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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人工智能逐步渗透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人脸

识别、智能交互等都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成果。在多个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展示出自身的优势，面对电子信息技术的进步

与发展，让人工智能技术合理渗透，可以突出两种技术的共

同价值，使多种行业的发展得以有效地推动 [1]。

2 人工智能与电子信息技术

2.1 人工智能

在人工智能的内涵层面分析，人工智能让机器拥有了人的

思想，对于人类的多种行为加以模仿，以此实现多样化的智能

操作。可见，人工智能技术具体运用的时候，应该灵活分析涉

及到的多种学科知识，如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哲学等，方便正

确辨别人工智能对人类行为的模仿及超越。人工智能彰显出多

变性、高效性以及动态化等特点，促使着电子信息技术趋向完善，

为电子信息技术的长远进步和应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效果 [2]。

2.2 电子信息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多是依靠于互联网的作用，实现和

多种行业的密切结合，彰显出自身的优势及价值。在经济飞

速发展的进程中，科学技术水平上升至新的高度，使得电子

信息技术渗透至多个领域，涉及了多种学科，如临床医学和

心理学等。又如设计某件产品的过程中，智能化技术以及相

应的电子技术结合起来，具体的产物便是超前思维模式下的

产物，其中融入了科技的魅力以及人类思想结晶。现代信息

社会中，电子信息技术成为了当前各个国家的基础学科，其

在多种领域的实际应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3 人工智能在电子信息技术中的应用价值

3.1 及时准确地处理信息

人工智能最为关键的功能之一便是对数据的科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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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高效性以及准确性等优势。计算机使用的过程中，由

于工作要求需要储存大量的信息时，合理运用传统手段将无

法保证基本效率，甚至会耗费较多的时间和人力，也会产生

多种多样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工作成果。人工智能技术的有

效使用，让信息处理的基本效率和质量明显提升，科学地弥

补了传统电子信息技术独立使用的弊端，在处理工作的时候，

相应的工作模式趋向完善。现今社会，人们对于信息提出了

多元化诉求，速度也面临着更为严格的标准，应该做出合理

的判断，规避不利因素的干扰。科学使用人工智能，对于提

升整体的水平具有积极的影响。

3.2 具备着相应的学习能力

电子信息技术中涵盖着多种多样的电子数据资源，还有

些低层次数据信息以及相应概念，应该对其充分利用起来，

展开深入的研究及分析，使得更多的人普遍接受并认可，扩

大对应的影响范围。人工智能能够妥善地解决实际的问题，

对于电子信息技术运用了非线性思维方式，通过模拟人类的

思维，展示出人性化的基本特征。人工智能还可通过控制运

算的过程，展示出极快的速度，从最大限度上节省资源，降

低计算的成本，实现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人工智能和电子

信息技术完美结合，真正的在优势互补中共同前进 [3]。

4 人工智能在电子信息技术中的应用实践

人工智能凭借着自身的优势，受到了各个国家的关注，

同时其跻身于各大领域，充分展现着自身价值，特别是与电

子信息技术的结合，为新时代产物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属于新的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趋势。

4.1 合理维护信息的安全

对于电子信息技术而言，安全问题尤为重要，若是出现

安全问题，将会酿成严重后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应该

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如黑客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损害电

脑程序，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下载软件的过程中，如果缺少

正确认识，势必给病毒创造可乘之机，导致计算机系统受到

威胁。应该积极利用好人工智能，提升网络信息安全系数，

避免系统受到侵犯。人工智能可以清楚地辨别威胁信息的安

全种类，及时采取应对方案，以免影响态势持续扩大，构建

起绿色健康的网络空间，降低网络安全的基本维护成本。

4.2 合理采集相关分析数据

分析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展示出电子信息技术的基本功

能，借助于深入挖掘的方式，将信息资源的优势充分体现出

来。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发展，信息的容量日渐庞大，多样性

和变化快等特征明显，传统数据采集以及方式无法满足具体

的需求，甚至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4]。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

让这种问题迎刃而解，其可以快速的对数据加以分类，同时

鉴别出信息的实际价值，体现出极强的目的性，让人们获取

便利条件。在纷繁信息逐步增多的同时，应该利用好人工智

能技术，及时提炼出富有价值的内容，彰显出人工智能的基

本作用，提升任务完成的效率。数据的深入挖掘中，还能获

取更多的新东西，经过适当整合和处理，对其进行有效运用。

4.3 实现软硬件的有效升级

电子信息技术具体应用的时候，为了让功能充分地彰显

出来，应该对软硬件升级改进，确保技术先进性更加到位。

人工智能现已被广泛运用至电子信息技术的软硬件升级中，

基本成效明显。例如，运用手机和电脑浏览信息资源的时候，

某个软件需要升级，系统便会自动提醒，用户一般是依据自

身的需求进行选择，这种功能展示出一些优势之处。升级主

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可以适当节省相应空间，保

证系统运行速度稳步的提高，使用起来更为便捷，避免产生

卡顿等异常问题。升级也是性能的逐步优化，适当地弥补自

身的缺陷，让其逐步完善起来，用户们便能够体会到更明显

的技术价值。

4.4 促使网络资源完整共享

人工智能和电子信息技术的结合，让资源的完整共享成

为可能，用户们可以运用搜索的方式，及时地获取信息资源，

真正地满足自身的实际所需。资源的针对性明显，如在搜索

行业信息的时候，会将附带信息呈现出来，方便用户们自行

查阅。人工智能利用了网络波动以及资源共享的渠道，通过

相对畅通的方式，为自行切换下载的模式，提供了较为优良

的用户服务 [5]。资源种类繁多，实际的内容体系庞大，可以

迎合不同受众群体的实际需要，其中涵盖着多个职业、领域

以及学科等，资源共享也让运用程度明显提升，增强了电子

信息技术的基本功能，对于妥善地处理实际的问题有着较大

的帮助。

5 结语

当前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人工智能优势也展

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将二者有序结合，促使着人工智能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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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到位，电子信息技术也可逐步升级与改造，呈现出合理、

稳定的发展状态。后续的工作中，还将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

研究力度，使其更好为多个行业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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