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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我对科学技术史的考察和理解：世上本没有科学，也没有技术；科学技术是在人类从“生物学意义
进化”阶段向“文明进化”阶段转变的时期才开始发生和逐步发展起来的.“生物学意义进化”的特征
是仅靠生物体自身各种器官功能的调整来增强它的能力，是一种“着眼体内”的进化。
人类的直立行走和手脚分工，就是这种进化的典型例子。
“文明进化”是“着眼体外”的进化，它的特征是利用外部世界的资源来增强自身的能力，这就是制
造和使用工具。
制造工具的原理就升华为科学，制造工具的经验和技巧就沉淀成为技术。
所以，科学和技术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不断得到发展，完全是为“增强人类能力”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
把它命名为科学技术的“辅人律”的缘故。
循此继进，可以进一步发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轨迹几乎总是按照“增强人类能力”这个需求展开的。
农业时代的发展主线是增强人类体质功能的材料科学技术和相应的基础科学，工业时代的发展主线是
增强人类体力功能的能量科学技术和相应的基础科学，信息时代的发展主线是增强人类智力功能的信
息科学技术和相应的基础科学。
这便是在“辅人律”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拟人律”。
既然科学技术的作用是“辅人”的，它的发展是“拟人”的，那么，科学技术和利用科学技术所制造
的工具就必然与它们的主人一一人类形成以人为主以机为辅的共生合作关系.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共生
律”。
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辅人律”、“拟人律”和“共生律”的启迪，处于21世纪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
，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的核心、前沿和制高点，就应当是“增强人的智力能力”。
显然，脑的研究是核心中的核心，前沿中的前沿，制高点中的制高点。
这是“脑”一类学术著作在整体上的重要性和意义。
脑，是迄今所处理的最为复杂的研究对象之一。
因此，脑科学的研究可以有很多切人点，如认识脑、模拟脑、保护脑、开发脑、利用脑。
认识是基础，模拟是手段，保护、开发和利用是目的；但是，通过模拟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脑，从而
更好地达到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目的。
因此，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一个和谐的研究体系。
《多中枢自协调拟人脑研究及应用》一书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韩力群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
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涂序彦教授的指导下，对脑科学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发现关于脑的局部结构的分析和模拟研究比较多，整体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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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国内外关于脑模型与智能机已有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在脑科学、神经科学等新进展、新成果的
启发下，从生物控制论和大系统控制论的观点出发，应用大系统结构分析方法，对人脑的全局脑结构
、整体脑功能进行体系结构分析，突出信息处理的智能特性，淡化信息处理的生理特性，从而提出模
拟人脑结构和功能的“多中枢自协调拟人脑”的总体方案。
提出用感知中枢、思维中枢和行为中枢实现拟人的感知智能、思维智能和行为智能，并给出三种中枢
的建模、调控与实现方案。
采用大系统协调控制方法实现人工左右脑自协调以及多中枢的自协调，并给出拟人脑思维中枢和人工
胼胝体的左右脑协调方案与实现技术。
同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多中枢自协调拟人脑”研究成果在烤烟烟叶分级、软件人情感控制模型、农
业机械视觉导航等系统中的应用。
    本书可供从事智能科学与技术、信息科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学等研究
领域的研究者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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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3章 多中枢自协调拟脑研究的总体方案由于长期的生物进化、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的结果，
在地球上已知的生物群体中，“人为万物之灵”，而“灵”的核心是人具有思维与智能。
尽管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尚未揭示思维与智能的全部奧秘，但脑的解剖学和神经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已为拟脑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示和灵感。
面对人脑这种高度复杂精妙的生物原型，任何一种单一的神经网络模型或单一的传统人工智能技术都
难以提供有效的拟脑方案，需要多学科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综合集成。
本章在博士学位论文等前期研究工作基础上，应用大系统控制论的结构分析方法，从生物控制论的角
度对人体神经系统进行体系结构分析，提出一种多中枢自协调的拟脑智能系统构建方案。
3.1 拟脑智能系统构建方案目前面向工程应用的拟人脑研究中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1）脑科学研究已
经提供了关于脑的总体工作原理的四项重要研究成果，但脑科学的研究成果远未在系统层次上揭示脑
的奥秘。
一方面，长期以来拟人脑研究是在对其生物原型的了解不十分透彻的基础上开展的；另一方面，现有
的人工脑模型对已有的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借鉴不足。
2）国内外关于拟人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人们对于拟人脑模型的构建正在从硬件和软件
两方面来推进。
进化硬件是一个新的思路，即电子设备中元件之间的物理连接可以按照某种遗传算法进行自我更新。
然而，硬件的进化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进化的硬件在目前尚处于开发的初期阶段.3）软件方面
的关键是智能技术，传统人工智能技术的推理功能较强，擅长模拟左脑的逻辑思维功能，但欠缺学习
及联想能力，难以模仿右脑的模糊处理功能和整个大脑的并行化处理功能。
人工神经网络是基于对人脑组织结构、活动机制的初步认识而构件的一种新型信息处理体系，通过模
仿脑神经系统的组织结构以及某些活动机理，人工神经网络可呈现出入脑右脑的一些基本特性。
然而，无论是推理机、认知机、感知机还是细胞自动机等，都是某种初级的局部拟人脑模型，一般只
能模拟某种简单的思维功能，其“智能”水平十分有限。
面对人脑这种高度复杂精妙的研究对象，任何一种单一的神经网络模型或单一的传统人工智能技术都
难以提供有效的方案，需要多种智能技术的综合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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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多中枢自协调拟人脑智能系统研究及应用”的基础上，根据涂序彦先生
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总结自己相关科研工作成果撰写而成。
2002年春天，我有幸师从涂序彦教授，成为北京理工大学“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专业的博士生，开
始从事“拟脑”研究工作.在研读脑科学的国内外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写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到
：认识人脑和建立拟人脑的智能系统，既是意义重大、非常诱人的科研课题，又是难度很大、浩如沧
海的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合理的技术路线。
涂先生在《生物控制论》、《大系统控制论》、《智能管理》等著作中阐明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
为我的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应用“大系统控制论”的结构分析方法，从“生物控制论”的观点出发，对人脑和神经系统进行
体系结构分析，从而提出了“多中枢自协调的拟人脑智能系统”的研究与构建方案。
“人脑奧秘、情智本源”的探索和研究是“识脑”和“拟脑”的共同目标，这是艰巨崎岖、充满挑战
、从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逼近的漫长征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拟脑”研究开发中，各学科之间
正在加强合作，如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相互交流；人工智能领域各学派取长补短，各种方法技术相互
结合.我们相信，人类各研究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将综合集成，向“识脑”和“拟脑”的共同目标不断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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