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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篇是钱学森对于思维科学理论体系、研究道路的全面论述；第二篇是钱学森关于思维科
学的通信，与一些学者讨论了思维科学中的主要问题，重点讨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
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大成智慧等新思想；第三篇是部分学者对思维科学若干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有助于深入了解思维科学。

　　本书是关于思维科学的著作，适合于想学习、探讨思维科学的读者，可供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
干部、教师、大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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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一章 倡导思维科学 1．1 电子计算机是不是技术革命？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没有第二项技术革命呢？
我们分析，电子计算机似乎也是一项技术革命。
为什么电子计算机值得作为技术革命来提出呢？
前面已经提到一点，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归根到底是物理和数学；也说到化学作为应用物理的
一门学问，出现了所谓计算化学，就是不用试验而是用电子计算机作为研究化学的手段。
计算机还用来解决空气动力学问题。
比如飞机、导弹、火箭在天空中飞，很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它们在空气中运动时，空气和飞机、导弹、
火箭有什么相互作用，如气流对飞行器的作用力有多大，气流与飞行器之间发生高速摩擦时对飞行器
的加热作用有多大，等等，这个在过去都是靠所谓风洞来解决的。
所谓风洞，就是把飞行器模型放在一个管道那里不动，然后用风扇、鼓风机、压气机把风吹过去，测
量模型受了多大的作用。
这是很好的办法。
但是现在随着飞行器的不断发展，对风洞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模拟一般的飞机在空气中运动，如果
像我们民航机每小时七八百公里，折合下来，每秒钟200多米，这还好办，然而现在要搞超音速的飞机
，速度大得多了，若是导弹，速度就更高了。
声速是每秒300多米，导弹，特别是远程导弹，它重新进人大气层时的速度，是每秒7公里，是声速
的20多倍，这时你要用原来的风洞就难办了，就得建设性能越来越高的风洞。
不仅如此，随着飞行器性能不断提高，研制一种飞行器所需进行的风洞实验时间也急剧增长了，例如
，对一种30年代的老式飞机，大约是100小时，而对一种现代大型旅客机，就需要10000小时。
这些问题对风洞的要求就越来越尖锐了。
正好这时候电子计算机出现了，所以现在就在研究不用风洞吹风，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当然，这需要
计算能力很大的电子计算机。
刚才说的要把化学算出来，那也要能力很大的计算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断地在研制计算能力越来
越大的电子计算机的理由，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不够，要每秒钟运算1000万次的，现在正在努力做
；1000万次的还不够，还要做每秒钟运算1亿次的；这还没有到头，照需要来讲，每秒100亿次、10000
亿次的都要，而且现在来看，做这样的计算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是从高速计算方面来看电子计算机和科学发展的关系。
 另外方面，小一点的计算机，比如每秒钟运算几十万次到100万次的计算机，制造不太难，用于生产
过程的控制，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过程自动化。
不但如此，许多管理工作也可以用电子计算机来解决。
现在我们国家计委一些生产统计报表就是用电子计算机来算的。
计委大楼里有电子计算机，而且国家计委在建设一个全国的管理生产的电子计算机网，就是把各地区
的生产情况，先送到地区的电子计算机，把它整理好了统计素材，然后再送到北京计委大楼里面的那
个电子计算机，进行全面综合、归纳、统计。
这个网正在建。
即使这些仅是电子计算机的初步运用，那也解决了很大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

编辑推荐

《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是思维科学的经典著作，适合于一切想学习、探讨思维科学的读者，对科研
与工程技术人员、干部、教师、大学生都具有指导意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钱学森思维科学思想>>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