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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一机交互作用之我见
-

一下一世纪的中心问题之一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广泛应用
,

特别是它在工作生活各领域的迅速普及是本
一

世纪最为惊

人的科学成就
。

我们可以预计在下一世纪这一过程的发展将更为广泛深入
。

人与电子计算机

的关系更为密切
,

交互作用
,

互为发展
。

人把自己的特质物化于计算机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

各种 自动化设备之中
,

创造更接近于人的智能机器
; 反过来这些新的机器又能促进人的思维

发展
。

因为有了计算机 的帮助
,

人脑的功能得到直接的刺激与培养
,

会达到今天 无 法 设 想

的效率
。

知识的传播与保存
,

人对知识的掌握与应用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
。

这种变革将超过

有文字的人与文盲之间的差异
。

由于电子计算机以及它的影响而造成的物质的
、

技术的变化

会加深不 同发达程度国家之间的差距
。

这种差距将从生产
、

技术
、

科学的层面扩大到社会
、

文化
、

人 口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各层面
,

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
,

造成政治
、

经济和 阶级关

系的歧变
。

电子计算机及其属类的自动化生产
、

科研设备将是下一世纪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部

分
,

从而会影响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
。

我们可以从以下儿个方面预测下一世纪人与电子计算机的交互作用
。

(一)认知方面 从计算机本身看
,

这是未来计算机发展的重要方面
,

如何从认知心理学

研究的基础
_

L创造新一代计算机
,

弥补当前计算机的不足
。

例如发展直接操作的界面 (d ir e 二

e tm a n ip : tla tio n in te r fa c 。s )
,

高抽象水平上的人一机交互作用
,

经验作用的计算机实现
,

自然语言为基础的人机对话
,

计算机自己实现的学习提高
,

模糊数据的处理与通讯
,

对计算

机提出建议的可接受性研究
,

专家系统有用性的测量等等
。

从人本身看
,

计算机的广泛普及

将从幼小时期进入人的生活
。

这对于儿童
、

青少年智力的发展
,

学习能力的提高都会有促进

作用
。

对成人的工作要求更着重于智能方面
。

这将对教育
、

政策发生影响
;
也是提高人口质

量的一个方面
。

(二 )健康方面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以计算机为基础的 自动化的发展
,

医学与环境保护将

会有重大的改进
,

许多疾病将得到控制
。

但是新的问题也会产生
,

可以预计
,

未来的工作性

质将从体力型变为脑力型
,

紧张程度随着工作的负荷和节律的增加而增加
。

所 以心理的疾病

将变成主要的威胁
,

如何使计算机分担人的紧张工作将是重要课题
。

例如
,

智能的管理信息

系统将减轻领导者的负担
,

计算机辅助决策将使人的失误减少
。

人的可靠性与机器设备可靠

性的互补
,

创造更适于人的健康的工作条件
。

办公 自动化
,

生活服务自动化
,

代替人从事危

险工作的机器人
,

计算机辅助的会议与通讯等将有助于减少工作的应激
。

环境 监测系统更为

有效
,

天灾人祸更会受到控制
,

人工智能补救人本身的缺陷
,

使残疾人也能生活得更好
,

更

健康
。

人造器官也将逐步变成现实
。

(三 )社会与组织方面 计算机的发展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首先是科技的高度发展
,

生产 自动化的广泛应用将使劳动就业间题发生质的变化
。

一般

体力劳动会大大减少
,

这将成为下一世纪全球性的现象
。

高智力劳动将成为社 会的 主 要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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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

一方而
, 一

工什日将减少
,

使人获得更多 自我发展的机会
; 另一方面

,

可能造成大量的失

主1卜
。

其次
,

经济生活的计划性将由于计算机的帮助而加强
,

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加强
。

口前

的货币形式将改变
,

流通将通过计算机系统
。

通讯能力的提高使企业 向跨国方 向发展
。

科学

技术的提高要求更有组织
、

更有计划的发展生产
,

这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 自由竞 争 发 生 矛

盾
,

从而不得不进行变革
。

第三
,

科技高速发展刀!电子计算机的进步
,

使生产效率大增
,

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差距加大
,

贫富对立加剧
。

人们将探求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
,

马克思主义会在高科技社

会的基础上重新为全世界有识之士所重视
。

(徐联仓 中科院心理所 北京 1 0 0 0 8 0)

生物技术未来发展的预测

生物技术是许多技术的综合体系
,

属应用和发展研究
。

它既是生物学等许多基础学科和

技术科学发展的结果
,

作为技术和方法
,

它又对生物学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 巨大影响
。

(一 )发展趋势

到本 世纪末
,

现有生物技术将 日趋成熟
;
第二代生物技术—蛋白质工程会有大发展

;

开始出现第三代生物技术的萌芽
,

其特征是生物技术与其他单项或多项新技术的 交 叉 和 结

合
,

如生物电子技术
、

生物新材料技术⋯⋯
,

同时
,

生物技术的应用
,

从陆地向海洋发展
,

以开发海洋生物资源为 目的的海洋生物技术兴起
。

2 0 0 1

—
20 20 年

,

由于第一代生物技术的成熟
,

可形成生物技术规模产业 ; 第二
、

第三

代生物技术 日趋完善
,

会有重大进展和突破
; 生物技术应用的诸方面将全面进入实用阶段

。

(二 )主要内容

科学研究方面
,

到本世纪末
:

¹ 与分子生物学结合
,

人体及若干重要经济作物的基因组

图谱及序列分析将取得重大进展
; º 大大促进蛋 白质的研究 ; » 可阐明遗传病及癌症的遗传

及化学基础
。 20 0 1

—
20 20年

,

生物技术将普遍用于研究生物的各种功能
,

特别是脑功能和

人体其他重要功能
,

从而可实现部分模拟这些功能
。

医药
,

到本世纪末
:

¹ 新药和新疫苗 (包括艾滋病疫苗 )数量增加
; º 少数几种遗传病的

基因治疗进入实用阶段 ; » 癌症诊断及治疗有重大进展
。 20 0 1

—
20 2。年

:

¹ 基因修饰或人

工设计的新药
、

新疫苗大量问世
; º 遗传病

、

癌症及心脑血管病的诊断
、

治疗和预防会有重

大突破
。

农业
,

到本世纪末
:

¹ 抗除芬剂
、

抗病毒
、

抗虫的经济作物可推广应用
,

转基 因 动 物

(禽
、

畜
、

鱼 )进入实用阶段
; 20 0 1

—
20 20年

:

抗干旱
、

抗病
、

高光效及固氮基 因工程会有

重大突破
,

转基因动物可推广应用
。

另外
,

到本世纪末
“

细胞工厂
”

会大大地发展
,

基因的高等动植物个体表达系统会有重大

突破 ; 20 0 1

—
20 20年

,

这两方面会在轻工
、

化工
、

医药
、

农业方面推广应用
。

市场预测
: 20 2 0年 以前

,

仍以医药方面为主
,

农业
、

轻工
、

精细化工的比重将会依次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