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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引领人类社会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计算机应用技术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人工智能神经网络、专家系统、人工免疫和代理等技术在软件开发和操作中都显

示出巨大的应用价值。这些技术不仅提高了软件开发效率,而且保证了更高的操作质量。鉴于此,必须紧

跟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步伐,积极促进计算机应用技术的革新,以此推动软件开发与运行模式的不断创

新,从而更好地适应并引领这一技术变革的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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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leading the human society into a new 

era. In this context, the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ural network, expert systems, artificial immunity and agency technologies have shown great application valu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These technologies not on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but also ensure a higher operational quality.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pace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mode, so as to better adapt to and lead the new trend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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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博登的论述,所谓人工智能,乃指“将人类部分智能活

动以机械化方式展现”。其核心在于模拟、延伸及拓展人类智能,

涵盖领域包括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系统

以及机器人等。机器学习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经历

了三个阶段：基于决策树和逻辑的学习、基于神经网络的连接

主义学习和统计学习中的支持向量机(SVM)。目前,人类社会已

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计算机应用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1 人工智能技术优势分析 

1.1高效数据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出色的数据处理能力而闻名,这反映在

它能够通过使用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复杂的数据集成方法从

大量数据信息中深入分析和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内容。它不仅可

以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大型数据集,还可以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

行详细的分类和过滤。 

1.2良好的学习性能 

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了卓越的学习性能,它能够深入分析

用户每日的操作习惯以及潜在的行为动机,进而进行详尽的数

据分析。在用户后续应用软件的过程中,该技术能够智能地为用

户提供高度个性化的软件服务,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这一技

术的广泛应用在社交媒体软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2 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嵌入式和智能化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实现了功能丰

富、信息传递快速和数据处理智能化。一方面,随着基础产业生

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计算机应用技术已嵌入机电设备,并发展了

计算机辅助技术,以实现机电设备的智能控制,提高自动化和智

能化操作,这也成为未来计算机应用技术发展的主要趋势。另一

方面,计算机已经从大型复杂的大型计算机发展到集成化,形成

了功能越来越多样化、使用水平越来越高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极大的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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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计算机辅助技术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辅助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

机电设备,其在机电一体化方面的发展不断扩大。计算机辅助工

程包括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生产技术(CAM)和计

算机辅助工艺设计(CAPP)等应用。它主要用作生产过程中机电

设备使用的辅助技术。CAD技术是指在设计阶段使用设计师的计

算机,对产品进行计算、比较、分析、绘图、建模、数据管理和

存储,集成设计和施工过程管理。CAM是指利用计算机通过各种

数据和数值来控制生产和加工机械设备,实现全自动化的制造

过程,在CAD生产技术的支持下,CAM可以保证机电一体化在设计

和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显著提高企业产品质量,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在设计过程中,CAPP主要包括生

产工艺、技术等。管理、优化和合理配置,即将产品设计数据转

换为生产数据,完成流程。计算机系统用于分析生产计划和实际

生产情况,合理配置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工艺顺序等生产工艺因

素。假设获得了技术指标,则该过程的效率最大化。 

2.2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计算机辅助技术和计算机集

成系统集成的主要应用；CIMS综合利用各种计算机辅助技术的

优势,将辅助设计、辅助制造和辅助工艺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适合生产多品种、大规模或小批量产品的智能制造系统,

确保集成设计的技术含量。柔性制造系统(FMS)是集成系统发展

的主要趋势,这种模式在促进集成制造系统的灵活性和智能化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柔性制造系统利用信息分析

和处理技术,处理各种设备生产过程中的实际信息和数据,掌握

生产过程中各种柔性因素,提高柔性系数,实现初步智能化生

产；在电子产品等生产设备和技术快速更新和迭代的高科技制

造业中,使用灵活的制造系统可以使生产线快速完成产业创新

和技术改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3 人工智能下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及其应用 

3.1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是一种典型的智能技术,它基于人脑的

神经组成和分布,形成大规模的并行分布处理器。每个模块负责

一定数量的数据和一定类型的数据,当有大量数据时,这些模块

需要协同工作,使用不同的计算和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过滤,以

确保软件高效运行。相反,具有强大计算能力和高网络功率的AI

网络适用于具有严格计算效率要求的场景。它不仅具有计算能

力,还具有有效的数据存储和组织能力,可以模拟人脑的思维过

程。此外,神经元网络的结构特性提供了出色的安全保护。信息

系统的初始安全保护薄弱,尽管使用了各种网络安全技术,但仍

然面临数据丢失、泄露等问题。神经元网络可以实时存储数据,

无论数据存储或传输到哪里,都能显著提高安全性。同时,智能

模块可以准确识别数据、网络和设备等风险,实现预警和管理。

使用计算机软件,神经网络技术可以快速检测不同类型的入侵

数据。一般来说,为了提高神经元网络的计算和风险识别能力,

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需要整合残疾检测、循环网络、多层观

测等技术,构建更好的神经元网络残疾检测系统。 

3.2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 

将专家系统集成到计算机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中可以提高

软件入侵检测的效率,例如实时监控用户活动、智能构建用户行

为等。当用户显示出异常的入侵迹象时,专家系统可以自动检索

相关信息,确定入侵的性质,并触发警告机制。例如,专家系统中

的NDS技术在检测入侵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在实际应用中,需要

一种新的统计计算方法来评估每个用户的行为。NDS系统包含多

个入侵场景代码,并包括各种统计方法。该系统存储不同类型的

用户行为数据,使用特定模块根据既定规则对数据进行评估和

分类,并根据相关算法计算数据与模型构建的相关性。此模板存

储用户权限和特征,并包含用于监视用户行为的子系统。各个组

件协同工作,提供用户行为的实时分析。 

3.3人工免疫技术 

人工免疫技术是一种典型的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我国已逐

步建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计算机网络,网络系统中包含大量数据,

增加了计算机网络管理的难度。例如,在使用计算机软件时,缺

乏全面的监控和监视可能会导致异常入侵。网络安全不足必然

会影响软件安全。应用人工免疫技术后,计算机软件的防护性能

显著提高。它不仅可以准确检测病毒,还可以快速杀死病毒和修

复系统,为用户创造良好的软件操作环境,减少内外部因素对软

件的负面影响,保持软件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人工免疫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典型代表。目前,中国已逐步建

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其中包含大量数据,加剧

了网络管理的复杂性。例如,存在控制和监控不完整的问题,计

算机软件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异常入侵。如果网络安全薄弱,

必然会威胁到软件安全。应用人工免疫技术后,计算机软件的

防护效果显著提高。它不仅可以准确检测病毒,还可以快速实

施防病毒和系统修复,为用户创建高质量的软件操作环境,有

效减轻内外部因素对软件的负面影响,确保软件数据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 

3.4人工智能Agent技术 

AI代理技术在计算机系统中共享AI技术的使用中起着核心

作用。与其他技术相比,代理技术具有自动执行任务的能力,但

在实际应用中,它必须配备各种传感器,自动收集环境数据并评

估计算机软件的运行环境。人工智能代理技术能够实时检测计

算机软件所处的环境状态,并根据自身的环境评估结果进行自

我调整,以执行相应的任务命令。鉴于人工智能代理技术的当前

发展状况,该技术在安全保护领域显示出显著优势,因为它能够

自动检测、识别和应对环境安全风险。近年来,人工智能代理技

术的理论越来越丰富,技术实践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进一步提

高了其环境感知能力。当在计算机应用软件中使用代理技术时,

应根据软件类型和性能特征合理选择代理许可证。 

4 结束语 

目前,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软件开发是其核心重点。在人工智能时代,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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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重大进

展,在促进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发展和促进软件开发过程方面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在软

件开发和运营中的价值,并加强其在该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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