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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孟璞

　　２０世纪以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对整
个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很大。 当前国际上的竞争，
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愈发达，民众
的科学文化素质愈高，则国力愈强，国民愈富。 因
此，当今的时代，科学技术愈来愈受到重视。 努力
发展科技已成为时代的潮流。
　　科技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主要依靠两个方面
的实践活动，即科技研究和科技普及，而两者又是
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科研是科学家们从事的
事业，而科普则是面向全民的事业，是提高全民科
技文化素质的战略任务，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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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依靠科普可以把人们的生产、生活导入文明、科
学的轨道，加强科普已成为时代的要求。
　　科普的内容十分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
方面，即科技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普及。
这就是科普内容的三个基本元素。 它们之间是互
相紧密联系的，其中科技知识普及是基础，科学方
法和科学思想的普及常常寓于科技普及之中。 一
本优秀的科普书籍，不仅向读者普及了科技知识，
而且传播了科学方法，进行着科学思想的教育。
　　科技的普及，过去主要依靠讲演、写作和图画
进行。 现在可以借助于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化
手段，甚而借助于把声音、文字、图像集于一身的
“多媒体”。 但是，这绝不是说，传统的以图书进
行科学普及的形式就不重要了，就不需要发展了，
就可以丢掉了。 很多优秀科普图书，曾经教育了
一代又一代人，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教育人的功
能。 事实上，国内外许多优秀图书的出版一直没
有间断，并且有所发展。 这说明，科普图书的出版
是社会的需要，是其他形式所不能代替的。
　　在“科教兴国”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迫切需
要更多的优秀科普图书，呼唤更多的科普精品图
书的出现。 为此，我们选编了这套“科普趣谈”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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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这套丛书面向全社会的一般读者，但主要对
象是广大青少年。
　　值得告诉读者的是，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各
门学科的专家学者。 他们丰富的学识、生动的文
笔，一定会为读者所欢迎。

１９９９年 ６月 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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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寻根溯源话仿生

掀起它的“盖头”来

说到仿生学，您也许觉得陌生。 其实，追溯仿
生学发展的历史，它可算得上是咱们的“老朋友”
了。
仿生学是模仿生物的科学。 生物界各种丰富

多彩的功能，具有极其复杂和精巧的机构，其奇妙
程度远远超过迄今为止的许多人造机器，因此在
工程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人们需要向生物寻找
和进行模拟是很自然的，这种努力有着广阔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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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虽然仿生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不过是几

十年前的事，但人类仿生却有着上万年的历史。
自古以来，人类就与生物共同生存在地球上，就在
仿效生物形形色色的奇异功能和本领的过程中，
丰富和发展着自己。 有史以前，人类就开始模仿
生物的形态、结构和机能，来适应自然条件，以保
护和发展自己。 以后，又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地探
索、模仿生物结构与特性，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生产
工具，战胜自然，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
早在上古时期———离现在 ５０ 万～１００ 万年，

人类的祖先猿人出现在世界上时，陆地上到处布
满原始森林，有大量的狮、虎、狼、豹等猛兽和毒蛇
出没。 生活、生产能力低下的人类，成天面临着野
兽和毒蛇的危害。 为了生存，人类便模仿鸟类在
树上筑巢，用树枝、树叶和枯草，把巢建成有门有
户比鸟巢高明得多的住所。 后来，他们又兼仿野
兽造穴的方法，把树枝搭在地上，倚山靠石筑巢
（图 １）。 他们把木头削尖，联结起来，再敷上泥
土，上面铺上兽皮，建成了原始的房屋。 生活在黄
土高原的猿人，还在高原的土壁上挖洞造穴，后又
装设门、窗，逐渐发展成为较近代的房屋。



一、寻根溯源话仿生

l３　　　　

图 １　原始房屋

人类在狩猎中，发现蜘蛛在树枝上织网，一些
昆虫飞来一撞，即被蜘蛛网裹住，在一旁守候的蜘
蛛迅速扑上去，美餐一顿。 有些蜘蛛网形似漏斗，
上方开一个大口，下端封闭。 昆虫一旦落网，蜘蛛
立即跳出，将昆虫拖到“漏斗”底慢慢享用。 这些
猎人看到蜘蛛捕食昆虫的方法，受到启发，心想，
一个小蜘蛛用网能捉到昆虫，人为什么不能用网
去捕捉小鸟、小兔呢？ 于是， 他们就用树皮、野
藤、草绳等仿照蜘蛛网的模样，织成了一个大网。
把这种网张开，架设在各处草丰林茂的地方，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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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兔子；布在树上，捕到了飞鸟；撒到水中，捉到了
鱼鳖。 比起用棍棒打猎、用渔叉叉鱼来，既方便又
省力。 后来，人类又模仿蜘蛛织网的方法，用麻绳
织成像网一样的粗布，再一点点地缝缀起来，做成
衣服遮羞御寒。
后来，人类看到鱼儿在水中畅游，鸟儿在蓝天

飞跃，便由羡慕到模仿，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研制
成了飞机与舰船，取得了在天上和水中活动的自
由。

枟仿生学枠的诞生

从原始房屋到飞机上天和舰船下海，这几千
年的时间里，人们在生产实践中不断观察自然界，
研究和模仿生物，发明创造各种工具和机器，由简
单到复杂，由粗糙到精巧，适应了生产和生活的需
要。
尽管仿生学孕育于若干世纪以前，但这门新

科学的诞生，直到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才具备了
条件。
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模仿生物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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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新仪器、新设备也日益增多。 例如，根据蝙蝠
喉头能发出超声波的原理发明了雷达；根据响尾
蛇的颊窝能感知 ０．００１ ℃的温度变化的原理，发
明了可以跟踪飞机的响尾蛇导弹。 此外，模拟人
脑发明的电子计算机、电子脑人造神经元模型等
也相继问世。

在此基础上，生物学、物理学、生物化学、控制
论工程学等多种科学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许多世
纪以来发现和发明的积累和融合，使仿生学上升
到了一个新层次。 这时，仿生学已如“十月怀
胎”，只待“一朝分娩”了。

１９６０年，在美国俄亥俄州召开了有史以来第
一届仿生讨论会，共收到论文 ２８ 篇。 会上，美国
学者 Ｊ．Ｅ．斯梯尔给这门学科正式下的定义是：
“仿生学是模仿生物系统的原理来建造技术系
统，或者使人造系统具有或类似于生物系统特征
的科学。”此定义取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仿生
学遂告正式诞生。
研究仿生学的人来自各方面，研究的目的也

不同，因此，对仿生学的含义就有不同的理解。 广
义的理解是：仿生学这门学科研究生物系统各种
各样的特征（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等），作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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