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系统的脆性理论及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复杂系统的脆性理论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561226902

10位ISBN编号：756122690X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作者：金鸿章，韦琦，郭健　等著

页数：330

字数：5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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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系统的脆性理论及应用>>

前言

从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近代科学对客观世界的探索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具体逐
渐到整体、抽象的过程。
人们研究的对象从质点、质点组、刚体到人体、社会，从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
、思维运动、社会发展，从宏观物体到微观粒子、宇宙天体，越来越复杂。
研究方法也包括了实验、理论计算、定性分析，甚至直觉判断等各种手段。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是由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于20世纪80年代末总结和提炼出来的。
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3人署名的论文《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在《
自然杂志》1990年第1期发表，首次向世人公布了这一新的科学领域及其基本观点：对于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中一些极其复杂的事物，从系统学的观点来看，可以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来描述。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需求的发展，系统越来越大，功能也越来越复杂，一旦系统的某个局部发生问题
，就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例如一个地区的电力系统，由于某个电器元件的故障，导致了某个地区电力系统的崩溃，给当地造成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
复杂系统的脆性研究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2001年，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原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根据复杂大系统经常由于一个局部的因素引起全局崩
溃的问题，提出了复杂系统脆性的新思想，并认为应该对复杂系统脆性进行研究。
2002年，“复杂大系统的脆性研究”项目在原国防科工委基础研究项目基金资助下，正式批准立项研
究。
由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是新提出的，因此，初期的研究工作是十分困难的。
在金鸿章教授的组织下，集中了以博士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团队，进行了数年的研究。
金鸿章教授提出了脆性理论研究的总体思想，并提出了用熵的理论和系统突变的理论进行系统脆性研
究的思想。
在他的指导下，韦琦博士和郭健博士分别在这两个方向上进行了研究。
该阶段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研究基础，为后续的研究创造了条件。
在后续的研究中，金鸿章教授带领的研究生团队在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充实、完善和应用方面进行了
研究。
这里面包括林德明博士、阎丽梅博士、薛萍博士、吴红梅博士和李琦硕士的研究工作。
事实上，本著作是金鸿章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团队的集体研究成果，著作内容也是他们学位论文的综合
。
复杂系统的脆性研究是针对系统中的某一个行为特性的研究，它是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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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其内容涵盖了与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相关
的各种定义和模型，以及该系统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成果。

全书共分15章，包括复杂系统的一般理论及其相关的研究内容，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基于熵的原理、
元胞自动机原理、突变理论和适应性Agent图理论对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研究，系统脆性的自组织临界
性分析，复杂系统脆性理论在煤矿事故、非典型性肺炎、舰船电力系统、通信系统和电力系统中的应
用。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控制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复杂系统研究的科研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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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中国对于复杂性的研究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老子》
等古典哲学著作就提出了系统科学的观点。
现代国内的复杂性研究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院士首次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发起的
系统科学研究新领域，其概念形成经历了三部曲：巨系统一复杂巨系统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钱学森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以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嘲，
在认识论方面强调解决复杂性问题必须利用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对各种理论知识综合集成，对
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综合集成，对机器智能和人的智慧综合集成，对定性分析和定量数
据综合集成。
在具体方法层次方面，面对复杂系统工程建立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用于复杂巨系统的预测和决策有
很强的操作性。
中国学派在复杂性研究中独树一帜，是复杂性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总之，对于复杂性的研究要有广阔的视野，合理的思维结构，优秀的创新品质以及博大的人文情怀。
复杂系统的脆性研究作为复杂性研究的一部分，就要兼收并蓄，集百家之所长，不断开拓创新。
1.4 复杂系统脆性理论与相关学科的关系1.复杂系统脆性理论与协同学的关系“协同”这个词是从古希
腊语中借用来的，它标志着开放的系统中大量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的、集体的或合作的效应
。
协同学是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赫尔曼.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提
出，1977年正式问世的。
它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适应范围非常广泛。
协同学以各类开放系统所共有的“协同性”为研究对象，探讨各类开放系统发展演化的原因及其规律
，从方法论的角度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扩大了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视野。
协同学是从系统演化的角度研究开放系统在一定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其内部诸要素、诸层面和诸子系
统之间，如何通过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形成协同效应，自组织成为一个协同系统的内部机制和规律的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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