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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弈的原意便是下棋"博弈论的概念也源于棋类游戏"而博弈论 的 现 有 成 果 还 难 以 描 述 和 处 理 棋 牌 游 戏 这

一类复杂的动态过程&为此"在分析棋牌游戏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它们属于离散事件的动态过程#在阐述离散 事 件 动

态系统$2324%特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应用2324的有关理论为象棋博弈过程建模"并提出了事件对策的概念与形式

框架"探讨了事件对策理论在战争模拟中的应用"为迅速发展的机器博弈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理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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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引!!言

!!博弈论是研究利益相互制约的双方策略选择的

理性行为及相应结局&又称对策论&游戏论&系统的

博弈论研究是从研究国际象棋开始的&冯(诺依曼

通过对二人零和一类博弈游戏的分析&提出了极大

极小值定理).*&这是博弈论产生的第.个里程碑&如
今&博弈论已广泛运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
治学等各类社会科学&并对进化生物学和计算科学

等自然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象棋’围棋等一类博弈游戏&是非合作博弈中典

型的 完 全 信 息 二 人 零 和 有 限 博 弈&T=?L=%$定 理 早

已证明这种博弈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但按照现

有的博弈论理论却无法求出其均衡解&棋牌类博弈

过程是典 型 的 离 散 事 件 动 态 系 统#2324%&如 何 用

形式化模型来描述这一过程&如何通过优化技术来

遴选合适+着法,&在国内外尚属空白&本文通过对棋

牌类游戏的分析&结合离散事件动态系统以及对策

论的相关概念&提出了事件对策的概念与框架&它不

仅是博弈论新的分支&同时对于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也是一种新的发展&对于解决离散的动态博弈问题&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了透彻分析棋牌游戏的系统属性&本文从对

比的角度阐述了2324的特点与方法&指明棋牌游

戏属于2324&提出了事件对策的概念与形式框架&
并应用于象棋博弈过程的建模"然后探讨了事件对

策理论在战争模拟中的应用"最后简单地给出了这

一方向的研究前景&

5!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564!7879与!:79的对比

在传统的系统与控制理论领域中&主要研究对

象限于一类本质上属于物理世界范畴的连续变量动

态 系 统 &简 称 为 I#24#I$9;<9*$*:#A?<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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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9与7879的主要区别

比较项目 I#24 2324

系统状态变量 连续 离散

驱动系统演化的变量 时间 事件

系统演化规律 各种自然定律 各种人为规律

系统的描述 微分方程!差分方程!传递函数等 6=;?<网!有限自动机!事件图!极大极小代数等

系统的求解 计算传递函数!求解状态方程 模型迭代!符号运算!计算机仿真!状态空间搜索

稳定概念 系统状态与输出的有界性与收敛性 资源内部积累的有界性及运行的周期性

求解难点 模型的非线性!时变性与不确定性 模型和运算的复杂性"组合爆炸

控制内容 物理参数与化学指标等 时间!节奏!路径等

控制方式 调整各种物理!化学参数设定点 调整调度规则"限制可控事件发生

信息类型 数字量!开关量 字符串!逻辑量!网络图!数字量

性能指标 稳态精度!响应特性!综合指标 设备利用率!平均队长!平均服务与等待时间!系统产出率等

2+9AL<@4+:;=L#&而 离 散 事 件 动 态 系 统 是 区 别 于

I#24的另一类系统"简称2324&2324由离散事

件驱动"是本质离散的状态与事件按照一定的运行

规则相互作用"进而导致系统状态不断演化的一类

动态系统$U%&实际的2324大多属于人造系统的范

畴"不管是系统的运行机制还是系统的研究方法"都
与I#24有着重要的区别"详见表.&
565!7879的建模和主要研究方法

在2324的研究中"常将2324的模型和分析

方法区分为U个基本层次"即逻辑层次!代数层次和

统计性能层 次$U%&2324的 逻 辑 层 次 着 眼 于 在 逻 辑

时间层面上 研 究2324中 时 间 和 状 态 的 符 号 序 列

关系&2324的代 数 层 次 着 眼 于 在 物 理 时 间 层 次 上

研究2324的代数 特 性 和 运 动 过 程&2324的 统 计

性能 层 次 着 眼 于 在 性 能 层 面 上 研 究 随 机 情 况 下

2324的各种平均 性 能 及 其 优 化&尽 管 这U个 层 次

模型所面对的 都 是2324"但 由 于 研 究 侧 重 点 和 描

述手段不同"目前看来还不具备相互取代的前景"将
会长期共存并组成2324的模型体系"以适应不同

的研究问题和研究目标$U%&
对于离散事件动态系统的建模和分析"由于所

采用的数学工具不同"现今已形成了多种方法&其中

较为重要和应用较多的方法有排队网络方法!摄动

分 析 方 法!有 限 自 动 机’形 式 语 言 方 法!佩 特 里 网

表5!7879建模和分析方法的分类

层次划分 可时序化 不可时序化

逻辑层次
有限自动机’形成语言方法

佩特里网方法

代数层次 极大极小代数方法

性能层次 排队网络方法

摄动分析方法

仿真方法

(6=;?<’=;#方法!极大极小代数方法!有限递归过程

方法!通信序贯过程方法和离散事件系统仿真方法

等&对于上述方法"可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以适应

不同层面和不同类型的问题&表!列出了U种层次

的分类方式$0%&

;!棋牌游戏分析

;&4!棋牌游戏的基本特点

棋牌类游戏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游戏

形式"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棋牌类游戏都具有

确定和简明的游戏规则"规定游戏如何开始!进行!
结束等&!#游戏中的每个参与者(局中人#应有不止

一个策略(行动方案#可供选择"局中人的策略选择

直接影响游戏结果&U#游戏结束时其结果经常表示

为某种利益(物质的或精神的#的分配"这决定了棋

牌类游戏具有很强的博弈色彩"任何参与者都想争

个高下&0#在对局中"对弈者的经验显得非常重要"
对局者可根据棋局的状态推测出对方的目的&V#丰

富多彩的游戏中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内容"例如记数!
机会!策略和变形等"而这些内容往往又与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某些问题相似或相关联"从而引起了人们

的兴趣&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棋牌类游戏一般可分为两

大类"一类如象棋!围棋等游戏是具有完全信息的博

弈"即在博弈的每一时刻"局中人完全知道自己和对

手在这一时刻以前所采用的策略"也能确定这一时

刻以后对手可能选择的对策有哪些&另一类如扑克

和麻将等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博弈&前一种博弈的求

解(寻找最优策略#一般与概率论无关"而后一种博

弈的求解是与概率论密切相关的&
需要说明的是"除单人和个别少数游戏外"其他

均为动态博弈"即局中人的决策或行动是按照规则

有先后顺序的&另外"由二人参与的游戏"都可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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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人零和博弈!V"&
;&5!棋牌游戏的系统属性分析

棋牌游戏系统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局面和着

法&着法是驱动棋牌游戏系统状态演变的基本因素&
局面的状态都发生在离散时间点#即在着法给出时

局面才能发生跃变#其他时刻则保持不变#并且在空

间中具有一种不连续的固有属性&着法的变化域和

局面的状态空间也都具有离散性&基于以上因素#有
理由认为棋牌类游戏系统属于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着法即为触发2324状态变化的事件&

<!事件对策系统研究

<&4!现有博弈论的局限性分析

纵观目前博弈论研究的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

完全信息和非完全信息的一步对策中#尚都属于静

态对策范畴#如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性别战等!,"&对
于棋牌类游戏等动态过程如何用形式化模型描述#
如何通 过 某 种 规 范 化 技 术 来 寻 求 其 最 优 解%近 优

解&#是博弈理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

象棋$围棋博弈等大策略集博弈问题#按照现有的博

弈理论#对每个参与者的策略集进行遍历性的搜索

和比较#纳什均衡解是很难求出的#甚至是求不出来

的!""&所以#如何在大策略集中寻找最优解的技术和

方法#将是博弈理论需要发展的重要方向&
<&5!事件对策系统的基本特点及组成要素

事件对策系统是指一类具有两个非合作的智能

主体的离散事件动态决策过程&事件对策系统一般

都具有以下特点’首先#事件对策系统的状态值在离

散时间点上发生变化#系统状态的变化是由事件驱

动的#其他时刻保持不变(其次#事件是构成事件对

策系统的主体#事件集是由多个%一般为两个&决策

者相互制约的决策过程构成的&另外#事件对策系统

分析的目的在于#如何在)策略相互制约*的局势中

寻找到每个智能主体的最佳策略%行动&#使得在这

一系列事件驱动下#系统达到的状态能够让每个智

能主体都能获得尽可能大的盈利 %或减少最大的损

失&!1"&
基于这些特点#一个事件对策系统4可定义为

一个"元组!/"

49 %:#;#!#<#"#=(#>&? %.&
其中’:表示对策参与者集合#:9 +:.#:!,#:. 和

:! 均为 理 智 而 能 动 的 决 策 者#他 们 总 是 在 相 机 行

事#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根据系统状态选择自

己的策略%行动&(;表示系统的有限状态集合(!由

双方的策略%行动&有限子集合构成#!9 +!.#!!,#
它是状态;的函数(<为博弈规则#给出参与者的

行动顺序$时 限$信 息 披 露 的 内 容 与 方 式 等 博 弈 规

则("为状态转移函数#表示在参与者行动事件的作

用下状态演化规律#故有;@!";(=( 为系统的初

始状态#显然=( #;(>为参与者的收益集#它与系

统当前的状态=A 相关联#故有

>%=A&9 +>.%=A&#>!%=A&,? %!&

<?;! 中国象棋系统分析

中国象棋作为棋类游戏的代表#自然属于离散

事件动态系统?根据事件对策理论#不难分析中国象

棋的对应元素和动态模型!.("?
:.#:! 分别代表红方和黑方#他 们 总 是 在 相 机

行事#根 据 棋 局 状 态=A 选 择 自 己 当 前 的 策 略%着

法&#AB.(状态集合;中包含了中国象棋所有有效的

局面#虽然这一数目非常庞大#估计为.(V!#但仍然

是有限的(!.#!! 分别为红黑双方的可能着法集合#
它是棋局状态的函数#如#AB.9C%=A&(<规定了)红
先黑后#轮流走棋*#属于完美知识博弈(状态转移函

数"表示随着着法%提0动0落0吃&#AB. 而使系统状

态演化为=AB.%见图.&(=( 为初始局面(>为红黑双

方的 收 益#它 对 应 于 审 局 函 数 值#故 有>%=A&9
+>.%=A&#>!%=A&,#最终表现为胜$和$负?

图4! 象棋博弈状态演化过程图

中国象棋博弈过程的状态方程

=AB. 9=A-#AB.#=( 9=%(&( %U&

=> 9=(-#.-#!-.-#> 9=(-!D? %0&
式中=> 为终局#或红胜#或黑胜#或和棋?显然#着法

序列!D 9+#.#!.#>,便是记载博弈过程的棋谱#其
中奇数项序列!D. 9 +#.#U.,为红方系列着法#而

偶数项序列!D! 9 +#!#0.,便是黑方的系列着法?

=!事件对策理论应用探讨

!!事件对策理论来源于棋牌游戏#立足于博弈论

以及控制理论中的离散事件动态系统&
象棋是战争的模拟#既然事件对策理论可以描

述象棋的博弈过程#那么就有理由应用于战争模型

的表述$分析和仿真中&
可以将机动性好$杀伤力大的)车*比作空军(将

八面威风但活动范围受限的)马*比作海军(将在一

定射程之外才具有杀伤力的)炮*比作炮兵和导弹部

队(将人数众多但推进速度迟缓$在攻占城池时才显

强大威力的)兵*$)卒*比作步兵(无法进入对方领地

的)象%相&*比作空防部队(始终守护在首长身边的

)士*应该是警卫部队()将*$)帅*作为最高统帅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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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价之宝和保护重点&这些比喻尽管有些牵强!但
就其结构"机制与谋略等很有相似之处#..$&

当然!战争绝对不象下棋那样简单!棋盘要大得

多!兵种和同兵种的战斗单元要多得多&一次行动可

能是多个战斗单元的同时行动!而且是随机过程!而
不是确定性系统%强调单元&人’的能动作用%只能提

供非完整信 息!许 多 情 况 是 未 知 的!需 要 估 计 和 观

测!需要建立统计模型!研究可靠性和置信度等&然

而共同点还是主要和基本的&两军对垒!排兵布阵!
努力杀伤对方有生力量!进而攻城拔寨&二者都属于

动态博弈!因 为 对 抗 不 是 一 次 完 成 的%情 况 千 变 万

化!非常复杂!导致博弈树十分庞大%两军拼杀你死

我活!展开 的 都 是(变 性)博 弈 树!需 要 PAMP<9搜

索和$0%剪枝&因 此!无 论 在 战 争 模 拟 和 军 事 仿 真!
还是在实战指挥过程中!都可以应用事件对策理论

和象棋博弈的研究成果***搜索(最佳路径)和(最

佳着法)&既然象棋可以由计算机博弈到人类(英才)
的水平!那么战争就可以让计算机参与决策&

博弈问题无所不在!小到孩童的游戏与争论!大
到商家的谈判与竞争!直到国家的外交与各种突发

事件的处理!认真思考都会找到事件对策理论的应

用场合&当然!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就不会那

样简洁地表达和解决&正是不断面对各种鲜活的实

际问题!才能不断发展事件对策的相关理论!取得更

为实际的应用成果&

>!结!!语

!!事件对策系统的存在是客观的!事件对策的提

出则是对一类棋牌游戏博弈问题深化认识和应用离

散事件动态系统理论的结果&
微分对策的出现就是将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一些

概念"原理与方法引入博弈论中!形成一个分支!并

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事件对策论无疑是博弈论

的一个新分支!事件对策理论的引入对于博弈论也

是一个新的发展&目前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事

件对策那什均衡的存在性证明与求解方法!大策略

集问题求解算法复杂性问题&面临应用问题时就更

需要理论的不断补充和完善&
通过棋牌游戏计算机博弈的研究!可以将其中

的分析技术和求解方法应用于事件对策系统中&因

此!机器博弈活动的开展为事件对策理论的发展创

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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