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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自组织理论为新工具，在整合生物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结构特征尺度外推为核心的“统合生
物学”，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生物学框架体系：扩充原有生物系统谱的等级层次，提出等级层次
系统的二级结构，从而把从分子到全球的所有层次的系统放在一个周期表中。
基于生物系统周期表发现了两个新层次系统：①城市与周边控制区域已经偶合为“城核生态系统”，
包含有生态核、生态器和生态质；②原来属于集合性质的生物圈概念提升到全球系统，发展Gaia假说
为全球系统内稳态调节机制，使其具有生物学的机制支持。
书中还对生物学和生态学的一些问题和概念进行了质疑和梳理，目标是提出一个可推理的逻辑体系。
　　本书还仅仅是一个纲要，不追求体系的完整，我们将目前能够理出的问题和小块的假说理论先展
示出来，以便更多的同行能够共同思考，发展生物学的新理论。
　　在应用方面，本书是一本生态仿生学的入门书。
例如，城核生态系统理论有助于政府和规划机构在经济一生态规划和管理中将城乡一体安排，参考生
物学过程所遵循的经济规律，合理布局各产业的数量和空间格局，构建最优的循环经济结构。
　　本书适合于生态学、理论生物学、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经济学及城市规划等专业的研究工作者、
研究生和大学高年级学生，也可为政府决策、管理部门和规划设计院所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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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最宏观的整合与统合——生物系统周期表　引言：从元素周期表到生物系统周期表　1　等级
层次理论和生物系统谱　　1.1　等级层次系统理论　　1.2　生物系统谱中的难题　　1.3　生命系统
大统一的数理基础——等级层次自组织系统理论　2　等级层次生命系统的螺旋上升——生物系统谱
的二级结构　　2.1　同族系统之间的共同性　　2.2　同族系统之间的差异性　　2.3　生物系统谱一
级结构的意义　3　对已有生物系统等级层次的重新认识——基于生物系统周期表　　3.1　隐没的群
落　　3.2　“景观系统”不是一个等级层次，而是为研究方便临时划分的单位　4　根据生物系统周
期表对新等级层次系统的预测　　4.1　等级层次生物系统最晚近的自组织升级事件——人类的全球化
与全球系统的形成　　4.2　人的主导地位加强——城核系统凸显　　4.3　“自然”生态系统的归属　
　4.4　城核系统形成的机制——聚集内生分化　　4.5　更进一步的推演——不断增加环节的生物系统
谱　5　完整的生物系统周期表　6　生命系统自组织升级过程　7　生物系统周期表更进一步外推到非
生物世界　8　宇宙中惊人的同一性——生物系统周期表在研究方法论上的意义　小结：最宏观的生
物学第2章　统合生物学的哲学原理　引言：生态学理论和思维方式都需要范式和数理工具　1　统合
生物学的理论基础　　1.1　生物系统是自组织系统　　1.2　自组织系统的功能可以整合，而结构之间
要统合　　1.3　临界问题　　1.4　人类文因的发育成熟是生命进化史上的第三次飞跃　2　生物系统
的基本方面　　2.1　各层次的完全系统都是个体——超有机体的争论可以终结了　　2.2　哪些是生物
系统的组分，哪些是生物系统的环境？
　　2.3　生物系统一般意义上的结构和过程　　2.4　我们常说的生物系统功能往往是生物系统的过程
　　2.5　小尺度系统的边界未必比大尺度系统更清晰　　2.6　一个完全系统只有发育而没有进化，同
形系统才有进化　　2.7　超个体、亚个体与亚种群——构件系统结构的特异性　3　生物系统与非生
物环境关系的基本范式　　3.1　生态作用的模式　　3.2　生态反作用　　3.3　生态关系的时间尺度
　4　生物系统与生物环境关系的模式　　4.1　等级包含关系　　4.2　等级层次系统之间的时空并行
关系　　4.3　亲缘关系　　4.4　同类完全系统间竞争的通用模式　　4.5　亚完全系统之间的竞争方
式　　4.6　备份——完全系统的保险　　4.7　增殖——完全系统占有资源的手段　　4.8　重复——
大自然不朽的灵魂　5　生物系统对环境因子的响应、适应和耐受性　　5.1　生物系统对于环境响应
的模式　　5.2　适应的类型和模式　　5.3　生物系统对环境的耐受性　6　生物系统对环境的利用和
改造——自服务、自毁和利他　　6.1　自服务　　6.2　自毁和利他　　6.3　人类的自毁与克服　7　
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s形曲线　8　生态过程与进化过程在两个尺度上自相似　9　生态过程与经济过
程在两个尺度上自相似　10　类比，生物学研究中随处可用的利器　11　交替，跨越组织层次看自组
织与他组织　12　生物系统等级层次结构带来的方法论问题第3章　跨层次完全系统的结构学　引言：
生物学中的结构主义——必须强调系统结构的极端重要性　1　完全系统结构和外貌的粗粒化描述　2
　城核系统与真核细胞的相似性　3　城核系统假说　　3.1　生态核　　3.2　生态器　　3.3　城核系
统中的“酶”——生物种群　　3.4　生态质　　3.5　文因——城核系统中的模板信息　　3.6　传因
——城核系统中的调控信息　　3.7　自组织系统升级与信息的传递速度和效率　　3.8　城核系统的结
构骨架　4　多细胞个体与生物大分子的基本结构——非球体的空间构筑形　5　全球系统的基本结构
　6　生物结构的发育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6.1　生物结构与其他领域中的结构主义　　6.2　生物结
构的进化是一个自组织过程　　6.3　完全系统——多细胞有机体结构发育的非线性模型　　6.4　完全
系统结构发育之间的自相似性　　6.5　生物结构数理模型研究的重要性和理论意义　7　生物结构遵
从的力学和数学基础　8　谁创造着万紫千红的世界——结构和功能的遍历　9　单体生物及构件生物
的生态学意义　10　动物与植物都有骨骼——满足空间构型的需要　11　完全系统族的骨架　12　纠
正目前的以偏概全的“结构生物学”　小结：对生物系统结构的描述需要新型的数理工具——超越物
理学和化学第4章　跨层次完全系统的生理学　引言：研究系统过程的学科都是生理学　1　完全系统
的生长　2　完全系统的发育　3　完全系统的代谢——输入、内循环、存留和输出　4　系统安全的自
维持——各层次生物系统共有的防御与免疫　5　生物系统结构的自我修复和再生　6　自组织系统的
自主性完结——自发死亡　7　完全系统内的经济过程　8　系统状态的自维持——系统稳定性与内稳
态　　8.1　系统结构的自维持——稳定性　　8.2　随着等级层次上升而不断强化的内稳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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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Gaia假说推进一步——全球系统的内稳态调节　　9.1　Gaia假说与全球系统内稳态　　9.2　全球系
统能量的内稳态　10　城核系统和全球系统中人的地位与作用　　10.1　本次全球巨大变化是以人为
主导因子产生的　　10.2　人类对全球系统的不利影响　　10.3　人类对全球系统的有利影响　　10.4
　全球偶合过程中的忧患意识　　10.5　人类在全球系统自组织过程中的作用　　10.6　人类调控全球
系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11　完全系统和准完全系统中的生产过程-.　12　完全系统和准完全
系统中的分解过程　13　完全系统和准完全系统中的交换过程　14　完全系统和准完全系统中的流通
过程　15　完全系统和准完全系统中的分配过程　16　完全系统中的消费过程　17　纯消费者？
生态系统中的动物不是不劳而获的角色　18　全球系统才有真正意义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19　全球
尺度的能量流动不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20　完整意义上的生物信息学　　20.1　多细胞
个体层次的信息流　　20.2　原生态系统中的信息流　　20.3　城核系统和全球系统中的信息流　
　20.4　尽早建立完整准确意义的生物信息学十分必要第5章　生态器、生态核和生态质　引言：破缺
系统的器官属性　1　服务系统的结构为执行其功能而特化　2　原核细胞结构形式及其与上一周期系
统的对应——原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似性　3　服务系统效率的衡量　4　服务系统的多样性　5　服务系
统之间的分配和交换　6　服务系统的单一功能性　　6.1　初级生物生产生态器　　6.2　能源和矿物
生产生态器　　6.3　高级生物生产生态器　　6.4　高级工业生产生态器　　6.5　生物分解生态器　
　6.6　工业分解生态器　　6.7　调控者生态器　　6.8　城核系统中各种生态器的偶合　7　生态核—
—信息处理、管理、交换中心　8　生态质　　8.1　保护和改善生态器环境质量　　8.2　维护生物多
样性　　8.3　维持信息调控者的精神健康　　8.4　生态效益的经济评估第6章　统合生物学中的问题
、佯谬和假说　1　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动力？
选择压越强进化越快——热带雨林中生物多样性最低？
！
　2　遗传多样性有意义，而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多样性没有意义？
！
　3　生物多样性概念辨析　4　复杂性不是多样性的同义词　5　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涨落与平衡　
　5.1　复杂性的增加和减少是自组织系统固有的特征　　5.2　多样性和复杂性起源于自组织系统的分
岔　　5.3　实际生物多样性由环境决定　　5.4　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增加机制是正负反馈的共同作
用　6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生物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保护原理　7　将Gaia假说推进一步——全球系统的
自我调节　8　全球系统的“细胞分裂”与未来的类地生命系统群　9　生态学的裂变与“宏观生物学
”学科群的产生　10　全球系统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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