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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被困在无法逃避的相互关系网络中，任何事情，如果直接地影响了一个人，就会间接地影
响到所有人。
”　　——马丁·路德·金　　目前，网络科学在不断汲取各学科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
完善，其理论研究方法成为广泛的交叉科学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方法。
2009年7月24日出版的《科学》杂志刊登专题——“复杂系统与网络”（Complex Systems and Networks
），充分地表明网络科学进一步向众多学科渗透并向应用发展。
从网络科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网络都无处不在，从而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和科学技术等各种活动。
因此，利用网络科学，可以探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
网络科学正在与众多新兴科学相互交融和推动，它提供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使决定性与随机
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复杂性与简单性，达到了和谐统一，人类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成为人们认
识客观世界的工具。
在网络科学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大框架下，无论从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和宇宙观层次，人们都可以
从全新的网络的角度、观点和方法来探讨世界万物的复杂性问题。
　　为了弥补和丰富国内有关网络科学方面的教材，同时也为了科研需要，我们组织翻译了美国蒙特
雷海军研究生院的计算机科学教授特德·刘易斯（Ted Lewis）博士的《网络科学：原理与应用》这本
书。
本书由陈向阳、巨修练负责翻译，参加翻译的人员还包括徐清、陈晓明、徐茜、蹇贝、孙金余、费滕
、李亚玲、孙克华、於照等。
机械工业出版社刘立卿编辑、王春华编辑等在审稿过程中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在此特别致以衷心的
感谢！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绿色化工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及武汉工程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的资助
。
　　在翻译时，由于本书涉及的领域广泛，具体包括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物理、化学、
医学、社会学、军事等专业，所以挑战在所难免。
虽然我们参阅了大量复杂网络的相关译文资料——特别是中科院方锦清对本书的评价、武汉大学陆俊
安等发布的网络科学博文，而且花了大量的时间尽力使这本译著完美，但由于自身水平和专业局限，
译文中仍会有错误和不到之处。
读者在使用本书时若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敬请联系我们，以期共同做好网络科学的学习和研究
。
　　译者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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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越来越引入瞩目。
网络科学能帮助读者设计更快、更有弹性的通信网络；能用于调整电力网络、电信网络和飞行航线等
基础设施系统；可以为市场动态建模；能帮助理解生物系统中的同步；能用于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互
动⋯⋯
　　这是第一本全面审视新出现的网络科学的论著。
书中研究了各种网络——规则网络、随机网络、小世界网络、影响网络、无标度网络和社会网络等，
并将网络过程和行为应用于涌现、传染病、同步和风险方面。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跨计算机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网络分析、经济学和市场营销等多学科
的专业概念整合了起来。

　　《网络科学:原理与应用》为网络科学领域提供了全新的理解和阐释，是研究人员、专业人员以及
工程、计算、生物领域的技术人员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也可以作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高年级和研究生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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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路易斯 (Ted G.Lewis) 译者：陈向阳 巨修练 等路易斯，Ted G.Lewis博士是美国加州蒙特雷
海军研究生院的计算机科学教授。
他有丰富的工作阅历和广泛的学术研究，作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计算机协会的会员，
他还担任《IEEE软件》和《计算机》杂志的总编，并已经编著出版了30余本著作。
他曾任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数字策略的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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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影响扩散——不管它是产品营销、疾病传播还是群组内达成一致性，它都是一种信号
传播。
信号沿着链路传播，并且以某种方式影响节点。
例如，节点的值可能是邻接节点的平均值。
在一个基尔霍夫（Kirchhoff）网络中，节点值等于输入总和值与输出总和值之差。
不管为节点分配值的本地微观规则如何，信号流经网络的概念看上去是流行病学、同步、影响和组内
达成一致性的共同机制。
更严格地讲，网络可被看成是一种耦合系统。
系统是由节点（所取值称为状态）和链路（建立输入和输出到节点）构成。
网络的状态是所有其节点状态的联合。
信号（值）沿着链路传播，从一个节点到另外一个节点，并且更改节点的状态。
如果我们画出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图。
我们可能会观察到振荡、抑制或收敛到某一状态（即所谓的固定点），并且永远地停留在那里。
在什么条件下网络振荡或收敛呢？
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我们将会在第10和12章中解答。
我们将证明传染病的传播、生物系统的同步、社会网络中的达成一致性、新产品的扩散都是网络同步
的不同形式。
当网络的节点值到达某一固定点时，即一旦到达某值就会停止变化，那么网络被说成是同步。
我们解答了这一问题：“为了网络同步，充分和必要的属性或条件是什么？
”答案推导出了网络中稳定性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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