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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案例推理是人 工智能的一种新求解方法 本文针对 目前案例推理的不足 ，用新 的观点审 

视了案倒推理过程的一些重要步骤，包括复杂决策环境下案例的表示、案例的检索、案倒的调 

整以及案倒推 理与其他推理方法的复合等问题，提出了不完全信息下的一种案倒推理综合算 

法，为案制推理的实用化提供 了理论依据 。此外，在决策问题求解模型的基础上 ，讨论了在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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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给出了系统的框架，并将之用于医疗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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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 

／rp f D 

案例推理是类比推理的一个独立的f类．它 

最早由Janet l 、Kolodner教授实现 『． 知识难 

以表达或因果关系难以把握，但已积累丰富经验 

的领域，如医疗诊断、法律咨询、工程规划和设计 

和故障诊断等，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 

从思维科学的角度看．人的思维主要有三种 

形式：形象思维、逻辑思维和创造思维．其中人们 

使用最多的直觉、顿悟和灵感属于形象思维 ，它是 

研究人类思维的突破 口．案例推理是人类三种思 

维的一种综合表现形式，所以研究案例推理有助 

于对人类思维机理的认识．案例推理也符合人的 

认知心理：当遇到一个新事物时，专家并不仅仅看 

到一个具体问题，他会产生联想，然后把事物归 

类，从中找出以往处理过的类似问题经验和相关 

知识 ，经过一定的修正去处理新事物．通常并不用 

繁杂的规则推理，这也是专家解决问题速度快的 

一 个原因．对于比较简单的问题，案例的检索和匹 

配主要是形象思维的过程{而对于复杂的问题，往 

往难以通过简单匹配检索到一个相似的实例供参 

考．这时人们会潜在地将问题分解，使每一个子问 

题能映射到一个相似案例或者从不同角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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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不同角度的类似案例，最后运用逻辑思维和 

创造性思维把匹配的子案例集成起来，形成解决 

当前问题的新方法．在案例推理中，案例即是知识 

的单元，这为充分利用经验来建造智能系统提供 

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同时避免了规则的获取困难 

和不一致问题，也避免了规则提取引起的歧义和 

信息丢失． 

目前案例推理技术仅适用比较简单的场合， 

对于信息不完全的复杂场合，明显存在不足．本文 

在分析这些不足的前提下，用新的观点审视了案 

例推理过程的一些问题．此外 ，基于决策问题求解 

模型，讨论了在复杂决策背景下的基于案例的决 

策问题求解策略，给出了系统的框架．并以复杂的 

医疗诊断为研究对象研究上述思想的应用． 

1 决策问题求解模型 

复杂的决策问题具有不良结构、信息不完全、 

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较强等特点，其求解是不断收 

集信息、分解问题和求解问题的过程． 

基本概念： 

源问题：存储在记忆中已解决的问题； 

目标问题：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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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问题：利用经验可以直接求解的问题； 

问题链：为降低问题的复杂度，需要对原始 

决策问题进行分解，得到若干子问题；继续分解这 

些子问题，直到得到原子问题为止．将得到的所有 

原子问题按求解的先 后顺序排列 ，即得到决策问 

题的问题链 ； 

模型链：求解问题链中的每一问题所用的模 

型集合． 

决策问题的求解模型如下： 

(1)收集信息，确定问题(约束和目标)： 

(2)分解问题 ，得到问题链 ； 

(3)分析问题对应的模型链； 

(4)从模型库中调用模型求解问题链中的原 

子问题 ； 

(5)集成所有子问题的解 ．最终得到问题 的 

解． 

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备性以及人 

类理性的不完备性，问题的分析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一个动态求精的过程．从认识论角度而言，面 

对新问题，人类试图在记忆中搜索过去曾经求解 

过的类似问题．如果成功，则通过类比映射，得到 

目标问题的解；否则．要分析原因，找出决策者拥 

有的信息量与求解问题所需信息量的差异，利用 

一 种目标驱动学习机制 ，分解较大的源问题．产 

生一系列子问题集合．对每一子问题重复此过程 ， 

最终得到由简单问题组成的问题链．上述认知问 

题的模式，既需要人的学识和创造力，更依赖人的 

经验．原子问题是一个相对 的概念．只要能从人的 

经验案例库找到类似问题并且通过调整生成满意 

解的问题都可以看作原子 问题． 

2 有关案例推理的探讨 

专 家在实践过程 中积 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 

验．这些知识和经验经过概括、分析、整理和综合 

形成一些样本模式，作为模块，即心象存储在大脑 

中．当某种具体的外部信息被感知后，在专家的大 

脑中就形成一种刺激，经加工后形成待检模式．再 

运用形象思维把这些模式与记忆中的心象进行比 

较，找出一个匹配的模式或相近的模式，从而解决 

问题．在专家的记忆心象 中，存储的内容主要是各 

种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细节．这样做的好处 

是记忆量小，搜索速度快．由于抓住了模式的本 

质，专家在决策中不仅反应快，而且容易切中要 

害．在基于案例的专家诊断系统中，对于诊断的对 

象，专家根据其症状，按照某些关键特征从案例库 

中检索出最相似匹配的案例，然后进行某种修正 

即可作出判决．这种方法很适用知识难于表达．而 

适于用案例且已积累丰富案例的领域． 

案例推理是一种直觉思维方式，其基本依据 

是相似的问题有相似的解．根据上述分析，人类在 

求解问题时，首先采用的是形象思维，获得目标案 

例的部分信息，联想到过去曾遇到过的类似问题， 

启发产生新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在复杂的决策 

环境中，这是一个问题逐步分解 ，认识不断求精的 

过程．即问题的分析和求解是相互交错、迭代进行 

的． 

和规则推理相 比，案例推理有许 多优点： 

(1)问题的唯一精确表示是其本身．案例能 

比一组规则提供更多的信息，这是因为人的主观 

性和有限理性，从大量实例归纳出来的规则只取 

出了实例的共同本质i 

(2)避免了知识增加时知识库的完整性和一 

致性问题； 

(3)案例推理是一种增量式学习方法．随着 

案例的增加，案例库的覆盖度(求解问题的范围) 

逐渐提高；同时由于案例比规则获取容易，不需要 

完整的领域模型，使案例推理逐步实用化； 

(4)直接复用过去的求解经验(成功的和失 

败的)，不需要完整的领域模型，也不必象产生式 

推理那样从头开始，避免了匹配冲突和组合爆炸 

问题，求解效率高． 

(5)案例推理是类比推理的子类，它具有类 

比推理的基本特点．它能够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思 

维，对难以充分理解领域作出假设和预测，并指导 

人们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6)从实现角度讲，案例推理能兼顾专家的 

偏好，而产生式 系统 的柔性不足． 

下面讨论案例推理的几个重要问题． 

2．1 案例表示 

案例推理是对人类形象思维的模拟．目前知 

识(案例)在大脑中的记忆的研究仍不成熟．人工 

智能的知识表示方法，如产生式规则、语义网络、 

神经网络、框架和面向对象等，只是知识从不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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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角度的映射．在类比学习中，这些表示方法存在 

局限性．因为知识的记忆要求知识是一个有结构 

和有组织的体系，而且还应易于检索、存取和记 

忆： ． 

案例表示与案例推理的效率密切相关．研究 

面向智能计算的记忆结构，有助于实现案例的合 

理表达．根据概念结构理论的原型说，概念主要是 

以原型一最典型案例表达．它由两个紧密结合的 

因素组成：①原型②范畴成员的代表性．其中原型 

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从诸多范畴成员抽象出来的． 

范畴成员的代表性由其与原型的相似性度量．概 

念之间通过某些相关成员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关 

系，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的语义网络体系．这里提到 

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与问题有关的定义、模式和 

主题等．在上述语义网络中，概念表现为一个语义 

记忆单元． 

下面利用广义语义网络来说明概念及其关 

系．广义语义网络的结点是广义概念，用框架数据 

结构表示更合乎习惯： 

concept ShOt： 

slot 1： definition ／／描述槽 

slot 2： contributes ／／属性槽 

feature 1： al ／／特征侧面、 

slot n： cases ／／典型案例槽 

· 描述槽：概念的本质描述，通常采用一个 

词或短语表示 ，以及对概念的性质和约束的说明； 

· 属性槽 ：由概念的语义特征侧面组成； 

· 典型案例槽：包含概念的典型例子，这些 

倒子有其具体的属性值、模式和求解方法等内容． 

广义语义网络的结点既可能是简单结点，也 

可能是具有层次结构的复杂概念．它由若干子概 

念组成，子概念也可分解．直至源概念．子问题除 

了继承父概念的各槽内容外，还拥有自己的成分． 

广义语义网络的弧表示(子)概念之间的关 

系，如同类关系、因果关系等．广义语义网络模拟 

了人脑的知识表达，其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可以 

说，人的知识越丰富，广义语义网络的结点和连接 

弧越多样，联想能力和信息量越丰富． 

在概念结点的核心，存储了典型案例，而不是 

所有相似的案例．典型案例的形成实质上是案例 

库的精化过程，它代表了大量相似案例的共性和 

经验，便于在问题求解中应用．其次，在检索过程 

中可以一定程度减少被选集合中源案例的数量， 

也可以减少类 比过程中其他部分的工作量．典型 

案例对于精化案例库，发现新的有用知识也具有 

特殊意义． 

与问题分解相对应，可以把案例库按案例一 

子案例等级组织索引，以便检索． 

2．2 案例的检索 

案例的检索是为了得到尽可能少，而对问题 

的解决有参考意义的一组相似案例． 

目前大多数的基于案例推理的检索模型采用 

了相似度准则(最相临近法)，强调的是案例一对 

一 的属性匹配，这种方法需要有良好的案例索引 

模型支持，同时还可能需要规则推理．在结构不良 

的复杂环境下，明显存在下列不足： 

① 根据Simon的有限理性，任何决策都是在 

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的．对新案例的情况不 

熟悉，就难以全面把握其主要特征，简单地比较新 

旧案例的特征不可取 ]． 

② 案例调整经常是开发基于案例推理的系 

统最困难的部分，尤其是案例库的案例数量有限 

时，案例的调整难度很大．案例的调整通常是在深 

层知识(调整规则)的指导下进行的，而调整规则 

的获取又是相当困难的．况且案例库一般规模较 

大，组织和管理不容易．调整规则的加入则使问题 

更突出． 

③ 割裂了案例检索和案例调整的关系．案例 

推理是在两个紧密联系的空间[0,toJ(解释空间和 

解空间)的综合推理．案例检索时，仅强调案例之 

间的相似性不足取．从重用的观点看，最相似的案 

例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因为案例推理的代价主要 

有两部分组成：检索费用和调整费用，最相似的案 

例的调整代价可能会很高或不现实． 

④ 相似性的标准欠妥．以往案例的相似性取 

决于相似度的计算．而相似度的计算对于难以定 

量化的定性属性和不确定性属性难于处理．此外， 

还有属性之间的偶合等问题没有解决． 

⑤ 案例之间相似性的评价不一定看新旧案 

例的属性匹配如何，而是依赖于旧案例能否合理 

解释当前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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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案例检索和匹配依赖于存储的案例与 

当前问题是否相关，这可以通过相似性评价来完 

成．以往案例的相似性匹配方法有许多种，如决策 

树、粗糙集、神经网络、证据理论、聚类分析、相似 

度等 ””J，但它们仅适用于确定性属性．但对于 

象医疗诊断中经常出现的不完全信息却不适用． 

所以需在传统检索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扩充，以适 

应不确定属性匹配的需要．这是因为对新情况理 

解不充分，难以决定所有的特征属性．若只选择确 

定属性进行匹配，可能会遗漏掉重要的属性 ．以至 

检索的效果难以满足要求．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采 

用一种引导型的检索匹配方法：以现有的相关案 

例为指导，确定可能重要的特征属性，反馈到当前 

情况．案例是否相关取决于用已存在的案例是否 

有助于新情况的解释． 

在案例的检索过程中还要强调，案例匹配不 

仅要使用表面特征的相似性，而且结构相似性和 

深层特征有时也具有同样不容忽视的作用．案例 

的表面特征可以直接获取，而深层信息则需要推 

理，有时获取的代价很高；案例的表面特征常导致 

盲目搜索，而深层信息不仅能减小搜索空间，获取 

表面相似遗漏的重要案例，也可增加匹配成功的 

可能性．事实上，案例检索的相似度准则应综合考 

虑表层特征和深层信息： 
1 、 

SIM="1·D1+ 2·D ，2 W．一l 

∑ ·sire(a,"，d ) 

∑ 

上式中SIM 表示总相似度，权值 和W 分 

别表示表层特征和深层信息的重要程度，D 和 

D，分别表示表层特征和深层信息的相似度．W 

表示属性4在相似性评价中的应用，可由专家或 

通过基于解释的机器学习 得到． 和a 分别表 

示新案例和相似案例的第 1个属性． 

对于结构不良的决策问题，案例的属性之间 

有时存在相关性，但又难以确定，用相似度匹配的 

效果并不好．选择独立 的本质属性就成为一个难 

题． 

此外，有些问题的实时性要求较高，因此还要 

考虑检索质量和检索速度的关系．用规则检索案 

例，可以避免了深层信息获取的代价，这个问题值 

得进一步的研究． 

2．3 案例的调整 

检索出的案例只是案例库中与现有情况类 

似，但与现有情况还有一定的差别 ，难以完全匹 

配．这种差别可以通过案例调整进行克服． 往案 

例调整是通过深层知识，即启发式规则的指导完 

成的．但 调整规则的获取的难度不 次于领域知识 

的获取，所以不容易实现．本文引人了一种调整案 

例库的概念．通过建立调整案例的案例库，来记录 

以前案例调整的经验 供将来调用．这种方法的 

特点是增加了案例库的维护代价，但实现的难度 

小． 

检索到的案例是否被采用，最终还取决于调 

整的代价．也就是说．检索到 的案例可能不只一 

个，这时按照某一准则，如费用最低、实时性最好 

等选择代价最小或满意的一个或若干个案例加以 

组合． 

一 般而言 ，问题越复杂．重要 的特征就越多 ， 

要求案例库的覆盖度就越高，案例的调整也越复 

杂．对于有经验的用户 ，可以由他们调整案例，并 

将结果作为新案例存人案例库，这对系统的人机 

交互要求较高． 

2．4 案例推理和其他推理方法的集成 

人工智能中推理方法很多 ，最 实用的是规则 

推理和案例推理．规则推理曾在专家系统的设计 

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但上述其缺点却严重限 

制了专家系统的发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规则推 

理仅是对人类抽象思维的简单模拟．而专家在决 

策中用到了大量的形象思维．问题的解决，不是单 

纯地依靠规则能够解决的，还需要专家的经验．智 

能系统难以实用的原因在于过于强调知识的形式 

化，忽略了经验知识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其 

知识是不足的、浅层的．另一方面，专家的经验是 

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在求解大量的实际问题(案 

例)中形成的．因此，案例是专家经验的主要来源． 

研究案例推理，并和规则推理结合起来，会大大提 

高系统的性能． 

案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结合，是一个比较实 

际的问题 ]．通常表现为：容易形式化的部分，由 

规则推理完成；而对病态结构的问题或者偶尔发 

生的异常问题，用案例求解往往比较简单． 

除上述案例推理与规则推理的集成方式外， 

有时还会用到案例推理与基于模型推理、证据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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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集成．限于篇幅．这里不在讨论 

3 基于案例推理的问题求解系统 

3．1 复杂决策 问题的不完全信息下的综合检索 

算法 

复杂问题的决策，一般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 

况下进行的．根据 Simon的有限理性 理论，由于 

人类的主观认识局限性 和环境的复杂性，开始很 

难得到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这就需要不断地 

收集证据，用以前 的案例作指导，通过向环境学 

习，逐渐消除信息的不完整和不确定并不断地反 

馈到决策中．最终得到问题的满意解．基于此观 

点，本文提出一种不完全信息下的综台检索算法， 

通过一种相关反馈机制，反复激活检索过程以精 

化结果． 

不完全信息下的综台检索算法如下： 

(1)分析问题，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 

(2)抽取问题的主要特征，确定是否要分解问 

题．若需要分解问题，则转(9)；否则转(3)； 

(3)从案例库中检索相似案例．若用户对检索 

的结果满意(如视能否解释新案例)，转(6)，否则 

转(4)； 

(4)从检索的案例和相关环境中学习，得到进 
一 步的信息(反馈信息)； 

(5)返 回(3)； 

(6)检索出的案例一般不止一个，可以有最相 

邻近原则(NNP)选择若干个比较满意的案例．若 

检索不到合适的案例，转(8)； 

(7)分析新旧案例背景的差异，估计案例的调 

整代价； 

(8)若因案例库的覆盖范围较窄而检索不到 

合适的案例，应由人工得到(子)问题的解；选择调 

整代价最小的案例并调整之，作为(子)问题的解； 

(9)若 问题需要分解 ，对 每一个子 问题重 复 

(2) (8)； 

(10)若所有子问题都有解，则转(n)；否则转 

(12)； 

(儿)集成各子问题的解，并作为整个问题的 

解，转(10)直到最上层问题为止； 

(12)将问题的解存人案例库． 

把上述算法应用在“ICU实时监测与应急诊 

断系统的综合开发研究”课题中，下面粗略讨论其 

基本思想． 

在医学领域，专家的知识难以形式化，而适合 

用案例形式表达．医学专家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 

了大量的病例，他们之所以医术高明，是充分地利 

用存储在大脑中的病例的结果．分析医学专家的 

思维，可以发现以往的诊断病例对诊断起着很重 

要的作用．专家头脑中的病例越多，通常诊断越准 

确．现存的医学诊断专家系统，能在临床上起作用 

的极少．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这些系统过于强调 

专家知识的形式化和规则化．事实上，专家在诊断 

时面对的是多样、复杂和难以确定的疾病，单靠规 

则推理是行不通的．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从大脑 

中的病例库得到启发，产生直觉．从中可以看出． 

有经验的专家除拥有大量的病例外，还较好地掌 

握了一种检索机制．这种机制用计算机模拟，相当 

于案例检索． 

在医疗诊断领域，因为诊断信息的随机性、模 

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通常采用边收集部分证据 

边进行处理的形式，属于不确定推理．不确定推理 

在医疗诊断中的应用广泛 ，形式多样．有些方法已 

在专家系统中成功使用，但缺乏理论基础，带有太 

多 的 主 观 色 彩，如 MYCIN 置 信 度 方 法， 

PROSPECTOR的主观 BAYES方法，还有可能 

性理论、证据理论和缺省非单调推理，但是它们缺 

乏实践的检验，目前还很少单独采用，须和其他推 

理方法结合使用． 

病例库是知识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案例 

推理．病例一般包括下述内容：病人病史、家族病 

史、性别、病例病人的各种临床体症和检体结果、 

诊断结果和治疗效果等．即病例 E可以用五元组 

E一<el，e2．̈ ，e e 吩 )来描述，其中 e1是一个有限 

集，表示病例的有关必要说明信息，如用于索引的 

病例名、病人病史、家簇病史、性别等内容；e 是一 

非空有限集合 ，表示病人的各种临床体症和检体 

结果；e 是一个有限集，表示医生的诊断结果；e 

是一个有限集，表示对疾病的治疗措施 表示治 

疗效果等内容．为减小整个案例库的规模，把整个 

案例库分为两部分：诊断案例库和治疗案例库．这 

两部分是相联系的，即诊断案例通过指针指向相 

关的治疗案例． 

鉴于医疗诊断的上述特殊性和复杂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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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推理明显存在不足．基于上述分析，在医疗 

诊断中，我们提出了如下的医疗诊断推理的过程： 

① 医生通过问诊、临床观察和病史，获得病 

人初始症状集．当然，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且 

可能存在模糊和失真信息，有待进一步收集和清 

理．医生在假说提出以前，还难以确定所有要检查 

的项 目i 

② 由初始症状集，医生提出初始假说集．这 

一 步由医生完成．是因为假说的提出需要在较短 

的时间内由医生运用形象思维完成．在现有技 术 

条件下，诊断治疗支持系统中由计算机代替医生 

初诊．我们认为是难以实现的．容易给医生的思维 

误导． 

在医疗领域，由于许多信息不完全或难以定 

量化，还很少出现基于案例(病例)检索的系统来 

模拟专家的形象思维诊断疾病．由于案例检索技 

术的不成熟，病例检索只能用于一些简单的情况． 

通常，可以把大量的病例集成到仿真系统中，用于 

培养医生(尤其是新手)的临床思维能力．在复杂 

情况下．需要对病情多角度地分析或分解成子问 

题，最后加以组合或集成．如并发症的会诊相当于 

多角度地看问题．计算机能够对简单的情况检索， 

支持医生对复杂病情的组台和集成． 

⑧ 对每一个候选的假说，进行论证或排除． 

基本的原则是一元论，即尽量以一种疾病来解释 

病人的症状．假说的论证需要运用各种逻辑方法， 

所以可以由计算机辅助完成 ．医生主要起监督作 

用．为使整个过程易于理解 ，论证子系统应有较好 

的解释功能．必要 时医生可 以介入论证或排除过 

程，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在这个过程中反复进行， 

可能需要一些病人的其他信息，由医生进行体格 

或实验室检查得到． 

④ 经过一系列的论证和排除无关信息，逐步 

缩小可能的假设集．若假设集只有一种假设且可 

以解释病人的主要症状 ，这时转步骤⑧． 

根据 Simon的有限理性理论 ，由于主客观 因 

素的限制，医生的决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 

完成的，对疾病的可能假说难以全部列举出来．随 

着证据的逐渐积累，还有可能排除所有的假设，而 

提出新的假设．回到步骤③．若得不到能合理解释 

病情的答案，则可能遇到了疑难杂症，这时需要多 

科医生会诊．确诊后由医生把诊断过程作为新病 

例加入电子病例库．为减轻医生的负担，可以设计 

电子病例的管理子系统 ，完成电子病例库的自动 

生成和维护工作． 

⑤ 确诊，给出处方． 

基于案例推理的医疗诊断过程如图 1所示． 

图 1 基于案倒推理的 医疗诊 断 

3．2 基于案例推理的问题求解系统框架 

综台上述分析，基于案例推理的问题求解系 

统构图如图2．它由许多模块组成．主要模块的功 

能如下 ： 

· 智能人机系统．完成人机交互、问题形成、 

结果显示和系统总体控制； 

· 问题归约系统．交互式完成问题分解，形成 

问题链和模型链，以及问题求解控制方式的选择． 

· 调度器．根据问题归约系统形成的问题链 

和模型链(求解链)与求解控制方式，完成求解链 

中各子问题的调度 i 

· 综合推理系统．含有大量产生式规则，支持 

问题归约、案例检索、案例支持分析、模型检索和 

模型的生成等功能； 

· 目标驱动学习模块．当检索不到合适的案 

例时，通过 目标驱动学习 ，由专家生成 (子)问题的 

解 ； 

· 模型综合分析求解器．完成案例模型的调 

用并把模型的运行结果综合，送人智能人机系统 

显示，由用户判断是否满意； 

· 智能模型生成系统．当检索不到案例所需 

要的模型时，协助用户完成模型生成．并把生成结 

果送人模型分析求解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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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库系统．由案例库及案例库管理系统 

组成，含有许多案例调整实例和调整规则，指导案 

例调整． 

· 案例支持分析器．对检索的案例进行分析 

和集成． 

疰 兰 ～ ⋯ 蔓 ～ 兰 

4 结束语 

图 2 基于案例推理的问题 求解 系统结构围 

案例推理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热 

点．本文在决策问题求解模型的基础上 ，所讨论的 

基于案例推理和提出的不完全信息下的综合案例 

推理算法 ，是在结构不 良的复杂背景下完成的．其 

中案例的表示方法、案例的检索机制以及案例的 

调整方法已在我们开发的医疗诊断支持系统中初 

步实现．案例推理也是近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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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problem solution based on case—based rea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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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 230009，China 

Abstract： Case—based reasoning is a new way in AI．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cased—based，this paper elaborates them with new viewpoints，including ease representation under complex 

circumstances，case retrieval，case adjust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ase—based reasoning and other 

reasoning engine such as rule based reasoning and evidence—based reasoning．An algorithm of case-based 

complex reasoning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is also put forward．The above study stimulates the appli— 

cation of case_based reasoning and provides it with theoretical suppo~．Furthermore，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ecision problem solution model，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olution strategy under complicated decision 

background using case—based reasoning and gives the framework of the system． 

Key words： decision；case—based reasoning；incomplete information；medical dia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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