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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分子逻辑计算》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基于布尔逻辑的单输入和双输入驱动的所有类型逻辑门。每一种
逻辑门体系都用具体的实例来说明，这是本书的最大亮点。特别是对于可重构的逻辑门介绍，化学体
系中所体现的多样性是本书的另一大亮点。书中对分子算术和其他更复杂的逻辑操作，包括记忆存储
功能和非二进制逻辑操作也有相关阐述。在介绍了与量子理论相关的知识后，最后本书给出了一些分
子逻辑计算的应用实例。
对于从事分子逻辑计算研究的科学家、学者和研究生而言，这将是一部权威的、综合性的、具有参考
价值的“一站式”著作。
“A.P. de Silva在分子逻辑计算这一重要领域方面已经做得非常成功，这是令人钦佩的。对于那些还受
困于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年轻人，一定能从这本书中得到许多对他们研究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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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A.P.deSilv教授，任教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是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
知名科学家，是最早从事分子逻辑计算相关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研究造诣，并在1993
年首次创新地提出具有分子属性的逻辑门。
译者：田禾教授，是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田禾教授创新合成多构型逻辑功能分子机器，解决了分子尺度上精确表征分子机器运动的关键问
题。至今，其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SCI论文288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4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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