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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生态系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除自然造化的原生态系统——第一自然（大自然）外，还有自
人类诞生演进至今的信息时代所创造的、来自大自然且高于大自然的第二自然，即一系列功用不等、
形态各异的人工器物的系统集成。
它极大地增进了原生态构成的内容、丰富了原生态的形态面貌、异化了原生态生长的规则、冲击了原
生态发展进程的自然轨迹与天然走向。
　　随着生物物质时代的来临，人为新物种、新生命特质及其体征形态的复合、重构与演化，必将形
成一个全新的人为自然生态体系——第三自然乃至第四自然，并由此带来传统意义上原生态系统、原
生命内涵的进一步异化。
　　进人21世纪，正当全球信息化浪潮澎湃之际，一个或将颠覆人类传统思维与伦理定式，推动人类
社会走向，改变人类命运的时代新潮正在暗流涌动、蓄势待发，这就是生物物质科技（亦称生物物质
工程）时代。
　　人类一次次技术革命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一次次地引发生态系统在原有自然轨迹上的不断异化
，进而极大地丰富和促使人造生态与形态系统的演变进化。
　　毋庸置疑，对承载人类智力活动尤其体现人类智慧之光的设计——设计观念与设计行为的影响，
也必将是巨大深远甚至是革命性的。
　　同时，在现今与未来，人类的设计思想与设计行为在生态异化与形态演化的过程中同样对其产生
着愈发重要的或消极或积极的互动作用。
　　但是，如何以宽广联系和动态发展的多维视野来观察、思考生态、形态与设计的关系问题，如何
在设计的理念创新与未来展望上有所突破，例如对“生态变异的人为动因、生态变异与形态演进的关
系、与工业设计工程尤其是产品设计未来发展的相互关系”等，目前尚鲜见成熟系统的比较研究。
　　在工业设计领域，这既是其实用价值之潜在，又是目前该领域理论研究之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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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出了生态异化、形态演化与设计进化的各自特点、有机联系及互动作用。
    归纳了目前与将来生态异化的四种形式：生物的机械电子化；机械的生物智能化；产品的家族性别
化；造物的生物工程化；并对它们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与工程、设计和人文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
    总结了传统形态研究的局限与形态演化的动态线索与基本规律(演化图表)。
    结合过去尤其针对未来生物物质时代，对设计本质和产品设计进行了理论分析。
    首次提出了生物物质产品设计的全新理念。
    前瞻性地提出了设计进化领域总体的内涵原理、设计方法、造型手段、遵循原则等一套具有可操作
性的基本理论架构和全新概念体系。
    对生态异化、形态演化与设计进化下的人类自身命运、生命本质等进行了探索。
对新型设计伦理体系与机制的建立提出了设想。
    在原有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三自然与第四自然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以上特色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前瞻性：对生态异化、形态演化与设计进化三者的各自特点与相互
之间的意义作用，对现代形态学动态的宽广深入研究，对未来在生物物质工程时代的工业设计工程领
域中关于产品设计的进化与发展，特别是生命科学、生物物质产品设计工程体系的开创和设计伦理体
系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意义和具体的实用参考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设计前瞻>>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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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电子化现状之概述    三、生物的机械电子化前瞻之思考  第二节  机械的生物智能化    一、机械的
生物智能化概念之提出    二、机械的生物智能化现状之概述    三、生命智能与机器人发展之思考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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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进化    一、未来设计内涵与外延的扩展    二、未来设计的方法与原则的更新    三、未来设计伦
理与底线的构建结束语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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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大量的数字记忆加以补充，还能在思考运转的一瞬间，和互联网这类大量信息资源连接。
”“因为医学界已经在人脑中植入芯片，与脑神经直接相连，试图治疗帕金森氏症与听觉障碍。
”　　可以预见，在2099年前，将有一部分人保留着全部的生物躯体，也有不少人因疾病或其他原因
，更换上了许多“人造器官”，也许有人将自己脑袋的部分乃至大部分也转换成了电子芯片。
　　“人脑与电脑的结合而成的新物种，将具备自我设计能力，不但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还能主宰
整个宇宙！
”这决非危言耸听。
　　综合以上分析研究，本书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会有更多、更高级的外在人造器物（包括
生物基因工程产品）移人体内或取代原有器官，量变到一定阶段，必将引起人类原本生物属性的质变
以及精神伦理的重构。
可是，这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人类，这种生物的机械电子化，是异化的人机杂交体，是在第二自然的
基础上，由后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人类所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第三自然现象。
　　第二节 机械的生物智能化　　一、机械的生物智能化概念之提出　　机械器物作为人造第二自然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诞生或其进化的早期，只是介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之间的形态，没有生物
化状态（原材料来自生物除外），更没有性别之分；但随着人类的进步，第二自然形态愈加丰富多彩
，人造机械器物也在随之由低到高地进化，它们在形态与原理上越来越具有生物的特性：陆上，古有
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今有美军研制的“战地挑夫”机器狗；自行车有坤车和山地车（男性化）；汽车
形似甲壳虫；仿猫咪前爪设计的高效轮胎。
空中，有巧若蜻蜓的直升机。
水下，有鲨鱼或海豚造型的潜水艇⋯⋯当然，这些只是人造机械器物在形态上或生理上对生物表面的
模仿之举，仅仅是机械器物从外在生理形态上的低级生物化。
　　但时至今日，不断创新的人类更加把对生物尤其是人类大脑智能原理功能进行开发借鉴，并移植
应用于非物质性虚拟形态的软件开发，以及各类系统工程的应用开发，尤其体现在物质性现实形态的
机械器物的设计制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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