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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
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20世纪信息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它正由计算机程序控制化向智能化方向发
展；通信技术伴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不断进步；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
　　在20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涌现出30个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或科学家群体。
他们提出了控制论，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创建了国际互联网⋯⋯《在科学的入口处：30位信息科学家
的贡献》将带你来到20世纪科学的入口处，在这里回望20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了解你想知道
的20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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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宗凯，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信息技术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国家“十一五
”科技攻关计划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责任专家。
长期从事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研究，先后在美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合
作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8本，主持国家科技项目多项，科研成果多次
获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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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传真技术的诞生　　传真技术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诞生，比电话发明还要早30年。
它是由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贝恩的英国发明家于1843年发明的。
但是，传真通信在电信领域里发展比较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成熟起来，60年代后才得到了
迅速发展。
最近十多年来，传真的发展更为迅速，它已成为使用最广泛的通信工具之一。
　　钟摆的启示　　1842年，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贝恩研究制作了一项用电控制的钟摆结构，目的是
要构成若干个钟互连起来同步的钟，就像现在的母子钟那样的主从系统。
他在研制的过程中，敏锐地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这个时钟系统里的每一个钟的钟摆在任何瞬间都在
同一个相对的位置上。
　　这个现象使贝恩想到，如果能利用主摆使它在运行中通过由电接触点组成的图形或字符，那么这
个图形或字符就会同时在远离主摆的一个或几个地点复制出来。
根据这个设想，他在钟摆上加上一个扫描针，起着电刷的作用；另外加一个时钟推动的一块“信息板
”，板上有要传送的图形或字符，它们是由电接触点组成的。
在接收端的“信息板”上铺着一张电敏纸，当指针在纸上扫描时，如果指针中有电流脉冲，纸面上就
出现一个黑点。
当发送端的钟摆摆动，指针触及信息板上的接点时，就发出一个脉冲。
信息板在时钟的驱动下，缓慢地向上移动，使指针一行一行地在信息板上扫描，把信息板上的图形变
成电脉冲传送到接收端。
接收端的信息板也在时钟的驱动下缓慢移动，这样就在电敏纸上留下图形，形成了与发送端一样的图
形。
这是一种原始的电化学记录方式的传真机，尽管这个最初的实验结果很粗糙，却有力地证明了实现传
真的可能性。
　　1843年，亚历山大·贝恩发明的传真机获得了专利，标志着传真机的诞生，比1876年出现的电话
还要早33年。
这个装置应用于第一份横跨美国的电报信息传输中。
　　滚筒式传真机　　1850年，又有一位英国的发明家弗·贝克卡尔进一步发展了贝恩的传真技术。
他对传真机的结构作了很大的改进，他采用“滚筒和丝杆”装置代替了时钟和钟摆的结构。
这种改进的结构，工作状况有点像车床，滚筒作快速旋转，传真发送的图稿卷在滚筒上随之转动，而
扫描针则沿着丝杆缓慢地顺着滚筒的轴向前进，对滚筒表面上的图形进行螺旋式的扫描。
　　1862年，意大利物理学者高瓦尼·凯斯利建造了他称之为“pantelegraph”（意为pantograph
和telegram的混合产物）的早期传真电报机。
它是以亚历山大·贝恩的发明为基础，包括一套同步化装置。
从1865年到1870年间他的pantelegraph为法国邮政电报代理所使用，用于巴黎和马赛等城市之间输送照
片和文字等。
　　1865年，一位名叫阿巴卡捷的伊朗人根据贝恩和贝克卡尔提出的传真机原理和结构，自己研制出
了可以实际应用的传真机，并且带着他的传真机到法国巴黎、里昂和马赛等城市进行了传真通信的实
验。
同年，第一台工作传真机器和传真服务器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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