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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高新技术概论》

前言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社会要求的优秀人才必须
具有复合性知识结构，必须具备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整体思维的能力，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挑战，
各高职高专院校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性知识，以及蕴含在其中的科学方
法和科学精神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对理工类各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本专业外，对现代科学的广阔
领域也知之甚少，因此，为了配合大学生进行科学素养教育，我们编写了此教材。由于本教材已出
版5年，科学技术不断飞速发展，新的技术内容需要充实进去，因此在教材的第二版中，调整了部分
结构，更新了新技术内容。《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高新技术概论》在修订
中保持了原书的结构框架，主要更新了现代最新高科技的相关内容，修改中突出以下特点。1、实用
性、应用性强教材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为目标，贯彻实际、实践、实用的原则，内容注重与生
产实际紧密结合，针对性地选择实用性、应用性较强的内容，重点讲明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的意义及
应用。2、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材融入现代科技新知识、新成果和新技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后续课乃至终身学习奠定基础，部分内容有企业专家参与意见，
使内容更具针对性。3、打破传统教材体系教材结构紧凑，内容精练、全面，为适应文、理工各专业
的需要，编写时力求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并适当扩展某些内容。使文科学生能够理解，拓宽知识面，
理工科学生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在编写此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论著、教材和其他
文献等资料，在此谨向被引文的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编者学识水平和资料有限，在编写过程中
，难免会出现疏漏和欠妥之处，敬请读者予以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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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高新技术概论》系统地介绍了现代高新技术主要领域的知识、成就现状及发展趋势。主要内容
包括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概述，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现代分离技术，海洋
技术，空间技术，激光技术。《现代高新技术概论》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内容安排合理，实用
性、应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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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代高新技术发展概述 　第一节　技术的概念与分类 　　一、技术的概念 　　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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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信息技术　　21世纪，人类正走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已经和物质
、能源并列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资源。信息技术正以其广泛的渗透性和无与伦比的先进性与传统
产业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劳动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开创了人类智力解放的新纪元
。信息产业已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朝阳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化已成为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助力器；信息化水平则成为一个城市或地区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
都把加快信息化建设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美国率先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计划和“数字地
球”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一节　信息的概念　　一、信患　　1、信
息的基本概念　　人类从开始起就离不开信息活动。信息是人类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人们从自
然中获取信息，利用信息进行交往，传达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和情感，通过信息的
交流，社会才能实现相互的协同和彼此的合作。应当说，没有信息，就没有人类社会。但是在以往数
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未能认识到信息的存在或从未真正科学地把握住信息。直到20世纪中叶，随着
机电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控制论的建立，人们才真正开始科学地认识、把握和利用信息。　　1948年，
信息论的创始人、美国数学家申农（C.E.Shannon）发表《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系统地给出了信
息的定量描述，成功地用数学公式把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存关系
统一起来，标志着信息论的诞生。同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科学家维纳（Norbert wiener）在《控制
论－动物与机器中的通信与控制问题》中指出：“信息既不是物质，又不是能量，信息就是信息”，
提出了“信息”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第三要素的著名论断。如果用空间表示现实世界的话，那么可以
说，维纳和申农在人们已经熟识的物理性（物质和能量）空间之外，又把信息空间的存在揭示出来，
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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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公共课教材，也可供相关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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