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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几年，屈延文一直在为建立“信息化科学”体系而努力。
他认为，借鉴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对建立信息化新基础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此前，作者开始了较长时间的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的学习与准备过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前十年，其著作《软件行为学》以及与友人合著的《银行行为监管
》和《银行行为控制》，为此做了开篇。
在2005年，屈延文主要在网络世界安全理论、体系结构理论、网络世界行为学理论、网络无限群体计
算理论，以及主体工程学、网络世界技术基础、信息化形式化方法等方面进行研究，并完成了《信息
化总体学——网络世界行为学理论基础与形式化方法》的写作。
屈延文与其团队开始具备了在网络世界中描述细胞、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和个体组织等面向
主体的理论、计算、设计、开发等方面的技术和方法，并在网络世界中取得实验成功。
在学习生物学建立信息化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对生物学和生命科学认识越来越清晰，发现现代生物学
和生命科学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缺失，认为从现代系统学理论和方法去观察生物科学，会对生物科学理
论创新有帮助。
也就是说，在学习生物学建立信息化科学体系中，发现了生物科学理论创新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屈延文和李明生相识并开始合作，后者曾在生物学家祝总骧教授领导的经络组
长期参与经络科研工作。
他有着强烈的期盼和解决问题的愿望，期盼解决经络是什么，如何发育和在人体中的生理定位等许多
重大基础问题。
他已经认识到依照传统思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有新思路和新认识。
他知道屈延文正在进行软件行为学和网络世界行为学的理论研究，认为其研究与他盼望解决的问题有
关联。
几年前，本书的两位作者认为，写一本以网络世界生命再现为宗旨，论证中医理论基础与现代生物行
为学与生物系统学并全面阐述生命科学的新书籍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两位作者认为，该书应当是一本科学创新的书籍，是阐述生命科学、生物科学和中医学新观点、新方
法和新理论的书籍，而不是一本介绍传统中医理论和生物学理论基础的书籍。
由此，开始了本书的创作。
本书的中心内容确定为“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把中医与现代生物行为学、现代生物系统学、生物
学其他分支科学结合起来，基于网络世界无限群体计算理论，实现网络世界再现生命主体体系。
作者认为，未来科学的形态是“在网络世界中再现宇宙与天体”和“在网络世界中再现生态与生物体
”。
未来科学的理论形态不可能再停留在一本一本的纸质书中，或仅仅在网络上作为可查询的电子内容，
必须把所有的孤立存在的部分科学整合在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中，所有部分科学之间如同网络中
的计算机，可以互联、互通与互操作。
通过关联连接把所有的部分科学融合在一起。
在上述的“再现学”研究中，所有人类已知的部分科学内容，包括数学、生物学、宇宙学、地球学、
物理学、量子力学、人类学、社会学都要进入到计算机和网络世界中。
其中，数学进入网络而成为计算机可读数学和面向主体的数学，生物学进入网络成为理论生物学，宇
宙学进入网络可以看到宇宙与天体的演化，地球学进入网络可以在网络中看到地震和火山爆发，等等
。
所有部分理论在进入网络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检验，那些能够为宇宙与天体再现和生命再现服务的部分
科学会被认为是“真科学”，不能为宇宙与天体再现和生命再现服务的科学内容，要被改造，使之完
善成为真科学。
在网络世界中再现宇宙和再现生命的科学时代，可以认为是中国科学时代到来的最好机遇，中国的创
新不会永远停留在产品、技术、管理等现实创新中，会产生许多科学体系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和数学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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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人们会发现，这些科学创新都离不开“网络世界再现学”的支持。
网络世界再现学的本身将成为一种基础性学科，为所有的“现实世界”在“网络世界”的再现服务。
作者希望在新中医学、现代生物行为学、现代生物系统学研究，以及开拓面向主体、行为的新数学等
方面，为生物学、医学、数学和新计算机科学做一些贡献。
所以，本书是以中医和生物学为对象，为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建立理论的开篇之作，具有长期使用和再
研究价值。
本书提出的思想、方法、理论、框架、观点与语言，对后续的网络世界再现学研究与发展有奠基意义
，对生物学、中医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建立网络世界理论数学方法有指南作用。
作者希望成为生物学、医学界从事理论研究人士的朋友。
在本书出版之际，两位作者特别感谢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对本书写作、审稿的帮助和支持。
感谢中国信息安全产业标准化联盟总体组成员，尤其是林鹏、彭涛等人的长期合作和支持。
感谢屈延英女士对本书写作、审稿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刘晓融女士对本书出版工作的帮助。
特别感谢王皓、申京武、石岩峰在写作期间各项活动的支持。
感谢杨勇刚和饶广军等人的长期支持。
最后，作者对参与本书创作、出版全过程工作的刘玉林女士、王佩玉女士和林洁女士表示特别衷心的
感谢，并对作者所有亲人、朋友的支持、理解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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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是一本旨在网络世界中“再现生命”的
科学书籍，主要从系统学、生物行为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化科学和新数学的视角，对生命科学、生
物学和医学，包括中医学，进行新描述和新论述，并由此产生一门新的学科，即在网络世界中再现生
命或生物体的新学科和新专业。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由中医学理论框架概论、生命科学的现
状与困惑、中医学与生命科学发展的新动力、经络系统是生物感受表达的基础网络系统、中医学的新
理论基础、网络世界再现生命体系结构概论、生物学方法再现人体运行系统、中医学方法再现人体运
行系统、生物世界的行为学概论和网络世界行为学概论等部分组成。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提出的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为中医
奠定新理论基础，尤其是承认和深入研究经络系统，必将为现代生物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再现学”研究中，人类已知的部分科学内容，包括数学、生物学、宇宙学、地球学、物理学、量
子力学、人类学、社会学都要进入到计算机和网络世界中再现。
其中，数学进入网络而成为计算机可读数学和面向主体的数学；生物学进入网络成为理论生物学；中
医学进入网络再现人体发育和运行，为中医学基本科学理论基础提供现代科学体系支撑；宇宙学进入
网络可以看到宇宙与天体的演化；地球学进入网络可以在网络中看到地震和火山爆发等，所有部分理
论在进入网络世界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并去伪存真。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可供计算机科学、信息化科学、数学、
生物学、医学、中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学者、教授、医生、工程师、研究生、管理者和热爱科学的
人士阅读、研究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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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生
20世纪80年代师从生物物理学家祝总骧教授，积累了丰富的中医及经络学理论知识，对应用科学方法
论也有一定的研究祝教援带领的经络组用生物物理的方法测定经脉线仅1mm宽。
且终生不变，从而验证了人体经络系统具有“多形态多功能、多层次”的生命物质基础是客观存在的
。
是祝教授主编的《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和《三一二经络锻炼法》的作者之一。

21世纪初。
经香港陶宗焕老先生推荐，与严正华先生合作，共同完成了“聚台多糖、寡糖工程”的工艺台成技术
。
并与病毒学专家杨占秋教授台作开展“聚合多糖寡糖”组合对抑制病毒肿瘤细胞的作用和机理的研究
工作在杨教援团队的实验室里验证了：用聚台多糖、寡糖组台对柯萨奇病毒β组3型（CVB3）有很好
的抑制和抗病毒作用；用聚台多糖、寡糖组合对人体癌细胞A549细胞具有抑制及促凋亡的作用。
鉴于诱导人体癌细胞凋亡已成为当前肿瘤治疗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提出如下观点
·人体维生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元素
·人体多糖、寡糖是生命健康的生长糖。

·聚台多糖寡糖组台后是抗病毒、抗癌症及促凋亡的特制“糖’，是未来控制癌细胞的有效“糖”。

在信息化总体学专家屈延文教授指导下，探讨“再现生命”和生命总体学的重大意义。
屈教授发现并描述的人体的前神经系统、经络系统、AIB网络结构特殊性等观点，是本书的原创和精
彩之处，以行为学的观点为主导模式进行探讨和推演的论述方式，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屈延文
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协会机构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专家顾问，中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学
者。
软件和网络世界行为学学科的创始人。
计算机科学学组成员，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
中国CAD事业、软件工程与计算机科学及中国--信息化安全领域的开拓者与推动者之长期从事计算机
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和软件工程、大型信息化工程与信息化安全等方面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形式语义学基础与形式说明》、《实用类型程序设计》、《软件行为学》、《信息化发
展的科学梦——从计算机科学到信息化科学》、《银行行为监管》、《银行行为控制》和《网络世界
白皮书（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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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中医学理论框架概论1.1 中医学理论的古典行为学基础1.2 中医学理论的哲学基础1.2.1 中国古代
哲学的物质范畴1.2.2 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范畴1.2.3 中国古代哲学的生命范畴1.2.4 中国古代哲学的精神
范畴1.2.5 中医学理论的中国哲学基础1.3 中医学的气学说1.3.1 中医学的气与现代科学物质概念的一致
性1.3.2 中医生命物质的气血概念1.3.3 中医生命能量的气血概念1.3.4 中医“物质”和“空气”的两种气
概念1.4 中医学的五行学说1.4.1 五行不是五种元素1.4.2 五行也不是五种生命物质1.4.3 五行是五种生命
行为1.4.4 五行平衡结构是中国古代认识世界的形式系统1.5 中医学的运气学说1.5.1 气运行的态势学
说1.5.2 气运行的周期性学说1.5.3 意识、情志对治疗的重要作用1.6 中医学的阴阳学说1.6.1 物质运动的
阴阳动力学说1.6.2 阴阳学说与现代科学完全相融1.6.3 行为逻辑学的阴阳概念1.7 中医学的经络学说1.7.1
中医经络系统概述1.7.2 中医经络的脏腑络属1.7.3 中医经络循行的“子午流注”路线图1.8 中医学的脏
腑学说1.8.1 中医的脏腑概念1.8.2 中医脏腑的气血、阴阳概念1.8.3 神经系统遍布中医人体结构各系统1.9
中医学的生命整体观1.10 中医学的诊断学说1.11 中医学的治疗与药物学说1.11.1 中医治疗的辨证论治和
“辨证归经”1.11.2 调控生物行为态势与状态的中医药物学1.11.3 中医药物学的“药物归经”1.12 中医
学认知结构体系的直觉正确、结构正确和理论正确性1.12.1 中医学的认识直觉正确性1.12.2 中医学认识
结构的正确、完整与一致性1.12.3 中医学的物理学理论正确性1.12.4 严肃中医学实践中存在超越生物学
已知知识范畴的问题第2章 生命科学的现状与困惑2.1 中、西方不同的生命观2.1.1 定义生命概念2.1.2 生
命物质、行为与规则结构概念2.1.3 生物主体的行为控制信息与DNA2.1.4 生物主体行为的主动性和目标
性2.1.5 生物主体行为的选择性和非随机性2.1.6 多细胞生物主体的自组织性2.2 生命再现必备的生物学
知识2.2.1 生命的物质基础是生物物质代谢2.2.2 精彩的细胞生物学和干细胞生物学2.2.3 细胞内化学是生
物化学的核心2.3 生物学多视角描述的生物胚胎发育2.3.1 比较生物学描述的生物胚胎发育2.3.2 胚胎学
描述的生物胚胎发育2.3.3 干细胞生物学描述的生物胚胎发育2.3.4 行为学视角描述的生物胚胎发育2.4 
生物学和医学尚待解决的一些基础问题2.4.1 生物界提出的一些问题2.4.2 中医学提出的一些问题2.4.3 网
络世界生命再现提出的一些问题2.5 生物与医学的实验科学的困惑2.5.1 生物学认知的困惑2.5.2 生物学
技术的困惑2.5.3 生物学理论的困惑2.5.4 生物世界复杂性的困惑2.6 已有生物学知识不能充分支持网络
世界中再现生命第3章 中医学与生命科学发展的新动力3.1 生物行为学的提出3.1.1 动物行为学研究的回
顾3.1.2 生物行为学研究的范畴3.2 现代生物行为学的原理3.2.1 生物行为的基本概念3.2.2 生物行为的基
本特性3.2.3 生物体的分类行为操作原理3.2.4 生物体基础行为控制机制:主体行为信息基(AIB)3.2.5 生物
体内的行为控制网络从“协同模式”到“管理者模式”3.3 生物行为学定律3.3.1 生物体的物质交换行
为定律3.3.2 生物体的信息交换行为定律3.3.3 生物体的热(能量)交换与运动行为定律3.3.4 生物体气体交
换定律3.3.5 生物体水交换与繁殖行为定律3.3.6 生物感受表达行为定律3.3.7 生物增殖/繁殖行为定律3.3.8
生物体行为信息基(AIB)的行为控制定律3.4 生物系统学的提出与基本理论框架3.4.1 生物系统学的提
出3.4.2 生物系统学的基本理论框架3.4.3 生物系统的运行控制与操作原理3.4.4 生命复杂系统的体系结构
学说3.5 生物系统学1:生物发育系统学说3.5.1 生物发育系统学概述3.5.2 细胞组织的胚胎发育体制(自主
发育模式)的描述3.5.3 生物器官的胚胎发育体制(诱导发育模式)的描述3.5.4 生物系统的胚胎发育体制(
强制发育模式)的描述3.5.5 生物个体胚胎发育体制的描述3.6 生物系统学2:生物运行的系统学说3.6.1 生
物运行系统的化学说3.6.2 生物运行系统的物理说3.6.3 生物系统的分类功能行为模式3.6.4 生物系统的超
越功能分类运行模式3.6.5 生物体内的生命物质的平衡3.7 理论生物学和生物主体行为数学3.7.1 理论生
物学是什么3.7.2 生物单位量子化结构的数学描述方法3.7.3 生物主体的行为数学3.7.4 网络世界主体行为
数学第4章 经络系统是生物感受表达的基础网络系统4.1 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化概论4.1.1 多关注——科学
与技术发展的动力4.1.2 中医科学研究领军人才缺失阻碍了中医科学发展4.2 解惑“经络的物质存在验
证”的成败4.2.1 否定“经络是未知物质基础的独立实在系统”4.2.2 肯定“经络是已知物质基础的未识
别的系统”4.2.3 在生物系统中的进一步选择性分析4.2.4 寻找、发现、论述和验证经络系统存在的思
路4.3 在生物系统中存在着感受表达网络4.3.1 生物体有否“感受表达行为网络”4.3.2 生物存在超越功
能分类的感受表达行为4.3.3 感受表达——生物主体的基本标志行为4.4 经络系统由“前神经系统网络
”演变而来4.4.1 神经系统特异性发育的启示4.4.2 神经系统是从前系统到后系统的发育过程4.4.3 人体胚
胎发育过程中的“前神经系统”4.4.4 人体经络系统由“前神经系统网络”演化而来4.4.5 前神经系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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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发育而生,后神经系统为生物体成体运行而建4.5 经络系统与其他“前生物系统”相关4.5.1 经络
系统与其他“前生物系统”概论4.5.2 经络系统与前血管、造血、免疫系统的发育关系4.5.3 经络系统与
前消化、呼吸系统的发育关系4.5.4 经络系统与前排泄、生殖、再生系统的发育关系4.5.5 经络系统与内
分泌系统的发育关系4.5.6 经络系统与前体腔、四肢系统的发育关系4.5.7 经络体表路径的发生4.5.8 经络
系统是由前生物系统演化而成的后生物系统4.6 经络系统是“中胚层感受表达网络”4.6.1 人体的前神
经系统是“中胚层感受表达网络”4.6.2 人体生物系统发育先后顺序和经络系统发育的条件关系4.6.3 人
体生物系统细胞组织的感受表达AIB协同网络4.6.4 人体前、后神经系统发育过程描述4.6.5 人体经络系
统14经左右、背腹、阴阳对称结构发生4.6.6 人体胚胎前神经网络和血管网络的融合发育4.6.7 人体前神
经系统与后神经系统的对应关系4.6.8 人体前神经系统通路结构描述4.6.9 人体前神经系统通路的细胞组
织结构描述4.6.10 人体前神经系统通路的功能结构描述4.6.11 人体前神经系统化学能通路描述4.6.12 结
论4.7 经络系统是人体不可替代的基础感受表达网络系统4.7.1 人体经络系统发育的总结描述4.7.2 人体
感受表达网络的整体描述4.8 人体经络系统科学验证的建议4.8.1 经络系统在人体生物系统中的角色和
功能定位4.8.2 验证经络系统的突破:生物体(行为信息基)4.8.3 验证经络系统的突破:生物体前神经系统结
构4.8.4 验证经络系统的突破:经络系统的生物化学能通路4.8.5 经络系统再现是在网络世界再现人体运行
系统的基础第5章 中医学的新理论基础5.1 中医学新理论概论5.1.1 中医学特色与现代生命科学相融合的
原则5.1.2 中医生物行为学理论5.1.3 中医学生物系统理论5.1.4 建立中医学新体系是一项伟大而长期的系
统工程5.2 人体生命体系结构概论5.2.1 人体生命体系结构框架方案1:中、西医简单结合方案5.2.2 人体生
命体系结构框架方案2:独立中医分类系统方案5.2.3 人体生命体系结构框架方案3:中医学新理论基础方
案5.3 人体经络系统概论5.3.1 人体经络系统定义、概念和框架5.3.2 人体狭义经络系统网络5.3.3 人体狭
义经络系统的功能论述5.3.4 人体经络系统的并行/顺序运行描述5.3.5 生物系统并行运行和顺序关注的
经络“子午流注”循行5.3.6 人体经络系统承载的生物主体行为的基准模式5.3.7 “药物归经”的原理深
谈5.3.8 基于“基准归经”的辨证归经原理5.3.9 经络系统是人体感受表达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5.4 中医
学新理论的脏腑系统概论5.4.1 中医脏腑系统定义、概念和框架5.4.2 中医脏腑系统功能与生命运行的五
行结构总体框架5.4.3 中医脏腑系统运行功能描述5.4.4 中医脏腑系统的相生、相克与平衡三角形关
系5.4.5 中医脏腑运行的“六气”平衡行为模式和虚拟系统5.4.6 中医人体的五维平衡关系5.4.7 中医脏腑
的超越功能分类的关系(生命行为关系)5.4.8 中医脏腑系统运行的感受表达5.5 中医学新理论体质系统概
论5.5.1 中医现代体质系统定义、概念和框架5.5.2 人体体质系统5.5.3 人体体质系统与中医脏腑系统关
系5.5.4 人体体质系统运行的感受表达5.6 中医学新理论感受表达系统概论5.6.1 人体感受表达系统定义
、概念和框架5.6.2 人体的感受表达网络系统的多系统组成5.6.3 人体广义经络系统5.6.4 人体的血管感受
表达网络系统5.6.5 神经、内分泌与经络三系统的关联网络5.6.6 经络系统是人体增殖/再生的感受表达
网络系统5.6.7 经络系统——人体“细胞资源”主体调度的感受表达网络系统5.6.8 人体体象如何感受表
达脏腑器官运行5.7 中医学新理论的情志系统概论5.7.1 人体情志系统定义、概念和框架5.7.2 人体情志
与欲望有密切关系5.7.3 人体系统、器官、组织和细胞主体的恶与欲5.7.4 人体情志、恶欲行为的生物行
为学基础5.7.5 人体情志、恶欲行为的生物系统学基础与体系结构描述5.7.6 人体情志、恶欲行为模式的
意识化描述5.7.7 人体生物系统控制体系的脆弱性5.8 中医学新理论体外生命运行评估体系概论5.8.1 中
医脉象学的血管经络感受表达原理5.8.2 中医体象学说原理5.8.3 中医学治疗原理概论5.9 创立中医学新
医药化学:改变主体行为的化学5.9.1 中医学新医药化学方法概论5.9.2 中医药多糖、寡糖工程5.9.3 针对
糖尿病的中医药多糖、寡糖工程5.9.4 针对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中医药多糖、寡糖工程5.9.5 针对癌症
的中医药多糖、寡糖工程5.9.6 针对抗菌和抗病毒的多糖、寡糖工程5.10 创立中医学细胞行为学5.11 创
立中医学新病毒学第6章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体系结构概论6.1 生物世界与网络世界6.1.1 网络世界再现虚
拟生物世界6.1.2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运行系统6.1.3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的独特系统结构6.1.4 网络世界再现
生命的独特系统开发方法6.1.5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的独特理论方法6.2 生物世界与网络世界的体系结构
理论6.2.1 生物世界的体系结构理论6.2.2 网络世界的体系结构理论6.2.3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体运行系统的
可视化描述6.3 生物与网络世界的主体结构理论6.3.1 生物主体结构理论6.3.2 网络世界主体结构理论6.4 
生物与网络世界的行为结构理论6.4.1 生物行为结构理论6.4.2 网络世界行为结构理论6.4.3 网络世界多主
体组织行为结构理论6.5 生物与网络世界的客体结构理论6.5.1 生物客体结构理论6.5.2 网络世界客体结
构理论6.6 生物与网络世界的规则结构理论6.6.1 规则书写方法6.6.2 生物规则结构理论6.6.3 网络世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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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结构理论第7章 生物学方法再现人体运行系统7.1 人体生命过程运行模型概论7.2 人体个体级别的运行
模型7.2.1 人体个体运行系统的环境和状态7.2.2 人体的个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3 人体系统级别的运
行模型7.3.1 人体的生物系统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3.2 人体神经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3 人体内分
泌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4 人体皮肤系统和运动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5 人体循环系统主体
类型定义和描述7.3.6 人体消化管道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7 人体消化腺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
述7.3.8 人体呼吸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9 人体排泄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10 人体生殖系统
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3.11 人体免疫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4 人体器官级别的运行模型7.4.1 人体生
物器官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4.2 人体胃器官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4.3 人体小肠器官主体类型定义
和描述7.4.4 人体肝器官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4.5 人体胰脏器官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4.6 人体肺器官主
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4.7 人体肾器官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7.5 人体多细胞组织级别的运行模型7.5.1 人体
细胞组织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5.2 人体上皮组织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5.3 人体结缔组织主体
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5.4 人体血液组织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5.5 人体肌肉组织主体模板类型定义
和描述7.5.6 人体神经组织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6 人体细胞级别的运行模型7.6.1 人体细胞主体运
行环境和状态定义与描述7.6.2 人体细胞主体运行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6.3 人体干细胞主体运行模板类
型定义和描述7.6.4 人体体细胞主体运行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7.7 对人体生命运行系统的评估7.7.1 对人
体生命运行系统的整体性评估原则7.7.2 对人体生命运行系统的系统性评估7.7.3 对人体生命运行系统的
生命性评估7.7.4 对人体生命运行系统的自然性评估第8章 中医学方法再现人体运行系统8.1 中医人体生
命过程运行模型概论8.1.1 中医学人体生命主体概念定义和描述8.1.2 中医学人体生命客体概念定义和描
述8.1.3 中医学人体生命行为环境、状态定义和描述8.2 中医经络系统运行模型8.2.1 肺经主体/大肠经主
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2 心经主体/小肠经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3 心包经主体/三焦经主体类型定义和
描述8.2.4 肝经主体/胆经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5 脾经主体/胃经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6 肾经主体/膀
胱经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7 督脉主体/任脉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2.8 弥散腺细胞网络主体类型定义
和描述8.3 中医脏腑系统运行模型8.3.1 中医脏腑系统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8.3.2 中医肝脏腑系统主
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3.3 中医心脏腑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3.4 中医脾脏腑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
述8.3.5 中医肺脏腑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3.6 中医肾脏腑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3.7 中医脏腑系
统主体六气平衡模型的类型定义和描述8.3.8 中医脏腑系统主体五维平衡模型的类型定义和描述8.4 中
医体质系统运行模型8.4.1 中医体腔四肢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4.2 中医体液系统主体模板类型定义
和描述8.4.3 中医脂肪储存/动员系统主体模板类型定义和描述8.4.4 中医微生物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
述8.5 中医感受表达系统运行模型8.5.1 人体行为信息基(AIB)关联网络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5.2 中医经
络系统主体类型(修正)定义和描述8.5.3 中医腺体(内、外分泌)系统主体类型(修正)定义和描述8.5.4 中医
植物神经系统主体类型(修正)定义和描述8.5.5 中医心血管感受表达网络主体类型(修正)定义和描
述8.5.6 中医再生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5.7 中医细胞周期和主体资源调度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描
述8.5.8 中医其他感受表达网络主体类型定义和描述8.6 中医情志系统运行模型8.6.1 中医生物系统主体
恶欲、情志和意识发生概述8.6.2 中医情志系统类型定义和描述8.6.3 中医意识神经系统主体类型定义和
描述8.7 中医体外评估系统运行模型8.7.1 中医生命运行系统整体性评估系统:五行运行形式结构评
估8.7.2 中医生命运行系统的系统性评估系统:行为基准模式评估8.7.3 中医生命运行系统生命性评估系
统:再生评估8.7.4 中医生命运行系统自然性评估系统:生命节律评估8.8 中医学的新“五行树”形式体系:
主体规则描述8.9 人体生命过程运行的环境8.9.1 生命的热特性周期8.9.2 生命的水特性周期8.9.3 生命的
气体特性周期8.9.4 生命的物质特性周期8.9.5 生命的信息特性周期8.9.6 生命运行系统时间周期控制机制
第9章 生物世界的行为学概论9.1 现代生物行为学理论概论9.1.1 行为的数学语言表达9.1.2 数学语言表达
中的行为9.1.3 主体行为数学理论基础9.2 主体行为数学:数学表达语言的改进9.2.1 主体数学和不确定性
数学9.2.2 复杂主体系统的数学方法9.2.3 生物主体行为模式理论9.2.4 行为关联函数和关联谓词9.3 行为
函数与行为代数9.3.1 主体行为函数9.3.2 主体代数9.3.3 主体行为代数9.3.4 主体行为代数范畴9.4 行为逻
辑学9.4.1 行为逻辑学概论9.4.2 行为基本的逻辑公式9.4.3 行为运算操作逻辑9.4.4 行为模式逻辑9.4.5 行为
控制逻辑9.5 行为几何学:主体行为与环境作用产生的美学9.6 生物行为的主体行为信息基(AIB)控制模
式9.6.1 生物主体行为信息基的概念9.6.2 生物主体行为信息基的进化模式9.6.3 生物主体行为信息基的物
质基础9.6.4 网络世界再现生物主体行为信息基的工作原理9.7 主体行为的动力模型理论9.7.1 主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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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动力模型9.7.2 主体行为物质动力模型9.7.3 主体行为目标性计算模型第10章 网络世界行为学概
论10.1 网络世界行为学理论概论10.1.1 网络世界行为学概念、定义10.1.2 软件行为学10.1.3 网络世界的
数字标签技术10.1.4 网络世界的代理(主体)技术10.1.5 网络世界中“干细胞模式”的规范代理10.1.6 行为
树与行为信息基10.1.7 网络世界活性客体概念10.1.8 行为表达式10.2 网络世界中的主体关联性:主体行为
关联函数10.2.1 网络世界中的主体关联性概念10.2.2 网络世界中的主体信息关联10.2.3 网络世界中的主
体行为关联10.2.4 网络世界中的主体、行为关联函数10.2.5 网络世界中的主体、行为关联谓词10.3 网络
世界的数学方法10.3.1 网络世界的行为代数方法10.3.2 网络世界的行为逻辑方法10.4 网络世界主体行为
模式概论10.4.1 什么是行为模式?10.4.2 行为模式分类方法10.5 形式行为学:信息化的形式化方法10.5.1 信
息化的形式化方法10.5.2 行为模式的本体语义描述10.5.3 行为模式的预期(规则性)语义描述10.5.4 行为模
式的态势语义描述10.5.5 行为模式的评估语义描述10.5.6 行为模式的类型指称语义描述10.6 信息化生态
观与新软件工程学的诞生10.6.1 信息化生态观10.6.2 新软件工程学概论:网络世界主体工程学10.6.3 不改
变软件的代码结构,如何改变主体行为10.6.4 代理技术工厂10.7 代理网格操作系统:网络代理的运行管理
环境10.7.1 在经典操作系统上模拟代理运营环境10.7.2 代理网格操作系统提出与结构描述10.8 网络世界
的计算理论10.8.1 网络计算机研究为什么长期没有进展10.8.2 计算资源与计算主体10.8.3 模拟生物细胞
群体运行(群体计算模式)10.8.4 网络群体不确定计算理论10.8.5 网络无限群体计算理论10.8.6 高阶无穷计
算机计算理论10.9 TCAF网络世界的体系结构理论10.9.1 信息化体系结构是什么10.9.2 传统信息化体系结
构方法10.9.3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的关联模式体系结构方法参考文献附录 现代科学的启示A. 现代科学的
相互启示与困惑概论A.1 分类科学之间相互借鉴带来的困惑A.2 多科学分支不同发展形态带来的困惑B. 
物理学发展的启示B.1 量子力学期望发展成超越分类的统一科学B.2 物理学最高科学形态:在网络世界中
再现宇宙和天体C. 从生物进化的自组织理论谈起C.1 进化=自然选择+ 群体组织优势C.2 生物的自组织
关联性如何实现的C.3 生物学对信息化科学的建立有什么启示D. 生物学的启示:行为的关联是生物主体
独有的关联E. 生物物质、能量、信息与行为的量子化结构描述是数学描述的基础E.1 生命主体结构的
量子化单位结构E.2 生命物质的量子化单位结构E.3 生命能量的量子化单位结构E.4 生命信息的量子化
单位结构E.5 生命行为的量子化单位结构F. 数学发展的启示:计算机可读和主体数学是数学的新天地F.1 
形式化与直觉主义F.2 有限与无限F.3 计算机可读数学F.4 走向面向主体和不确定性的数学G. 生物数学
的启示:主体数学是在网络世界中再现虚拟生物世界的数学G.1 单一生物系统动力模型G.2 多生物系统
动力模型G.3 生物化学的动力模型H. 信息化总体设计师和生物学家的对话H.1 “不学习生物学就失去
信息化科学前沿研究的资格”H.2 信息化总体设计师如何取得讨论生物学的资格I. 中国古典行为学与
西方语言学推动历史的启迪I.1 中国历史为何没有产生现代科学体系和工业革命I.2 语言学与行为学关
注点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明发展历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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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中医学与现代生物行为学和系统学》可供广大电工人员学习参考，亦可作为工
科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必不可少的学习参考资料。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网络世界再现生命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