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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是通过模拟人体大脑与执行人类思维的一种智能技术形式,主要涉及心理学、语言学

等诸多学科知识,其能够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并且人工智能是一种综合类的现代科技,其涉及的学科知

识比较多,比如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内容,并且随着信息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等)的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技术变得日渐成熟。人工智能应用主要是模拟与拓展人类的思维方式,现有实践表明,人工

智能存在高效的数据运算能力、信息跟踪和控制能力等特征,从而使数据信息的真实可靠得到保障。目

前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技术等在民众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比如移动支付、上班打卡等都会

利用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技术来实现,这样不仅提升了工作效率与方便了民众生活,对于降低工作成本

与时间成本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此,本文就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出发,阐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相

关问题及其有效建议,从医疗、教育、交通以及消防救援等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进行了论述分析,

旨在促进人工智能的应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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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ngying Zhao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form that simulates the human brain and executes 

human thinking. It mainly involves various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nd linguistics, and can reach the level 

of human thinking. More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 comprehensive modern technology that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and psych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computer and network technolog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ature. 

The main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to simulate and expand human thinking patterns. Existing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fficient data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information tracking and 

control capabilitie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ensuring the authent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data information. 

At present,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widely used in people's daily work and life,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work check-in, etc., which will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This not only improves work efficiency and facilitates people's lives, but also has important value in 

reducing work costs and time cos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laborates on the relevant issues and effective sugges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medical treatment,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fire rescue, aiming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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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其是通过模拟

人体大脑与执行人类思维的一种智能技术形式。现阶段的人工

智能应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对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语言与

图像识别等方面实施研究。人工智能又称AI技术,目前常用的人

工智能技术形式主要有问题求解能力、人脸识别技术、逻辑推

理与定理、人工神经网络系统、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知识库、

智能搜索、深度学习以及人工免疫技术系统等。随着科技的不

断进步与信息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等)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变得日渐成熟,促进了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得到

相关应用比如在太空、医疗、教育、物流、交通以及消防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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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中的应用。并且逐步实现了诸多先进技术的融合运用,

比如仿真技术、大数据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等技术

的融合运用,使其在社会各领域的价值得到充分展现,而且在某

些领域改变了人类生活工作方式,比如智能家居、智能电器等方

面的应用,能够为民众日常工作生活提供便利。 

1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的简要说明 

人工智能涉及到语言学、心理学以及计算机等学科知识,

其应用形式主要包括人脸识别技术、逻辑推理与定理、人工神

经网络系统、专家知识库等。并且人工智能随着科技的进步发

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应用),历经了不同阶段发展过程,可以

简要概括为：第一,符号主义阶段。该阶段人工智能重点研究内

容为符号系统,涉及的研究领域为专家系统以及语言处理系统

等方面,历经的时间段为1950年到1960年；第二,连接主义阶段。

该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人类神经科学发展,使人工智能研究

受到神经连接的启发。相关研究人员利用人工神经网络模型,

对人脑的神经结构进行模拟,达到了模式识别目的,历经时间段

为1980年到1990年；第三,统计学习阶段。该阶段的人工智能发

展是随着计算机技术与大数据技术发展而得到快速进步。计算

机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凸显了统计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人

工智能也出现了机器学习算法等,从而实现了语音以及图像等

识别,促进了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其历经时间段为2000年到

2010年；第四,深度学习阶段。该阶段的人工智能发展是利用多

层次的神经网络模型,通过深度学习技术的合理应用,在语言、

语音以及视觉等方面得到重大进步,并且使人工智能的可靠性

及其相关性能得到大幅度提升,其历经的时间段从2010年开始

至现在。 

2 人工智能发展问题与相关建议的分析 

2.1人工智能发展问题的分析。现有实践证明,人工智能发

展有助于促进科技发展、提升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以及提

高服务水平等作用。然而人工智能发展也会存在造成就业岗位

减少、消费能力下降等问题,扩大了社会就业压力。并且人们日

常工作生活会出现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等问题,制约了人类的思

维发展以及降低了民众的学习能力等方面,严重威胁到人类的

健康发展。 

2.2人工智能发展建议说明。(1)各国应该结合自身人工智

能发展实际,制定相应的法律与政策,使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需要对其产生的不利影响进行防范。确保人工智能在服

务于民众以及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使其能够得到规范应用。(2)

基于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变革的主要驱动力,各高校应结合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开设相关的专业,培养人工智能发展所

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帮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的相关原理,对不同

技术开展研究(比如智能搜索、图像视频以及语音识别等),以促

进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且需要加强人工智能

所需不同硬件的研发,比如智能传感器以及芯片等。同时为了提

升本国人工智能发展在世界的竞争力,需要在全球招募领军人

才,以提升本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3 人工智能发展的应用前景探讨 

人工智能是一门探究计算机如何模拟和执行人类智能活动

的学科,旨在为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提供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它涉

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该领域跨

越了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专家系统等多个

学科领域,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人工智能发展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人类,比如智能家电,能够利用相关软件系

统与手机进行连接,对其实施远程控制,有助于方便民众生活。

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诸多重复性工作岗位将变得日

趋减少,会造成这些岗位的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机会。但同时也会

相应增加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岗位,所以说人工智能发展的

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3.1人工智能发展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人工智能的相关

技术在医学领域中应用范围比较广,比如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

法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包括在CT扫描、MRI和超声等方面应用),

能够提升影像分析的准确度；此外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与影像

结果的结合,帮助医生开展诊断作业,以保障治疗效果。并且人

工智能发展有助于疾病的预防与个性化诊断治疗,并且对于医

疗保健以及医学研究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疾病预防

方面,通过人工智能在基因组学中的应用,可以预测可能存在的

疾病风险,从而为提前预防(包括饮食与生活方式等预防方式)

与开展个性化诊断治疗(结合具体疾病实施定制化的诊断治疗

方案)提供依据,以提升诊断治疗成效。就智能化的医疗保健方

面来说,人工智能技术与相关智能设备的应用可以实时监测患

者的血压血糖等,从而为诊断治疗提供相关的医学指标参数；并

且人工智能还可以应用于医疗保健的病历管理方面,可以利用

智能设备收集患者资料,并且对其进行整合分析,以确保患者的

医疗信息安全可靠。对于人工智能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而言,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超强计算能力对医学数据信息进行整理分

析,为医学研究提供参考；同时也可以利用智能化设备进行复杂

的医学实验操作,通过自动化的手段对样本进行识别分析,并自

动生成相关报告,为医学的相关研究收集不同数据参数,不仅实

现了高效收集数据信息,还可以防止人为作业失误等问题,从而

为药物研发以及疾病治疗提供相应的参数,以及促进医学事业

的健康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中应用,要求

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以及尊重民众的隐私。 

3.2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前景。社会经济的发展,

提高了民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使得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中应

用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并且应用形式众多,比如常见的有仿真

游戏教学、虚拟现实教学、智能导师以及智能测评系统等,不仅

可以提升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还能够切实减少教师工作强度。

而且人工智能教学中的教学机器人能够实现与学生的实时互动

以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并且还可以观察学生的情绪、心理变

化与学习状态,以及调整教学方式。比如人工智能在教学领域的

个性化教学等方面应用,可以监测到学生的实时状态,并且能够

收集学生课堂表现的相关数据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处理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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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解到学生的学习情况等,从而为制定科学的教学方案提供

参考。并且老师利用人工智能的实时跟踪与监测教育系统,可以

做好学生评价工作,掌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不适现象,为调整

教学方法提供依据。此外智能导师系统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通过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分析(包括学习设施准备以及语音、图

像、脑电波等方面的监测分析),可以了解到学生是否处于最佳

学习状态,并通过系统提示教师,为教师人工干预提供参考。 

3.3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中的应用前景。基于人工智能强大

的数据计算能力、预测性与实时性等特征,使其在交通领域得到

广泛应用,比如智能化的交通系统,可以实时计算与监控不同路

段的车流数据等,通过对这些数据信息的分析,可以预测到路段

是否通行顺畅,而或是存在堵车的可能,从而为司机调整路线出

行提供依据,这样不仅提高了交通管理工作效率,还减少了交通

运行成本,所以说智能交通的合理应用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比如人工智能的智能传感器以及定位系统等在无人

驾驶中的应用,可以确保车辆能够感知其行驶过程中的道路场

景与周边环境,获取车辆自身的数据资料(包括定位位置、行驶

状态等),预测其遇到的障碍物等信息,来选择合理的行驶路线,

再通过深度学习的应用(比如主动避撞算法等),实现了无人驾

驶的可靠安全。此外人工智能的智能算法与大数据等在公交调

度应用也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其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的相关

技术对收集的车辆运行、客流及其相应的地理位置等信息进行

分析,实时做好科学的公交调度,如果存在异常现象(比如某路

段发生车祸等),其能够自动调整公交调度,这样不仅解决乘车

难以及交通拥堵现象,还可以大幅降低公共交通运行成本以及

保障城市交通运行通畅。 

3.4人工智能在消防救援领域中的应用前景。人工智能在消

防救援领域中的应用,通过智能机器人或无人机等的使用,可以

观察与监测到火灾事故现场的实际状况,经过智能化的分析,可

以制定正确的救援决策,从而为科学开展消防救援工作提供指

导,以减少救援风险与提升救援工作成效。比如通过人工智能中

的深度学习与神经网络等技术应用,能够识别火灾事故现场的

图像(包括火源、烟雾等),同时激发预警系统的运行,从而达到

火灾早期预警目的,以降低财产损失与减少人员伤亡,这种系统

可以降低人工检测成本与减少预警误报率,为消防救援提供科

学参考。并且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应用,也能够有效提

升消防救援工作效率,其主要是对大量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然后

构建合理的火灾预测模型,为消防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预警和

决策支持,并且加强实时监测数据的分析,能够掌握火势变化、

人员位置等关键信息,以给予针对性的救援指导。而且通过数据

驱动的方法,能够改善消防救援系统的效能,确保消防救援工作

安全。此外应用智能传感器技术,能够全方位的采集火灾事故

现场数据信息,并结合人工智能的强大计算能力对这些数据

信息进行分析,从而为消防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全面的数

据信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是通过模拟人体大脑与执行人类思维

的一种智能技术形式,属于一种综合类的现代科技,其不是人类

智能,然而能够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并且涉及到心理学、语言

学等诸多学科知识。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其合理应用有助于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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