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研究究开开发发可可对对应应知知识识社社会会的的系系统统  
计算机的外围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的时代正在结束。今后如何从浩瀚的知识与 

信息的海洋中顺利找出、解析并应用有意义的数据将会成为一个重要课题。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变革

的战略性资源，知识社会的时代已经来临。 

    该研究室从事与这种知识社会相应的各种研究，开发发现、创造知识及价值的系统。 

ee--lleeaarrnniinngg 系系统统  
大部分 e-learning 系统还处在只给学习人员看学习内容的时候，植野副教授就在世界上率先创造 

了全新的「SAMURAI」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用来授课，而是聚焦在学习这件事上。SAMURAI 是 

自然诱导、管理学习的具有革新性的智能 LMS（学习管理系统）。 

具体来讲就是 SAMURAI 的学习代理人能够掌握现有学习人员的成绩及倾向等信息，参考以前具

有相似特性的学习人员学习的履历数据，自动提供符合现有学习人员的信息，让现有学习人员能够用

更切身的方法来学习。这套系统是在履历数据中记录学习方法、学习过程直至最终的就业单位，能够

考虑到学习人员的目标、升学（就业）意向，并据此指导其学习。 

并且 SAMURAI 系统带有 SNS 功能，可以让学习人员之间相互交流，从他们的相互交流中能够

相互指导更好的学习方法，这些信息都会积累起来作为履历数据。因此学习人员的数量增加得越多，

就越能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学习方法，进而成为能维护学习人员关系的具有发展性的系统。 

ee--tteessttiinngg 系系统统  
在编制测试学习能力及成果的试题时，很难多次编制出水平相同的试题，并且每次要保持相同的

难易度和尺度，在不同的考试中也要以相同的尺度测试学员的能力，编制这样的试题是相当困难的。 

该研究室的 e-testing 系统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能以同一尺度编制出不同的试题。这套系统是采

用被称为自适应测试的方法来实现的，它是用融合了统计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的系统来推

断考题的参数（变量），在观察考试人员的反应的同时给出每次测试精度较高的试题。 

贝贝叶叶斯斯网网络络  
如开头所述，如何有效地解析、利用大量数据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以前的数据挖掘法的数 

据推理还有些含糊不清。 

植野副教授研究的贝叶斯网络是用来进行正确预测的最佳数理模型。这种网络具有网络结构的机

制，它是用箭头链接（有向图）、显示各参数的因果特点，根据被定义的条件概率，从图表中选出在数 

 

学上最正确的模型来正确预测每一个关联性。该研究室以推理算法为核心来研究这种贝叶斯网络。 

 

 

研研究究业业绩绩持持续续引引领领国国内内外外学学会会和和同同业业界界  
由于该研究室快速致力于先进问题的研究，

所以取得了引领国内外学会和同业界的丰富成

果。 

ee--lleeaarrnniinngg 系系统统  
e-learning 的研究是从还没有 e-learning

这种叫法的时候开始的。这套系统于 2004 年被

作为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改革政策支柱的「现代

教育需求对策支援项目」所采用。在世界最大规

模的 e-learning 国际学会中，「SAMURAI」的

研究于 2004 年、2005 年、2008年获得论文奖，

还从近 800篇论文中获得最佳论文奖。在日本也

于 2005年被教育系统信息学会授予优秀奖。 

ee--tteessttiinngg 系系统统  
在 e-testing 领域，他们还协助 ISO 的国际

标准化，进而也策划了 JIS 规格。并且在日本最

大的国家考试机构 IPA（信息处理推进机构）举

办的「 IT 护照考试」中采用了他们研究的

e-testing 系统。 

这种方法被称为 CBT（Computer Based  

Testing）方法，能够利用计算机随时进行考试。

另外招聘中心的人事测评项目（适应性检查）

「SPI」的搜索引擎也采用了他们的技术。 

贝贝叶叶斯斯网网络络  
在贝叶斯网络领域，1994 年赫克曼（D. 

Heckerman）发表的学习评分曾是目前为止最优

秀的理论，但 2011 年被植野副教授发表的理论

所取代。目前该研究室拥有世界最高性能、最快

的贝叶斯网络。他们已经应用该理论与招聘中心共同研究「I SIZE」。这是使用 Web网站的网页和履

历，为会员提供最佳信息的报务。他们是采用近似于贝叶斯网络算法的系统来完成推理机的开发。 

 

 

利利用用最最高高性性能能的的贝贝叶叶斯斯网网络络开开发发推推理理机机，，希希望望将将其其实实用用化化，，嵌嵌入入到到网网络络到到各各种种智智能能服服务务中中  
该研究室时常不忘钻研并掌握谁也不能模仿的技术，用这种技术将发现有需求的东西特殊化。当

然他们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几乎没有教材这类书箱，所以研究过程也非常辛苦。他们从事这种研究人员

较少的贝叶斯网络的研究，利用他们拥有的世界最高性能、最快的贝叶斯网络，希望能够开发出推理

机，并希望将其嵌入到互联网上的各种智能服务中，实现它的实用化。 

希希望望用用贝贝叶叶斯斯网网络络的的推推理理技技术术来来研研究究生生命命科科学学  
    目前植野副教授研究的内容都是自己在学生时代所学知识的延伸。今后他希望研究出身社会后所

学到的知识，这就是生命科学。有益于社会的冲击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能够

使用贝叶斯网络的推理技术来开发探明生命之谜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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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能够对应知识社会的系统 
 
AI，e-testing，e-learning，SAMURAI，SVM，
Web 推荐系统，Web 挖掘，自适应测试，专家系
统，教育工学，协同过滤，图形化建模，人工智能，
人才开发的方法，知识挖掘，知识管理，智能 LMS，
智能学习辅助系统，文本挖掘，测试理论，数据解
析系统，数据挖掘，贝叶斯网络，辅导，用户建模，
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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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势 

未来展望 

所属专业 研究生院信息系统学研究科 社会智能信息学专业 

研究成员 植野 真臣 教授 

所属学会 日本行动计量学会，日本教育工学会，教育系统信息学会，电子信息

通信学会，统计学会，日本测试学会，人工智能学会 

研究设备 48 核高速刀片服务器，FPGA/DSP 信号处理板，高速示波器，数字

调制信号发生装臵，无线 LAN 协议解析软件 

 

原创贝叶斯网络软件 Bayesian Discovery 

大量数据的 Web 推荐系统  招聘 ISIZE 系统（产学合作） 

http://www.ai.is.uec.ac.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