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刊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2 年 2 卷 1 期
Volume 2, Issue 1, 2022

智能化软件开发：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
刘晓亮

（太原理工大学财经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在新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了显著进步，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扮演着越来越关键的角色。本研究

着重于探讨人工智能如何促进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自动化与智能化，从而为用户带来更加高效和个性化的体验。文章基于人

工智能技术的优势，讨论了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原则，并对其技术发展提出了建议，旨在为业界同行提供实用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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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and plays an increasingly vital role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ploring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promote the autom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software, thereby providing users 
with a more efficient and personalized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advantag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computer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i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iming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eers in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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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开发计算机软件是一项核

心内容。计算机软件资源涵盖范围相对较广，不仅包

括系统软件，也包括应用软件。在 20世纪 60 年代前，

从业人员以手工途径开发计算机软件，但在商业化软

件逐步得到合理应用后，软件设计人员已充分意识到

开发软件与使用软件等程序离不开文档。自 20 世纪

80 年代国标标准化组织明确了软件工程范围后，计算

机软件开发工作也相应被注入了新的活力。计算机技

术在当今时代已取得了迅猛发展，各类计算机应用软

件中，人工智能也随之得到了大范围应用，已在越来

越多的计算机应用软件中有所体现。人工智能为计算

机用户提供了更为良好的使用体验，使画面更具质感，

软件功能更为多样化，操作更具灵敏性与便捷性，软

件在整体情况上更能满足用户需求。在此情况下，人

工智能为计算机软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对人工

智能进行深入研究也极为必要。

2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优势

人工智能应用于计算机行业中的现象在当今时代

已较为普遍，在计算机领域内有效应用人工智能，能

大幅度改善传统计算机网络状况，同时提升计算机软

件功能。计算机发展到当今时代，大数据模式已初具

规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计算机软件的频率也日

渐提升，对计算机软件的要求也相应更为多样化。与

此同时，计算机在运行过程中所承载的数据量已日渐

增大，计算机软件同时也需要具备处理大数据的功能，

以此满足时代发展的新需求。为实现种种功能，人工

智能技术亟待应用于计算机软件中，以有效对数据信

息进行筛选与分类，提升计算机软件的精准性与智能

性 [1]。

3 依托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原则

3.1 保证软件技术可行性

开发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过程中，软件各项内容运

行的效果都应当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前提，只有计算机

应用软件开发效果与用户需求相契合的情况下，计算

机软件才具备可行性。在开发计算机软件进程中，应

当利用各项技术方式，同时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多样

性特点，在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的基础上选择契合的技

术。同时在实际开发时需要以规范应用技术为原则，

重视前期用户调查环节，以此促进用户掌握计算机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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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各项操作方式，从而提升用户对计算机软件的使用

体验，最终提升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开发效益 [2]。

3.2 保证软件维护容易度

开发计算机应用软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且开发完毕后，计算机应用软件在后续使

用过程中也需要定期维护与更新，以此保障计算机软

件的运行质量与运行效率。由此可见，保证计算机软

件维护的容易程度也是一项应当充分考虑的问题。将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计算机软件中则能有效提升软件

维护容易程度，使计算机软件在后续使用过程中始终

处于智能信息监测状态中，各方面功能也处于随时被

调节状态。人工智能可保障计算机软件在应用过程中

的运行信息能得到有效跟踪分析，以此及时修复计算

机软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软件能处于长期稳

定的优质运行状态 [3]。

4 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技术

在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后，

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工作具备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软件涉及的各类性能都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得到了有

效优化，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工作也相应取得了更大

收益 [4]。

4.1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中

的应用

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是依照人类脑神经结构而

建造的一种技术，此项技术的本质是规模相对较大的

并行分布处理器，分布于神经网络中并具备不同的信

息处理单元模块。单一的神经模块可独立运行，也可

彼此配合，共同支持软件运行。整体运行的情况下速

度更快，流畅程度较高，应用于计算机软件开发过程

中能提升用户面对高效率工作时的需求。人工智能神

经网络技术因自身的信息储存功能与处理信息、组织

信息的功能，可发挥与人脑相近的学习作用，因而能

同时满足用户处理不同类别信息的要求 [5]。

在此基础上，神经网络技术结构自身的安全防护

功能相对理想，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能同时提升信息

安全程度，神经网络也能随时提升网络安全知识储备，

从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实施更为精确的识

别，面对各类网络安全风险都能灵活应对。在计算机

软件运行时，神经网络技术能对软件涉及的各类入侵

信息都实施迅速检测，一旦存在入侵软件的危险因素，

都能在较大程度上被精准识别，进而对此类因素进行

拦截。一般情况下，计算机软件开发进程中将融合入

侵检测技术与循环网络、多层感知技术等各类新技术，

共同构成入侵检测神经网络系统，使神经网络检测功

能更具精准度，对风险的识别速度也更为迅速 [6]。

4.2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中

的应用

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应用软件在

开发过程后，入侵检测功能模块将更为完善，此项技

术主要应用于设置误用分析环节，使入侵检测系统更

为完善，并对用户操作行为实施跟踪监测。一旦用户

在作用软件时存在较大的数据差异，则说明存在入侵

行为，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在此时则可发挥自身作

用，采取相应措施，使软件能以健康稳定的方式继续

运行，避免不良因素的干扰，保障用户对软件的使用

体验。

例如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中的 NIDIS 技术，此

项技术可在入侵检测环节有效应用，所使用的方法是

新型统计计算方式，能对计算机软件中的各类异常操

作都进行检验，因而具备一定的综合性。在 NIDIS 系

统中，各类入侵场景编码一应俱全，同时也具备不同

的统计学方法，各类数据依托于日志总结用户日常行

为特点，并对此类特点实施汇总统计，最终形成模型。

各个权限用户的特征都能存储于模型中，同时在系统

中还可进一步设置监测用户行为的子系统，以此对应

用软件过程中的用户操作行为数据进行分析，并与前

期收集的各类用户习惯数据进行比较，在相同点大于

阈值时，则判定为存在入侵行为。此外也可使用安全

防护网络，以此优化软件并调整软件，使软件运行环

境更为安全 [7]。

4.3 人工智能的人工免疫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

中的应用

运行计算机应用软件离不开计算机网络，现阶段

我国计算机网络相对庞杂，其中数据规模相对较大，

使得计算机网络管理工作难度也相对较大，因而计算

机软件在运行时更易存在被入侵的风险，对软件数据

信息的安全性造成一定威胁，同时软件运行的流畅性

降低。被入侵后的软件易存在卡顿问题，更有甚者也

可能直接无法进一步操作。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工免疫

技术则可有效改善计算机软件对病毒的识别能力与杀

毒能力，以此保障用户在操作软件的过程中的流畅性，

使计算机软件各项功能受不利因素影响降到最低，提

升其运行效率，同时使信息数据能得到有效保护 [8]。

人工智能技术能使计算机软件在庞杂的互联网环

境中维持自身稳定性与安全性，同时能对入侵软件的

不利因素进行及时排查与杀毒，保护计算机软件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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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坏。人工智能的人工免疫技术在运行过程中涉及

三方面环节，分别为否定选择、克隆选择与基因库。

其中基因库能在计算机软件运行过程中分析入侵检测

的基因片段，以此提升软件识别病毒的能力，以便同

样的病毒再次出现时能得到更为精确且全面的识别。

尤其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下，各类病毒层出

不穷，入侵手段也更为丰富，对病毒与其入侵手段进

行及时研究能有效避免计算机软件被病毒入侵，提升

软件查杀病毒的能力，使软件的安全防护性能进一步

提升。

4.4 人工智能 Agent 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开发中的

应用

人工智能 Agent 技术是分布式人工智能领域在计

算机中的重要体现，此项技术能使各类任务处于自动

执行状态，依托于传感器感知计算机软件所处的环境，

从而以自身所处环境为依据做出相应反应。人工智能

Agent 技术能始终保持感知计算机软件所处环境的状

态，并以自身对软件所处环境的感知完成调节环节，

一般情况下，此项技术在计算机软件安全防御系统中

的应用范围相对广泛，针对各类影响计算机软件正常

运行的因素都能及时感知。在人工智能 Agent 技术感

知环节，近年来海内外已出现相关学者与专家对其实

施优化，使此项技术能具备更高的环境感知能力。处

于互联网空间中的 Agent 系统部署也由此得到了有效

优化。现阶段计算机软件运行环境中的安全隐患也不

断进化，因而时刻强化安全防护更是一项重要工作，

在开发软件的过程中需要对人工智能 Agent 进行充分

利用，以此识别安全隐患，提升计算机软件安全系数。

4.5 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软件网络安全系统中的应

用

在计算机技术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新时代中，计

算机软件运行为用户带来了一定便利之余，安全隐患

也相应有所提高。近年来对互联网安全造成威胁的因

素日渐增多，对计算机软件的运行功能也相应存在一

定破坏力，同时也能破坏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信息存

储功能，从而盗取计算机软件中的各项数据，无形中

降低用户对计算机软件的信任程度。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计算机软件开发进程后，互联网安全系统开发

也将相应更为安全，

在开发初期即可构建人工智能型防火墙，同时搭

建反入侵系统并构建智能垃圾处理系统，最终达到全

面提升计算机软件安全系数的目标，使软件中的各类

数据信息都能得到较高的安全保障，从而能为用户使

用软件提供更多便利，使软件中操作数据信息、储存

信息、检索信息等各个环节都能获得更具针对性的保

护，以此提升用户对计算机软件安全性能的信任程度。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在互联网信息安全系统

中进一步加强应用，以此确保计算机中的各类软件都

能在自身运行过程中与不利因素有效隔离，使用户在

使用软件过程中的每项行为都能被保护，最终保障计

算机软件的安全程度。

5 结语

综上所述，计算机应用软件是保障计算机有效运

行的一项重要因素，能为用户带来更多便利。在计算

机应用软件日渐发展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相应获

得了更大的应用范围，推进了计算机应用软件的优化

进程，尤其对于计算机应用软件的安全防护等方面，

人工智能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加

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力度，使其在计算机应用软

件中发挥更大作用，为计算机应用软件争取更大发展

前景，同时也为计算机用户提供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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