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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初，网络科学受到世界各国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及军事等社会各界人士
及民众的高度关注。
2009年7月24日出版的《science》杂志推出了新专题“复杂系统与网络”，包括12篇文章。
在其前言“联系”中首先引用了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们都无法逃避地处在
相互联系的网络中，只要任一事物直接地影响了其中一个人，就会间接地影响其他所有人。
”他还写道：“从混沌到复杂性，从我们细胞中的分子运动到全球通信网络，我们都是网络的一部分
。
本专题将全面介绍目前在各学科领域中科学家们如何‘将网络推向极限’。
”（该专题每一篇文章均配有通栏标题“Pushing Networks to the Limit”）　　在美国和英国等欧美国
家，网络科学的研究正在兴起。
2006年5月16~25日，国际网络科学学术会议（NetSci 2006）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并得到了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资助；2007年5月20～25日，Netsci 2007在美国纽约科学馆召开，并举办了网络科学图片展览
；2008年6月23~27日，NetSci 2008在英国诺里奇生命科学学院召开；2009年4月24日，第一届IEEE国际
网络科学用于通信网络学术会议（NetSeiCom 2009）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2009年6月29日～7月3日
。
NetSci 2009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意大利Sapienza大学物理系42岁的副教授G。
 Caldarelli担任了此次会议的主席，他从事生物学及生态网络研究，建立了网络世界模型并应用于食物
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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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完全是机缘巧合。
在1987年7月，网络科学研究的一个先行者——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Manrred Kochen（1928年至1989年1
月7日）曾应《网络科学（第3卷）：生物网络》作者之邀来军事科学院作学术报告“智能管理系统”
，相关照片刊登在《军事系统工程》杂志（J987年第2期），他主编的《小世界》一书于1989年1月1日
出版，现已被列入美国科学院研究报告推荐的35种网络科学代表著作之一。
在2009年7月24日出版的《Scieiice》杂志推出了新专题“复杂系统与网络”，其中有著名网络科学家A
。
L。
Barabasi的一篇论文，他再次引用了I。
Pool和M。
Kochen于1978年发表的题为“接触及影响”的著名论文。
该论文介绍了以小世界现象为原理建立数学模型的开创性工作，这是最早的小世界网络模型，后来被
称为PoolKochen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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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宪钊，广东梅县人，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计算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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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50余篇，在国内编写出版著作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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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系统控制　　为了应用来自系统结构和行为理解的知识，有必要建立一个控制生物系统状态的
方法。
如何将功能异常的细胞转变成健康的细胞？
如何控制癌细胞使之成为正常细胞或使之凋亡？
能将处于分化状态的特定细胞转化为干细胞吗？
能否进一步控制它使之分化为需要的细胞类型？
完成这些控制技术将对人类健康造福无穷。
　　4.系统设计　　最后，希望发明能够使人类为了治疗疾病而设计生物系统的技术。
例如，在未来由病人自己的组织来设计和培养器官，这样的器官克隆技术对需要器官移植的疾病治疗
有重大作用。
在机器人、计算机等中使用生物材料，也有广泛的工程用途。
使用具有自修复、自维持性能的生物材料对工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将是革命性的。
　　图4.3以生物钟系统为例显示了系统生物学的研究内容。
图中的生理节奏是指与地球24小时运转相关联的新陈代谢、内分泌与睡眠等节奏。
　　2003年，德国布伦瑞克大学教授R.D.schmid在文献中用一幅图概括地描述了系统生物学基本的研
究内容与方法，本书作者略作改动，如图4.4所示。
　　图4.4简要描述了系统生物学基本的研究内容与方法：使用前期实验的和生物学的知识来公式化最
初的成分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推导所选择的生物学参数。
进一步，系统地开发那些构建生物现象的所有的最初的数学模型。
对来自实验和各种模型预测的各种结果数据进行比较，有助于筛选出那些能最好地描述这些数据的模
型。
利用与以前构建的模型相矛盾的案例及数据可以改进现有的模型。
为推算新的参数也可以设计和进行新的实验。
还可以反复地进行实验观察并与模型的预测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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