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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体是最典型的复杂系统，正在成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钱学森晚年致力于研究人体，提出了许多重要概念和思想。
本书继承和发展了钱学森的系统科学、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思想，从系统哲学、科学原理、应用技
术和工程实践四个层次构建了研究人体复杂系统学的理论框架，建立了研究人体的广泛的科学基础，
即人体系统科学。
该理论试图建立薛定谔有关人的完整科学图景，为开展包含意识在内的生命科学研究提供原理和方法
。

本书可供国家各级领导、专家和学者参考，也可供系统学和研究人的相关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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