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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软件代理是一个能在特定环境下连续 自发地实现功能 同时与相关代理和进程相联

系的软件实体  其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自主性 社会能力 被动响应能力 主动响应能力

时间连续性 自适应性和可移动性 多代理系统是指由多个代理组成的系统 它是为了解

决单个代理不能够解决的复杂问题而由多个代理协调合作形成的问题求解网络 为了使代

理之间能够合理高效的协作 代理之间的协调机制成为多代理系统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般

地 每个代理被认为是一个物理的或者抽象的实体 能够作用于自身和环境 并可与其他

代理通讯 实际上 多代理系统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用模拟人类社会系统的运作机制来提

高计算机系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采用多个代理进行协作 通过任务分解和任务协调提

高整个系统的能力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另外通过多代理之间的合作还可以克服单个代理知

识不完全 处理的信息不确定等不足

软件代理和多代理系统的产生和发展是有深刻的应用背景的 其产生和发展也为提高

软件系统处理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 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

软件的覆盖范围和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 特别是 Internet 技术的迅速发展 导致软件系统

的复杂程度呈迅速增长的趋势 另外除了软件系统的复杂性增加外 软件系统的分布式特

性也不断明显 由位于多个物理地点的许多计算机系统协作完成科研和实际应用任务的工

作模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应用和数据的复杂性 动态性与分布性的增加对软件系统

能力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人们希望 软件系统除了能被动地响应信息处理的需求 完成

事先指定的任务外 还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 能够主动地预测 适应乃至积极地寻找途

径以支持用户完成任务 除了由人来协调不同系统之间的运作 要求各个系统的软件间也

能自动地进行合作以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从这种需求出发 来自计算机 人工智能 信

息处理 自动控制等几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始对软件代理技术及多代理系统方法进行研究

开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软件代理的研究得到迅猛发展 各种各样的应用及方法的出

现是软件代理成为潮流的重要标志

本书在总结分析了现有的软件代理技术和多代理系统的研究和应用成果的基础上 对

多代理系统的理论 方法 应用和开发方法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其中第 1 章对多代理系统

的产生背景 基本概念进行了介绍 第 2~5章为多代理系统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介绍

包括知识表达与推理 代理通信语言 多代理协调模型和代理协商模型等理论和方法 第

6~10 章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几个多代理系统的应用进行了介绍 第 11~12 章重点讨论的多

代理系统的实现方法和开发工具

感谢赵博博士为本书编写了第 9 章 希望本书能够为从事和有志于开展多代理系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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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应用的研究人员了解多代理系统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书也可以作为计算机 自动化

企业管理和机械制造专业的研究生作为学习的教材使用

软件代理技术和多代理系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和应用人员的关注 其相关理

论 方法 应用和工具还处于迅速发展之中 由于掌握的相关资料和作者水平有限 书中

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 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1年 11月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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