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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上存在的千万种生物，都是经过亿万年的适应、进化、发展而来的。
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各自发展出独特的生存形态与方式。
当观察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时，人们会由衷地感叹大自然创造的万物的神奇，产生出美好的遐想和模
仿的冲动。
最初，人们发现锋利的茅草叶子会割破手指，便模仿其锯齿型结构，造出木工锯，而这还只是从形态
上的模仿。
后来，人们模仿鸟的翅膀制造扑翼滑翔机，但是这种原始的模仿屡试屡败。
于是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鸟翅翼形的空气动力学原理，人类才进入飞行时代。
这些事例说明，外观形态的机械模仿，还只是简单仿生结构。
仿生功能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搞清原理，认知规律，然后用工程技术方法加以实现。
大自然永远是我们的老师，鸟类的自由飞翔，启发了人类创造飞行器。
但是迄今为止，用现代的空气动力学原理和机电机构还不能创造出像鸟类和昆虫那样轻巧、灵活和节
能的飞行器。
　　进入信息化时代，人们把电子计算机称为电脑，把自动化设备称为机器人。
实际上，计算机与人脑有许多原则差别，自动化设备与人体也有着根本差异。
2008年Science上有一期“Robot”专刊，其中有两篇文章专门谈到动物及其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上对制造
更完美的机器人的启示。
其中一篇是Edelman所写，他因免疫学上的贡献曾获1972年诺贝尔奖，获奖后转而研究神经系统，近年
来对脑的意识问题很感兴趣，出版了许多著作。
他手下有一帮能干的年轻人，把他的设想用电子硬件实现，设计出Darwin机器人，至今已改进
到Darwin X号，能自主地学习，仿现人脑中海马的作用，显示出模仿人类神经系统若干功能的前景。
文章题目是Learning in and from brain-based devices。
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老师，它给我们启发、灵感和示范。
　　大自然中可以模仿和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由于生物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技术上模
仿又难度很大，20世纪60年代初，生物科学和技术科学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后，才诞生了一门崭新的
学科——仿生学。
国际和国内，近几年在力学和结构仿生、仿生建筑结构、仿生的船舶造型、仿生红外探测、仿昆虫微
型飞行器，甚至纳米尺度上的仿生微系统方面，都已有工程应用和研究探索工作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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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仿生学于1960年由美国提出后，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重视。
本书全面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从事仿生学研究40余年的历史：在贝时璋指导下，选择图
像识别作为研究方向，研究青蛙等动物的捕食行为机理，提出独创的数学模型，并利用光、机、电技
术研制成第一台仿生装置——可控小口径步枪，在打靶试验中取得100%的命中率，达到当时国际先进
水平；同时还开展了昆虫复眼的仿生学研究，制成平板型复眼透镜，和具有鲎眼侧抑制模型的微光电
视。
此外，还介绍了该所对邢台、唐山等地地震前动物行为异常的广泛深入的调查，及地震前兆信息（震
动、电、磁、声、光等）与行为异常的关系的机理研究；以及感官信息加工的多层面研究和有关人类
大脑思维和认知等方面的探索研究工作。
    本书可供对仿生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并可作为从事视觉信息加工、认知神经科学的教学、科研人
员及科学史研究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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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贝时璋先生与仿生学　　一、预见和推进学科交叉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贝时璋先生就预见到
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与结合将是生物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把这种预见付诸于科研与教学活动实践
，深信把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生物学领域，必将加深对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的认识。
　　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诞生了交叉学科生物物理学。
当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国际上诞生的初期，贝时璋先生就以战略科学家的高瞻远瞩，
于1958年，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这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门研究机构之
一。
生物物理研究所建所50年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都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
同一年，贝时璋先生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立了生物物理系，培养生物物理学研究人才。
1980年，又是在他的领导下，团结和组织全国的生物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成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
　　贝时璋先生在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极力贯彻多学科交叉发展生物学的指导思想
，建立了充分体现学科交叉优势的理论生物学研究组（研究生物控制论、信息论和量子生物学）、仿
生学研究室、放射生物学研究室、宇宙生物学研究室、生物化学研究室和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室；除普
通生物学专业人员外，还吸收了生理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普通物理、核物理、理论物理、医学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数学、应用数学、电子学、无线电、自动控制等16个
学科、85个专业的科技人员，组织起一支多“兵种”的科技队伍，这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的科研机
构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贝时璋先生对各研究室、组的工作都进行了具体的学术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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