、观察运行过程和搜索顺序，理解启发式搜索的原理； 

      5、算法流程的任一时刻的相关状态,以算法流程高亮、open 表、close

表、节点静态图、当前扩展节点移动图等 5 种形式在按钮上方同步显示,便于深

入学习理解搜索算法。 

      6、根据程序运行过程画出搜索算法框图； 

      7、若要自己设计改进算法并运行，可参考帮助文件。 

      8、任选给定的两个源代码之一，修改其估价函数的定义，对比修改

前和修改后的结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 

 

六、实验结论 

包括做实验的目的、方法、过程等，具体要写成实验报告，见后附表一。 

      1、启发式搜索算法 A*流程图和算法框图； 

      2、试分析估价函数的值对搜索算法速度的影响； 

      3、根据 A*算法分析启发式搜索的特点。 

      4、八数码问题或路径规划问题的源程序修改后的启发函数说明，运

行结果对比分析。 

 

 

附：搜索策略实验报告表一 

姓名  年级   指导老师 日期   

实验目的   

搜索图   

算法比较 广度优先 启发式(1) 启发式(2) 

Open 表       



Close 表       

估价函数       

搜索节点次序

记录 
      

观测结果       

学生结论       

 

阐述八数码问题或路径规划问题及其源程序与注释，修改后的启发函数说明，

运行结果、对比分析与结论等。 

  



实验二  推理技术 

 

一、 实验目的 

熟悉和掌握产生式系统的运行机制，掌握基于规则推理的基本方法，利用规

则演绎解决规划问题。 

 

二、实验内容 

1. 对已有的产生式系统(默认的例子)进行演示，同时可以更改其规则库或

（和）事实库，进行正反向推理，了解其推理过程和机制。自己建造产生式系统

（包括规则库和事实库），然后进行推理，即可以自己输入任何的规则和事实，

并基于这种规则和事实进行推理。 

2. 观察并验证简单的推理过程。对照实验过程，自己写一个简单的规则推

理,再用实验环境创建一个相应的模型,并在实验中验证或修改它。 

 

三、  实验环境 

本实验环境主要提供一个能够实现模拟产生式专家系统的验证、设计和开发

的可视化操作平台，如图 2所示。此环境包括了以逻辑推理和符号表示为核心的

典型验证性或开发性实验范例，如正向推理、反向推理、基于逻辑的搜索等。各

实验都能直观地显示出推理进行过程的每一步细节，学生既能用本系统提供的范

例进行演示或验证性实验，也能够用它来设计并调试自己的实验模型。 

 

 

 

 

 

 

 

 

 

 

 

 

图 2  产生式系统实验环境 



四、实验说明 

 在产生式系统的的求解过程是一个不断地从规则库中选取可用规则与综合数

据库中的已知事实进行匹配的过程，规则的每一次匹配都会使综合数据库增加新

的内容，并朝着问题的解决前进了一步。综合数据库建立分为： 

    1、实际问题：由用户输入到计算机，经系统重新知识表示后自动转入其综

合数据库； 

2、初始事实集：由用户输入到计算机。经系统重新知识表示后自动转入其

综合数据库； 

具体步骤包括： 

1、定义变量，包括变量名和变量的值； 

    2、建立规则库,其方法是, 

(a)  输入规则的条件：每条规则至少有一个条件和一个结论,选择变量名,

输入条件（符号）；选择变量值,按确定按钮就完成了一条条件的输入，重复

操作，可输入多条条件； 

(b)  输入规则的结论：输入完规则的条件后,就可以输入规则的结论了,

每条规则必须也只能有一个结论.选择变量名，输入条件（符号）,选择变量

值,按确定按钮就完成了一个结论的输入。重复以上两步，完成整个规则库的

建立。 

    3、建立事实库（总数据库）：建立过程同步骤 2，重复操作，可输入多条

事实。 

    4、然后按“开始”或“单步”按钮即可。 

此外，利用实例演示,可以运行系统默认的产生式系统,并且可以进行正反向推理，

其他的可参见其帮助文件。 

  

五、实验结论 

包括做实验的目的、方法、过程等,具体要写成实验报告, 见后附表二。 

  

附：产生式系统实验报告表二 

姓名   
年级 

班级 
  

指导

老师
  日期   

实验目的   
推理 

方法 

□     正向推理

□     反向推理

建立规则库 建立事实库 



    

预测结果   

实验过程及结果

(注意观测规则

的匹配过程和方

法) 

  

备注(原因等) 

  

学生结论   

指导老师意见   

                  

                                  

    

  

  



实验三 神经网络 

 

一、实验目的 

理解反向传播网络的结构和原理，掌握反向传播算法对神经元的训练过程，

了解反向传播公式。通过构建 BP 网络实例，熟悉前馈网络的原理及结构。 

 

二、实验内容 

1. 通过 BP 网络各项参数的不同设置，观察 BP 算法的学习效果。观察比

较 BP 网络 拓朴结构及其它各项参数变化对于训练结果的影响。观察

并分析不同训练数据对相同拓朴结构的 BP 网络建模的影响。 

2. 设计简单的感知器，实现简单的逻辑运算（与、或）等，也可做其他

更复杂的问题。 

 

三、实验环境 

1. 神经网络可视化实验环境，如图 3所示。 

 

 

 

 

 

 

 

 

 

 

 

 

图 3 神经网络可视化实验环境 

2. C＋＋语言编程环境，语言环境可以自选。 

 

四、 实验步骤 

1.进入神经网络可视化实验环境，基本实验步骤如下： 

(1)进入实验环境； 

(2)选择相关的实验模块； 



(3)设置相应地实验参数（如设置初始权值为随机值）； 

(4)选择实验运行方式； 

(5)观测运行过程； 

(6)修改相应地参数重复第 1~5 步直到满意为止。 

对设计型实验可参照以下步骤： 

(1)进入实验环境； 

(2)进入创建新模型工作窗； 

(3)创建网络拓朴结构； 

(4)设置相应的网络参数； 

(5)输入相应的训练数据集； 

(6)设置实验环境参数； 

(7)选择相应的运行方式； 

(8)观察实验过程 

(9)修改相关参数并重复 1~8 步直至满意为止。 

 2.编写简单的感知器学习程序，训练感知器执行操作。 

 

五、实验结论 

包括做实验的目的、方法、过程等，具体要写成实验报告, 见后附表三。。 

1、BP 网络的基本结构及 BP 算法的训练过程。 

2、试述阈值函数和权值变化对 BP 网络推理结果的影响。 

3、训练数据集变化对网络训练结果的影响。 

 

附：神经网络实验报告表三 

姓名   指导老师: 日期: 

实验目的   

网络 

拓朴图 

  

  

  

  

    

训练 

数据集 
      



训练误差       

模拟的问题或函

数 
      

观测结果       

学生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