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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寥几俪一

几恤兼统数寥蓦
, 日

蓦科动画

�� �� 年
,

由我国遥感领域学者毕思文研究员提 的跨学科
、

跨领域学术探讨格局 已经形成 ( 核心研

出的
“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

新交叉学科概 究成员参加的国 内外学术会议 )� 余次
,

在国内外

念
,

在 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

这一边缘性
、

交叉 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 � 余篇 ( 《科学时报》
、

《科学新

性和多学科性均很强的学科动向
,

一经提出便引起 闻周刊》和中国科普网等新闻媒体均做了相关报道

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探究
。

为此
,

中科院 并给予 了较高的评价
。

一个由有关高等院校 和科研

遥感应用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毕思 文 机构联合发起
,

挂靠在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

研究员联合有关高校 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

分别于 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数字人体研究中心
”

业

�� �∗ 年 + 月 和 � � �, 年 )� 月在北 京举办 了中国第 已成立
,

工作开端良好
。

这一切使广大科技工作者

一
、

第二届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学术会议
,

们似乎看到了一片新的探索沃土
。

通过学术探讨
,

进一步统一 了认识
,

明确了方向
,

初 所谓遥感科学技术
,

是指不直接接触研究实体

步形成 了
“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

理论体系 就能够了解到它的状况和性质的一门科学技术
。

它

构建
。

目前
,

第一部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借助于专门的传感器
,

接收透过介质的不同物体对

专著已经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 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 电磁波谱的吸收
、

反射和发射的比例
,

用识别各种

研究所
、

北京工商大学信息工程学院
、

中国中医研 地物的性质
、

结构和运动状态
,

帮助人们通过这些

究院
、

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

北京中医 波谱信息的处理
、

分析
、

模拟和反演
,

认识地球万物

药大学
、

北京理工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
、

沈阳中医药 的分布及其发生发展过程
,

并上升为规律性的认

大学
、

南京中医药大学
、

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等单 识
。

目前
,

遥感科学正进人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在理

位的学者参与的
,

由中国医药信息学会
、

中国人工 论上
,

从定性发展到半定量
、

定量
,

从分散发展到集

智能学会
、

中国系统仿真学会等学术团体热情支持 成
,

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在不断深人 ( 在技术上
,

已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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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数字人体

可见光发展到红外
、

微波
,

从单一波段发展到多波

段
、

多极化
、

多角度
,

从单一遥感器到多遥感器的融

合
,

已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对地观测技术 ( 在应用

上
,

已从试验走向应用
,

从区域应用到全球范围的

应用
,

并正在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 在精度上
,

正在向

着获得更高的辐射分辨率
、

空间分辨率
、

光谱分辨

率
、

时间分辨率的方向发展
,

正在成为持续
、

动态
、

多尺度
、

高精度地获取信息的先进手段
。

特别是近

年来
,

它与全球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融

合
、

渗透和统一
,

形成了遥感地理空间信息集成技

术
,

为生物科学
、

生命科学
、

环境科学
、

地球科学
、

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及 国防安全等提供了新 的科学

方法和技术手段
,

它是数字人体信息获取的高新技

术
,

形成了新型的人体信息观测系统
。

目前在
“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

的研究方

法
、

基础理论
、

原型与模型
、

核心技术
、

空间信息基

础设施
、

技术方法
、

标准化
、

数字人体应用示范
、

数

字人体与中医药工程
、

数字人体与交叉学科和数字

人体微观研究一量子人体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

成果
。 “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

研究所涉及的

动态学图象处理与分析是精确的定量研究
,

无论是

人体系统结构的精确重建
,

还是人体器官
、

组织状

态及与周围器官
、

组织的关系等
,

都需要涉及大量

的数据和复杂性的计算
。

人体系统数字学用信息化

和数字化的方法研究和构建数字人体
,

即人体活动

的信息全部数字化之后由计算机网络来管理
,

以了

解整个人体系统所涉及的信息过程
,

特别注意人体

系统之间信息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
。

这一特点

与
“

数字化虚拟人
”

有着本质的不同
,

使其在现代 中

西医学
、

智能科学计算
、

人类工程活动以及科学数

据共享等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
。

“

数字人体一人体系统数字学
”

是当今医学科学

技术
、

生命科学
、

信息科学
、

智能科学技术和计算机

科学技术的高度综合
。

它的学术发展将大大促进

� )世纪医学科学技术从定性描述向定量表达发展
,

其研究成果将加深我们对人体系统的认识
,

提供公

共卫生安全管理的有效手段
,

有可能深刻地 改变未

来人体系统的研究活 动 和人们 的生 活与工作方

式
。

实现我国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
,

要求我们

首先实现我 国科技发展 由以跟踪为主 向自主创新

为主的战略转变
。

为此
,

科技部提出
,

对于不同的创

新思路和技术路线
,

应给予积极地引导和扶持
,

调

动各方面的创新积极性
,

在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发

现和凝聚重大的科技问题
,

形成国家新的支持重

点
。 “

数字人体
”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

不仅需要

多学科联合攻关
,

还有赖于中医学的理论支持和创

新
。

在新年首刊 出版之际
,

本刊联合中国科学院遥

感应用研究所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

北 京工商

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
,

共同组织 了

本期的专题讨论
,

向读者作一初步介绍
,

藉此推动

这一新学科的发展
,

推动中医药现代化相关科学研

究思路的衔接
,

推动中医药学术的发展
。

今后
,

本刊将不定期刊出各种专题讨论
,

欢迎

广大科研工作者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及建议
、

要

求
,

与我们一起来办好这个栏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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