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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9月份以来，我和我的学生有幸参加973项目在中医药领域中“证候规范及其与疾病、方剂
相关的基础研究”（2003CB517100）和“络病学说与针灸理论的基础研究”（2005CB523300）的科研
工作，任务分别是基于抽象神经自动机理论和复杂系统建模中的熵方法，研究中医证候及其与疾病、
方剂的相关性和络病与血管病变相关性的复杂系统建模分析。
在这几年时间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并向学术界介绍和展示，向那些在
学术研究道路上关心我、鼓励我但至今未曾谋面的学术前辈进行汇报（相关信件请见附录）；另外，
我已退休，行将淡出学界“江湖”，向祖国和人民汇报我的部分科研成果，这一直是我真诚和强烈的
愿望，也是我写本书的主要意图。
　　本书共包括11章。
其中第0章是分析信息论的经典初步介绍，此章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对理解本书后面的内容有帮助，
为初学者看本领域国内外水平提供一种视角；二是为那些立志在数学信息论特别是在将信息论应用于
复杂系统研究领域从事科研工作并渴望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准备一些导言性的内容
。
第1章和第2章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3年本书作者以唯一作者发表的部分研究成果。
主要内容是复杂系统研究中的熵理论与方法，以及抽象神经自动机理论和智能系统理论，这些内容在
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复杂系统建模与分析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一旦取得实质性突破，有
可能对该领域乃至整个科学领域形成重大影响。
这两章的内容可简单概括为如下三点：①成果“复杂系统分划（聚集）的熵方法及其应用”于1993年7
月份评审（中国科学院和科技部两级评审），于1995年选为国家级优秀科技成果。
该成果是一项有创建性的复杂系统研究中的新理论、新方法，对复杂系统研究很有价值，为开展社会
一生态一经济复杂系统区域划分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以及脑神经系统、复杂Markov系统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有效途径。
在科学研究领域，分划（聚集）的思想具有一般的意义，而熵分划抓到了问题的本质，这对于深刻理
解熵理论的人是不难理解的。
②基于借助条件概率及其正则性描述的随机场理论、神经网络理论、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理论提
出并初步建立的抽象神经自动机理论，是关于人脑模型思维的理论，抽象神经自动机是无穷维随机神
经网络，是认识和思维的机器。
③通过相对熵最小化理论与神经网络理论相结合，给出智能系统的一般理论框架，这一理论的精华是
给出并证明命题：在智能系统中，熵与智能共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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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有关中医药学的973计划科研项目中，对中医证候及其与疾病、方剂的相关性开展研究，获得一些阶
段性成果。
本书是这些成果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①证候的发生机制、存在性及主要特点；②证候、疾病、方
剂复杂系统广义特征指标；③疾病映射模型及其算法；④中医广义症状(四诊信息、西医病理信息、各
类理化指标等)与证候之间的相关性；⑤中医证候和方剂之间的相关性；⑥症状对证候的贡献度；⑦中
医大规模流行病学数据的无监督聚类方法；⑧中医辨证论治的智能系统模型等。
    本书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具有科学性和原创性。
本书可供从事复杂系统、生物信息学、脑模型和中医药的科研与教学工作人员参考；还可作为复杂系
统建模与分析领域高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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