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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simple 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storage of cognitive subjects 
based on cognitive subject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odel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to anthropomorphic intelligence. We study the following two problems from the cognitive 
calculation of the subject's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 the cognitive subject recognizes the exter-
nal environment and how the cognitive subject stores and calls the received inform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cess of meta-information to cognitive information is also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ocess of information entropy reduction. The L-Y cognitive processing model and the related 
computational flow model of cognitive information storage, transformation and processing of 
anthropomorphic intelligence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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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认知主体为基础，从直观角度描述认知主体简单的认知和信息存储的过程，为人工智能到拟人智

能的建模提供理论基础。我们从主体对外部环境的事物的认知计算进行以下两个问题的研究：认知主体

如何认知外界环境的事物与认知主体如何将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存储和调用。同时就元信息到认知信息过

程也是信息熵减的过程做了初步研究，提出了L-Y认知处理模型及拟人智能的认知信息存储、转化与处理

的相关计算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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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拟人智能的认知产生背景 

认知主体通过实践活动来认知外界环境的事物。认知主体会通过接收媒介将外界事物产生(或间接产

生)信号来认知外界事物。比如当光从物体上反射进入眼睛，通过眼睛接收然后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

传输到大脑，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会放电激活一系列的神经元细胞。当然人观察事物不可能只是一次，人

眼是持续性的，经过持续性的观察，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不断重复激活相同区域的神经元细胞，大脑就会

对这种特定区域的神经元细胞的放电模式产生记录，这种模式定义为记忆的形成[1]。当再次激活这一特

征区域的神经元细胞时就会对事物的信息在大脑中进行重现。 

2. 拟人智能的认知信息存储结构和模型分析 

如图 1 中此模型模拟了认知主体如何通过接收外界信号到认知外界事物信息是如何转化和存储的过

程。认知主体是通过接收媒介与外界进行沟通传输信息的。 
 

 
Figure 1. Model design of cognitive entity information storage structure 
图 1. 认知主体信息存储结构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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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主体的接收媒介可以是单一或具有多种形式。如人的眼睛、耳朵、味觉、触觉等。他的作用是

将外界的各种信号转换为认知主体所能传输、处理和存储的元信息。从时间维度来讲，不同的接收媒介

是同一时间接收外界信号，不同类型的信号通过不同类型的接收媒介转化为认知主体内相同类型的元信

息，认知主体将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和关联[2]。元信息传输进入到不同的存储区域，这些存储区域存储不

同类型的元信息。认知主体是并行接收和传输元信息的，但存储方式是分布式的。在进行存储的时候认

知主体会在认知主体内部的信息索引主轴上记录信息存储的区域。元信息经过认知处理就形成了认知主

体对外界事物的最初的认知，即元认知。元认知可以与概念做映射，当认知主体被提及概念时，认知事

物的概念通过信息索引主轴反向激活储存事物信息的元信息。例如当人通过接收外界信息对一颗树观察

时候，树通过折射光信号进入人眼睛，眼睛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通过观察大脑特定区域

神经元不断放电记录下了树的信息，这种信息称为一种元认知。这种元认知和树这个概念的定义做映射，

当提到树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不用看到树，就可以通过信息索引主轴激活特定区域的神经元，树的信息

就会被大脑重现。 
图 2 中描述了认知主体接收的同一类型信号是具有不同的属性，同一属性的信号有信息因子组成。

信息因子是信息号组成的最小单位。通过接收媒介信号转化为元信息，元信息储存在不同区域的存储集

群中，存储介质的最小存储单位是存储因子。元信息在存储的同时将存储的区域信息传输给信息索引主

轴，当认知主体要调用存储信息时激活信息索引主轴，信息索引主轴激活相关的存储区域。 
 

 
Figure 2. Cognitive subject information transfer and storage model design 
图 2. 认知主体信息传递及存储模型设计 

3. 拟人智能的认知信息处理模型分析 

从信息角度来分析认知主体处理信息的过程，首先根据认知主体的接收媒介不同，认识主体所能接收

外部环境事物的信号也是不同，如人的接收媒介有眼、耳朵、鼻子等等。如图 3，以单个接收媒介为例子，

如某事物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信号集合为 X，所能被认知主体接收媒介接收的信号集合称之为 Y，则 X Y⊆ 。

Y 集合的信号通过接收媒介转换为元信息，元信息的集合我们表述为 ( )M Yρ= ，元信息经过认知处理催化

为事物的类型信息，我们称之为集合 ( )XE f Mα= ， ( )0 1α α< < 为信息影响因子，x 代表事物。认识处理

过程中加入标记 s，则 ( )( )XSE f Yα ρ= 。对于不同的接收媒介 ( ),a b n 那么 XS XSa XSb XSnE E E E= ∪ ∪ 。

由公式我们可以看到认识主体对客观事物认识过程中信息是不断递减的[3]，所以要对客观事物不断的观测

才能对事物的属性认知越详细。认识主体对外部事物认识是不断持续的过程，也是信息不断完善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定义此流程为拟人智能的 L-Y 认知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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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Cognitive processing flow modeling of cognitive subjects from signal to information 
图 3. 认知主体从信号到信息的认知处理流建模 
 

当然，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单一的接收媒介，从接收信号开始到信号转换最后处理过程中，信息总量也在

不断减少。接收媒介只能接收特定范围的信号，这开始就决定了认知主体对事物的认知不全面，而且是模糊

的。而人类意识中事物概念也是模糊的。1966 年，P. N. Marinos 发表模糊逻辑的研究报告，1974 年，L. A. Zadeh
发表模糊推理的研究报告。Zadeh 认为模糊性似乎遍及人类感觉和思维各种过程中，它隐藏在人类潜意识里，

是潜意识的一个重要特征。使用模糊理论：论域 ( )1 2 3, , , , , ,n iU u u u u x=   为认知主体通过接收媒介装换的

元信息组成的代表事物的某种属性信息，我们将事物的概念定义为 U 中某个具体有限子集合上，即认为该

概念只与这个有限子集合元素有关，这个子集合称为该概念的论域[4]。一个具体的概念 A，他是论域 X 上 
的模糊集合，隶属函数值域为 T[0,1]。使用 Zadeh 记号，A 表示为， ( )iA xi xi= ∝∑ 其中 ( ),ix X xi T∈ ∝ ∈ 。 

对于隶属度 ( )xi∝ 函数，我们可以理解为论域 X 中属性 xi属于概念 A 的隶属度，当 A 表示的概念具有某一

典型特征时， ( )xi∝ 表示属性 xi具有这一特征的程度，也可以把 ( )xi∝ 当成 Xi具有特征 A 的“指标”。 

4. 拟人智能的认知信息流分解与记忆的关联分析 

以人为研究对象，人的记忆就的过程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时记忆[5]。瞬时记忆又叫感觉记

忆，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引起的短暂记忆。短时记忆保持的信息量较大，是未经过处理的原始状态[6]。
长时记忆指信息经过充分的和有一定深度的加工后，在头脑中长时间保留下来的记忆。瞬时记忆的保持

时间大约是 1 秒钟并按刺激的物理特性以感觉形式进行编码，且信息容量大。这种记忆保留了原有刺激

形式，就好像按原有形式进行了登记。若受到注意，将被识别而转入下一个短时记忆中去，接受进一步

加工，否则很快消失[7]。美国心理学家斯珀林 1960 年采用部分报告法所做的经典实验中，证明了瞬时记

忆的存在。译“即时记忆”。心理学家布罗德本特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提出信息要通过若干记忆系统。

从环境接收到的信息存入 s 系统中；经过过滤，其中一些进入 P 系统，因 P 系统储量有限，其余部分流

失。s 和 P 系统共同组成即时、初步的记忆，或为短时记忆。复述时信息由 P 系统到 s 系统，再回到 P
系统，信息因而被保持。如没有复述，信息就开始消退。s 系统和 P 系统中的信息也能转移到次一级系

统，或称之为长时记忆系统。 
认知主体中通过接收媒介将外界接收到的信息转化为元信息，就相当于瞬时记忆，元信息进入储存

介质后还未经处理，就相当于短时记忆。这时的元信息可以被信息索引主轴所调取，进过认知处理后，

认知处理的信息会被存储，这时的认知信息就是长时记忆。如图 4，当特定类型的信号通过接收媒介 A
将信号装换为元信息时，由于接收媒介的选择性，信号在装换的过程中其实已经有一部分信号被忽略[8]。
以视觉为例眼睛聚焦的部分被传入大脑的时候，聚焦部分以外的信息和眼睛所能接收波长以外的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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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忽略了。特定信号转化为的元信息就是认知主体的瞬时记忆，当元信息进入储存区域，这些元信息

将被认知处理所调用，被调用的元信息是还未经过认知主体所处理的信息，这部分信息将被认知处理所

催化为新认知。新认知它表述的是某时刻通过接收到信息转换为主体所能理解客观事物信息集合。新认

知会经过处理会被传输到存储区域成为认知主体的认知集合。认知处理从存储区域调用的未处理的元信

息我们可以看作短时记忆，而处理过后被存储的认知信息就是认知主体长时记忆。在认知处理的时候认

知处理是对客观事物特定信息的加工和处理，所以处理过程中特定事物以外的信息将被忽略，因此可以

说，在我们建立的模型中，是一个从元信息到认知信息过程也是信息熵减的过程。 
 

 
Figure 4. Modeling of information transport flow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new cognition 
图 4. 新认知形成前的信息传输流建模 

 

以特定性信号为例，假设信号源 A 包含 N 个符号{ }1 2 3 NA A A A， ， ，信号源 A 发出 M 重符号序列，

则此信号源可以发出 NM个不同符号序列消息，其中第 I 个符号序列消息的出现概率为 PKI，其信号源编 
码后所得的代码长度为 XI，代码组的平均长度 X 为 1 1 2 2 N M N MX Pk X Pk X PK B∧ ∧= + + + 当 M 趋于无限 

大时，X 和信息量 F(A)之间的关系为 ( )X M F A=  (M 趋近与无穷) [9]。即当特定信号转换为元信息时，

时信息的编码符合等概率分布，使每个编码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达到最大。 

5. 拟人智能的展望 

在现今主流的人工智能研究中，现在多数都集中在以算法和模型计算为中心的研究中，而以认知为

中心的智能化还处于研究阶段。认知学、哲学、神经网络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不断进步，使人工智

能的创新和应用得以发展。如何使人工智能变得真正的智能，而非只是数据，计算。如何让人工智能的

主体变得像人一样会对外界事物产生认知，产生记忆，产生情感，甚至行为和意识，这是人工智能的难

点也是最终目标，也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因此以人的认知处理流为研究对象，构架认知主体的认知过程

和思维过程来定义我们对拟人智能的认知处理计算是势在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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