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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信息反应场的构成 从本质上进行分析，任何新产品都是信息交合的产物。
要想获得科学研究的成果，获得技术发明的课题，就必须进行信息交合。
为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应提供一个可使信息交合在一起发生“反应”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所谓的信
息反应场。
 信息反应场最少应由两维信息标相连而成，越是复杂的信息交合过程所需要的信息标就越多。
因此，为了构思结构复杂或功能完备的系统，可以多设置几个相互联系的信息标，为信息交合创造条
件。
 从理论上分析，信息交合法由两个公理和三个定理构成： 公理1：不同信息的交合可以产生新信息。
 公理2：不同联系的交合可以产生新联系。
 定理l：人们心理世界的构象，即人们头脑中勾画的映像，由信息和联系组成。
 定理2：任何新信息、新联系均在相互作用中产生。
 定理3：具体的信息和联系均有区域性，即有特定的范围和相对的区域与界限。
 上述的两个公理构成了信息交合法的基本论点，即信息是事物问本质属性及联系的印记，人类通过信
息认识事物，事物在相互作用中又衍生出新信息，即子信息，这种子信息往往萌生创造发明。
 上述的三个定理则进一步说明了信息交合法的性质与特点。
比如： 定理1说明，心理活动是大脑中信息与联系的输入反映、运演过程和结果表达。
这可通过以下方面体现出来： （1）不同信息与相同联系产生的构象。
例如，x射线照相装置与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信息，但把它们交合在一起则构成CT扫描
仪，可诊断颅内或体内肿瘤。
 （2）相同信息与不同联系产生的构象。
例如，同样是灯，安装在街道灯柱上则成为路灯，安装在矿工帽盔上则成为矿灯。
 （3）不同信息与不同联系产生的构象。
例如，独轮车与锅碗瓢盆本来就不是相同信息，并且没有相同联系，但技艺精湛的杂技演员却能将它
们联系起来，表演“高车踢碗”的绝技。
 定理2说明，没有相互作用就不能产生新信息和新联系。
事实上，只要条件具备，任何信息以及任何联系之间，都能发生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
例如：将“桌子”与“床”交合，可导致床头桌问世；将“镜子”与“电视”交合，可导致反画面电
视机的诞生。
 定理3说明，任何具体事物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活动。
由于人类活动、科技条件、客观环境以及认识能力都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因而信息交合法的运用范围
及作用效果也只能局限在研究心理信息运演的范围内，人们不应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6.11.2信息交合法的运用 要获得信息反应场成果，关键在于科学分析与综合的过程。
在该过程中，存在许多变数，既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存在，又有现实性和可能性存在。
如果交合工作开展得好，会使人们思如泉涌，新的创意和构思不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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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学习创新知识、开展创新活动，进行创新实践的通用读物和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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