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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生命与智能》是作者从事十多年生物信息学研究过程中，对信息与生命和智能的关系进
行思考的一些结果。
　　《信息、生命与智能》开始是从人在生物系统和互联网系统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思考出发，从
信息的角度，探问生物系统与互联网系统内在的统一性是什么。
其实，和互联网上的数字设备一样，人的功能也是由其内部的编码信息序列（DNA）所决定的，但是
，生物有生命而数字设备没有，这两者是否存在本质的差别？
书中讨论了生物与机器的调控原理是否相同，生物的自组织机理和复杂系统性质对生物的意义，生物
内部的竞争与生物进化的关系等。
对于人有智能，机器能否有智能这一问题，书中回顾了机器能否有智能的争论，指出关键在于智能产
生的机理是什么，提出了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计算机与人脑具有相同的机理，这是回答机器能否有
智能的关键。
为了回答计算机与人脑是否具有相同的作用机理，作者还提出了新的图灵测验的设想。
　　李衍达编著的《信息生命与智能》中还进一步讨论了为什么计算机的智能这么低以及进化对智能
的作用，从而提山作者对机器能否有智能的看法。
《信息生命与智能》中不仅讨论了生物与机器从信息角度看的内在统一性，也讨论了两者的重要的不
同点。
由上述讨论，作者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推想以及对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研究的一些新颖的意见。
　　通过这些探索，作者发现：对于生命、智能这些复杂系统的高级性能方面。
信息特征起着比物质形式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更具“本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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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从信息角度观察世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视野两大复杂系统及其内在的统一性从信息的角度看数字设
备人的功能也是由人内部的编码信息序列所决定的吗？
生物内部有一个编码信息本生物有生命，而数字设备没有，两者是否有本质的区别？
生物和机器还有什么共同点吗？
生物的奇妙之处还来自大自然的自组织和复杂系统的“涌现”从信息的角度看生物的进化生物内部的
竞争与生物演化人有智能，机器有智能吗？
为什么计算机的智能这么低？
生物和机器有无重要的不同？
两个有意思的推想如果把生物看成一个信息系统，我们会看到什么？
生物信息学对生物学研究的意义参考资料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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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为生物在演化过程中采用了向聚集中心变异的偏好性，这使得生物能更快、更好地产生环境的
适应性，因而，生物就采用了这样的策略从而使其更适于生存——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从BA模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采用“偏好”连接的网络最终会形成与尺度无关特性的网络。
由于采取偏好向聚集中心变异的自组织方式，生物实际上是由生物分子组成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特性的
复杂系统。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人有的一些特性而机器人现在还没有。
因为人是由生物分子组成的复杂系统，而复杂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产生“涌现”，出现一些新的
特性，这些特性是非复杂系统所没有的，即使是复杂系统也不是都能有这些特性，只有在某些条件下
，复杂系统才能出现“涌现”。
所以，人有思想、意识，而机器人现在没有，因为机器人目前并不是由机器部件组成的复杂系统。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生物的演化是先随机的产生生物分子的变异，而变异又会形成某种聚集中心
，而对聚集中心的偏好变异又导致新的变异概率，从而产生性能的优化。
我常常会想，生物到底是按什么方式演化的？
是不是按某种固有的方式演化还是按某种最优方式演化？
从上面的聚集中心的产生和对聚集中心的偏好性这两点的优化过程，我觉得演化过程既不是按某种固
有的模式，也不是按最优方式演化的。
首先，聚集中心的产生是基于某种概率的变异的结果，具有偶然性，其结果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而
是不可预测的。
但一旦形成聚集中心，通过与邻近聚集中心的竞争，逐渐形成某种趋势，这时的演化在某种意义上是
可预测的，具有一定的统计特性。
由于对新的聚集中心的产生是难以预测的，所以，用实验来探索未知，对了解生物而言永远是需要的
。
但另一方面，由于其演变具有偏好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会形成优势的主流方向，这时的演化
不是无序的，而是具有某种模式，具有统计特性的，这时可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这个演化的过程有点像美国司法系统的案例引用，法院对法律上未作规定的情况，对未遇到过的情况
可以援引某一案例，采用该案例的判决。
其结果，产生某种聚集效应，从而形成某种趋势，这就是一种偏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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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从信息领域转入到生物信息学领域研究以来，我一直思考生命与信息的关系。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一些具有宽阔视野的分子生物学家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并且提出信息在生
物中起着非常重要、甚至是关键的作用。
但是多数的分子生物学家只是把生物信息学当作是帮助他们管理数据，以及作为分析生物学数据的工
具。
而在信息学家方面，对此也有不同程度的理解，多数的专家仍是以为生物学家提供软件工具或数据库
作为主要任务，即使有深一步认识的，如一些计算机领域的专家把自己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工作称为
“计算生物学”，即便如此，在我看来仍未真正理解生命与信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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