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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脑信息论到量子计算机信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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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信息”的“双重解”结构，不管是强“不可克隆”，还是弱“不可克隆”，“结构信息”一般是“不可

克隆”的。而不管是强“克隆”，还是弱“克隆” ，“交换信息”一般是“克隆”的。而所谓的观察、测量，其本质

也是一个“克隆”问题。但量子计算机（量脑）的计算本质，则不类似电脑是一个提高“克隆”质量的问题，而

是一个把“不可克隆”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可观察、测量的“克隆”问题。但信息如若没有定义，则是个贫乏的

概念，其他概念也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而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因此，

信息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但也只在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因为量子计算机和电脑的原理是不相同的，

这个中的道理是，量子理论虽然把任何事物包括光、物质、能量甚至时间都看成是以大量的量子形式显现的，

并且这些量子是粒子和波的多种组合，以多种方式运动，但量子的拓扑几何形状抽象却长期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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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脑信息论】 

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

念便是信息。但信息如若没有定义，则是个贫乏的

概念，其他概念也不能据此得到表达和关联。而信

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

因此，信息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但也只在由知觉

传递，由记忆储存。 

量子理论与相对论是 20 世纪物理学两大支柱，

也是二十世纪物理学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果。到

1982 年，Wotters 和 Zurek 在《Nature》杂志上发表

一篇短文，提出所谓的量子不可克隆定理：即一个

未知的量子态不可能被完全精确复制。这个定理，

虽然有人认为已经蕴涵在量子态叠加原理的最基本

的量子力学原理之中，其实质是量子态叠加原理的

一个重要推论，但笔者不完全同意这个结论；量子

不可克隆定理给量子信息的提取设置的不可逾越的

界限，以及“量子态不可克隆原理”指明环境的不可

避免地破坏量子的相干性，就已经能说明，克隆与

不可克隆，其本质是介入传统问题的新视角。而且

量子不可克隆定理已经开始能应对来自信息世界和

信息社会新的智力挑战。 

然而早在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哲学家将其注

意力从可知客体的本质转移到客体与认知主体之间

的知识关系，随后而来的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现在

管理信息圈的工具、组织、信息圈数百万人打发他

们时间的语义环境的出现，信息已上升为一个基本

概念，并突出了信息与计算科学的概念、方法和理

论基础。这是自人工智能早期工作以来就很清楚的

事。特别是 1948 年，申农(Shannon)指出通信的极限

而奠定的信息论基础；这个基础最初出发点似乎非

常简单，但却不简单。申农定义的“信息”概念是，

信息的最基本形式是某一事物的对与错。 

这个“对与错”，和“克隆与不可克隆” ，介入信

息的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其本质是电脑（电子计算

机）信息论。因为“对与错”可以用一个二进制单位，

或者说一个“比特”，以“1”或“0”的形式来表达。在这

一过程中，申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通过信息编码

来对付各种形式的干扰，能将信息从一个地点传送

到另一个地点。目前，关于电脑与信息研究，已经

结出累累硕果，影响也日益广泛，可以说，现在信

息论研究的三个范畴：A.狭义信息论；B.一般信息

论；C.广义信息论，其本质都属于电脑信息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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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克隆的内容。 

同时申农的定义，使信息成为人们对事物了解

的不确定性的消除或减少。这也是从“对与错”的角

度下的定义，例如,信源发出了某种情况的不了解的

“对”的状态，即消除了不定性；并且能用概率统计

的数学方法，来度量为定性被消除的量的大小：如

以 H（x）为信息熵，是信源整体的平均不定度；而

信息 I（p）是从信宿角度代表收到信息后消除不定

性的程度，所以它只不在信源发出的信息熵被信宿

收到后才有意义。在排除干扰的理想情况下，信源

发出的信号与信宿接收的信号一一对应，H（x）与

I（p）二者相等。 

所以信息熵的公式,也就是信息量的分式。当对

数以 2 为底时，单位称比特（bit）,信息熵是 l0g2=1

比特。然而在热力学中，熵是物质系统状态的一个

函数，它表示微观粒子之间无规则的排列程度，即

表示系统的紊乱度。这正如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量是

它的组织化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的熵就是它的无

组织程度的度量；即这一个正好是那一个的负数。

这也说明信息与熵是一个相反的量，信息是负熵，

它表示系统获得后无序状态的减少或消除，即消除

不定性的大小。 

然而，不管是语法信息、语义信息、语用信息；

离散信息、连续信息；二元信息、多元信息；自然

信息，社会信息，科技信息，文艺信息，经济信息；

前馈信息、反馈信息；真实信息、虚假信息；有用

信息、无用信息；概率信息，突发信息，确定信息、

模糊信息等，从应用、来源、载体分类来说多么复

杂，但它们具有的，1、可识别；2、可转换；3、可

传递；4、可加工处理；5、可多次利用（无损耗性）；

6、在流通中扩充；7、主客体二重性；8、可度量性；

9．可存储性；10．时效性；11．排序性等，都与“可

克隆”的性质类似。 

特别是关于信息传输的有效性、可靠性、保密

性和认证性研究中，例如,信源熵的定义、量化，信

源编码、信道编码、加密编码、解密编码，以及关

于信息的计量、发送、传递、交换、接收和储存等

问题，更是属于的电脑信息论的内容。1956 年法国

物理学家布里渊,出版的《科学与信息论》专著，从

热力学和生命等许多方面探讨信息论，把热力学熵

与信息熵直接联系起来，使热力学中“麦克斯韦尔妖”

的佯谬得以解释。 1964 年英国神经生理学家

W.B.Ashby，发表的《系统与信息》等文章，还把信

息论推广应用到生物学和神经生理学领域。 

这些研究，以及后来从经济、管理和社会的各

个部门对信息论的研究，使信息论远远地超越了申

农原通信技术的领域。目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

计算机和情报工作者以及普通老百姓，可以完全不

理会电脑信息论中隐藏的“克隆”概念的认同，而且

类似天气预报信息，股价预测信息，谎报军情信息、

经济信息等，和信息价值的度量及优化，好似与电

脑信息论的研究范围和数学工具无关，比如有效市

场理论中“股票价格反映公司所有公开的信息”的“信

息”的用法，一些反对电脑信息论的专家认为，这是

把公开的资料(文字数据)本身当作信息，实际上各人

对资料理解的不同，信息(量)是不同的。 

因此，他们希望扩大信息的研究范围和数学工

具，但此追求其本质仍然是一个提高“克隆”或“对”

质量的问题。 

 

【2、量子计算机信息论】 

量子计算机（量脑）和三旋理论的出现，也许

能更从多方面揭开“信息”与“克隆”关系的谜底，为

“信息”的本质提供更为清晰的图象。 

因为量子计算机和电脑的原理是不相同的，这

个中的道理是，量子理论虽然把任何事物包括光、

物质、能量甚至时间都看成是以大量的量子形式显

现的，并且这些量子是粒子和波的多种组合，以多

种方式运动，但量子的拓扑几何形状抽象却长期没

有统一。 

一种认为量子是质点，如类粒子模型；一种认

为量子是能量环，如类圈体模型。电子计算机属类

粒子模型，因为它的微处理器是以大规模和超大规

模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为部件，这是以晶体能带 p-n

结法则决定的电子集群粒子性为基础得以开发的。 

而量子计算机则属于类圈体模型，因为一台桌

式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元件如核磁共振分光计，它操

纵的是量子的自旋，而类圈体模型最具有自旋操作

的特色。类圈体的三旋即面旋、体旋、线旋，不仅

可以用作夸克的色动力学编码，而且也可以用作量

子计算逻辑门的建造。 

因为类圈体的三旋，根据排列组合和不相容原

理，可构成三代 62 种自旋状态，并且为量子的波粒

二相性能作更直观的说明：在类圈体上任意作一个

标记（类似密度波），由于存在三种自旋，那么在

类圈体的质心不作任何运动的情况下，观察标记在

时空中出现的次数是呈几率波的，更不用说它的质

心有平动和转动的情况。这与量子行为同时处于多

种状态且能同时处理它的所有不同状态是相通的。 

而这正是量子计算机开发的理论基础，并且能

提高计算速度。即由信息与电子计算科学（电脑）、

信息与通信技术，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在

导致一场大变革。然而电脑的信息革命，却误导了

人们，以为仅仅是电子计算机正面临晶体管的尺寸

缩小到常规微芯片的极限，显示的量子行为的限制，

才要求功能强大的量子计算机的。 

并且，这也不是有的人认为的，量子计算机的

研究范围和数学工具，与电脑信息论并没有本质的

不同。例如，量子计算机利用量子行为能同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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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状态且能同时处理它的所有不同状态，类似打

开一把有两位的号码锁，在电子计算机中，一位的

状态由 0 或 1 规定，两位就构成 4 种不同，即 0 与 0，

0 与 1，1 与 0，1 与 1。随着计算过程的进行，数据

位就能很有秩序地在众多的逻辑门间移动，因此在

电子计算机中可能需要进行 4 次尝试才能打开的计

算。而在类似的一台由极少量的氯仿构成的两位量

子计算机中，一个量子位可同时以 0 和 1 的状态存

在，两个量子位也构成类似的 4 种不同状态，但量

子位却不需移动，要执行的程序被汇编成一系列的

射频脉冲，通过各种各样的核磁共振操作把逻辑门

带到量子位那里，该锁只用一步就被打开。 

当然，也有更多的人认为，不应低估接受“克隆

与不可克隆”范式，所要遇到的不可逾越的困难。然

而，正是量子不可克隆的不可逾越，才能理解爱因

斯坦关于“我不相信上帝在掷骰子”的话。因为笔者

认为，爱因斯坦是从宏观物质的清楚、精确的信息

非常多，而不可克隆，说的对物质实体、实在、结

构最为本质的看法。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和玻尔

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信，就看下面以“克隆与不可

克隆”范式，对微观物质和宏观物质作的对比分析研

究。 

1、由于事物能“一分为二”或有“双重解”结构，

例如，物质可分为微观物质和宏观物质，我们也把

信息“一分为二”，类似“实体”的信息，设叫“结构信

息”；类似“关系”的信息，设叫“交换信息”。这仅是

和“克隆与不可克隆”作的近似对应，即假设“交换信

息”是“可克隆”的，而“结构信息”是“不可克隆”的。

现以 “人”代表宏观物质，以“量子”代表微观物质，

作对比分析研究。 

2、从时序上来说，宏观物质“结构信息”的“人”，

只能从“活”到“死”，不能从“死”到“活”。这是非常清

楚、精确的信息；因一个“人”的清楚、精确的信息

非常多，这是不能作假的，所以这个真“人”“不可克

隆”，即真品克隆就成了赝品。但宏观物质“结构信

息”的“人”的这种清楚、精确的信息虽然非常多，虽

是一种强“不可克隆”；但类似人有双生子，相貌可

相似，市场里的商品，可人工仿造，相对来说这种

宏观的相似、仿造只算弱“不可克隆”。其次“人”发生

从“活”到“死”的概率少，且类似相同信息发生的间隔

大，对这种弱“不可克隆”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因

此对“交换信息”的“人”，是可以克隆的。例如戏剧、

电影，拌演真人的演员这种克隆“人”，就可以从“活”

到“死”，也可以从“死”到“活”。 

其原因不光是改变了时序问题，而且还存在“速

度”问题。从速度上来说，宏观物质一般远离“光速”，

“结构信息”的“人”也远离“光速”，因此“交换信息”的

“人”容易“克隆”，而且这是一种强“克隆”。 

3、再说微观物质，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原理，量

子存在涨落，因此好似不清楚、精确的信息非常多，

容易克隆，即如俗话说的：“画鬼易，画人难”，因

为人，大家清楚，而鬼大家不清楚，可随便画。 

但事实上，从时序上来说，“结构信息”的“量子”

不但能从“存在”到“消失”，而且也能从“消失”转到

“存在”，这些清楚、精确的信息非常多，因此“量子”

克隆既难又不容易。其次，从速度上来说，微观物

质一般接近“光速”，“结构信息”的“量子”也接近“光

速”，量子涨落的速度也接近“光速”，而且这种类似

相同信息发生的间隔小，概率又多，因此“量子”是“不

可克隆”的；而且这是一种强“不可克隆”。 

是否“交换信息”的“量子”也不可克隆的呢？这

要取决于具体情况。否定随机性的学者认为，随机

性并非无序性；在真正的无序系统中，小误差会以

几何级数迅速发展，所以类似掷骰子的随机或概率

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一是像掷骰子一样，人们不

知道它的初始状态；二是它的无序运动。量子不可

克隆为量子编码的绝对安全性提供了基础，但也存

在概率误差迅速发展的环节。这让我国以郭光灿、

段路明教授为首的科学家独辟蹊径，避开量子不可

克隆的研究方向，提出了“量子概率克隆机”，这一

理论随后被国际许多著名的实验室所证明，被誉为

“段-郭概率克隆机”，他们推导出的最大概率克隆效

率公式，被国际上称为“段-郭界限”。其原理是，量

子态在超辐射的条件下会发生集体效应，能在消相

干的环境下保持其相干性，这一研究成果被国际学

术界称为“无消相干子空间理论”。 

他们运用“无消相干子空间理论”，在国际上首

创了“量子避错编码原理”，从根本上解决了量子计

算中的编码错误造成的系统计算误差问题。即这里

“交换信息”的“量子”的克隆，是一种弱“克隆”。 

4、综合上述“信息”的“双重解”结构，不管是强

“不可克隆”，还是弱“不可克隆”，“结构信息”一般是

“不可克隆”的。而不管是强“克隆”，还是弱“克隆” ，

“交换信息”一般是“克隆”的。而所谓的观察、测量，

其本质也是一个“克隆”问题。但量子计算机的计算

本质，则不类似电脑是一个提高“克隆”质量的问题，

而是一个把“不可克隆”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可观察、

测量的“克隆”问题。 

 

【3、信息范型、结构信息、交换信息的定义】 

人类需要随时获取、传递、加工、利用信息，

否则就不能生存。 

人类早期只是用语言和手势直接进行通讯，交

流信息。人们获得信息的方式也是两种；一种是直

接的，即通过自己的感觉器官，耳闻、目睹、鼻嗅、

口尝、体触等直接了解外界情况；一种是间接的，

即通过语言、文字、信号……等等传递消息而获得

信息。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不能离开信息的。人类不

仅时刻需要从自然界获得信息，而且人与人之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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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通讯，交流信息。长期以来，人们对结构

信息、交换信息和信息范型的认识都比较模糊，也

众说纷纭。现在通过对电脑信息论到量子计算机信

息论的研究，已能对它们作出定义。 

结构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强“不可克

隆”，还是弱“不可克隆”，一般是指“不可克隆”的结

构交换。 

交换信息：观察、测量的事物不管是能强“克隆”，

还是弱“克隆” ，一般是指能“克隆”的交换结构。 

信息范型：指对信息作的“克隆与不可克隆”的

“双重解”分类，一般仅指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这两

类范式。 

人们对于信息的了解比对于物质和能量的了解

晚，至今信息是什么？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确切

的定义。英文信息一词（Information）的含义，是情

报、资料、消息、报导、知识的意思。所以长期以

来人们就把信息看作是消息的同义语，简单地把信

息定义为能够带来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但是后

来发现信息的含义要比消息、情报的含义广泛得多。

不仅消息、情报是信息，指令、代码、符号语言、

文字等，一切含有内容的信号都是信息。有人还把

消息、情报、信号、语言等等，都认为是信息的载

体，而信息则是它们荷载着的内容。 

这何能定义信息范型、结构信息、交换信息等

概念呢？其实，通过对电脑信息论到量子计算机信

息论的研究，也提高了人们对信息是宇宙中，除物

质和能量外的第三个“要素”的认识，而且已经能给

“信息”作出一个完整、全面的定义。 

信息：是除物质和能量外，包含时序与概率的

第三个“要素”，既能包容“对与错”，又能包容“克隆

与不可克隆”的结构与交换。 

这里包容“对与错”，就有“熵”的存在，也有不确

定性的消除或减少。这里包容“克隆与不可克隆”，

就有“构成论”与“生成论”，或“物质实体”与“关系实

在”，或“自在实体”与“现象实体”的存在，也有“显析

序”与“隐缠序”，或“现实世界”与“可能世界”的分辩。 

本文不准备对此作更的解释，这里再以爱因斯

坦针对玻尔的量子论的关于“我不相信上帝在掷骰

子”的说法作些分析。这个跨世纪影响的争论，让半

个多世纪以来的许多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竞相

误导和夸大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分歧。其实，从

信息范型的“双重解”看，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没有

矛盾，他们俩人研究的都是“结构信息”，得出的研

究成果也都是“交换信息”，只不过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研究的是宏观物质，玻尔的量子论研究的是微观

物质，其研究成果“交换信息”，宏观物质与微观物

质在“克隆与不可克隆”方面有强和弱的差异。 

而 20世纪只有电脑信息论而没有量子计算机信

息论，因此让他们俩人讨论了半天无结果。1923 年

M·玻恩，向哥廷根科学院提交一封信，提名玻尔和

爱因斯坦为该院外籍院士；他在玻尔的推荐中说：

“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和实验研究的影响，比任

何其他物理学的影响都大”。过了 40 年，1963 年 H·海

森伯，在一篇玻尔悼文中写道：“玻尔对本世纪物理

学家们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的影响都更大，甚至

比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影响也更大”。 

又过了 40 年，现在本文想说明的是，盖尔曼在

《夸克与美洲豹》一书的“量子力学的当代观”这一

章结语中说:“我们正在努力建构量子力学的现代诠

释的目的，是想终止尼尔斯·玻尔所说的时代”。这是

从实数+虚数的“结构信息”角度来理解空间“描述长

度”，是一种偏重实数的“交换信息”；从历史求和的

角度来理解，又是对“结构信息”虚数的依赖。但这

都能用观控相对界的眼孔三旋理论统一起来，从而

有可能站在超越玻尔和爱因斯坦的高度作出量子力

学新解释。 

即不停留在爱因斯坦的“结构信息”的“不可克隆”

范围，强调要从玻尔的“不可克隆”高度进入历史求

和的“交换信息”层次。就这个意义上说，爱因斯坦

的光速界面是立本，玻尔的二重互补是立标，爱因

斯坦和玻尔的超前思想，难道还有多大的矛盾吗？ 

 

【4、量子计算机信息论与三旋】 

有学者认为，由于量子力学向信息学科的渗透

和拓展而重新热闹起来的有关“量子力学诠释”的讨

论和研究，目前如果尚有 100 道物理难题的困扰，

那么比起其他 99 道物理难题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和以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之间的协调，在 20 世

纪留给 21 世纪物理学的第一朵‘乌云’，就具体表现

在“EPR 实验”和“薛定锷猫佯谬”两个问题上。如果

中国人发明的环量子三旋理论，能够在解释微观粒

子的波粒二象性以及“EPR 实验”方面有所建树，使

量子力学摆脱 EPR 佯谬的折磨，但是它能否解除“薛

定锷猫佯谬”的折磨？也还要有所期待。 

因为三旋理论，还没有在解决“薛猫”佯谬方面

做文章。即使类似《潘建伟教授的多粒子纠缠态隐

形传输与三旋理论》一文，也不外乎是说明量子多

粒子纠缠能“超光速”的传输并非是“超光速”。而与

“EPR 实验”问题相比，“薛定锷猫佯谬”是量子信息

论中的关键问题，也是研制“量子计算机”的理论基

础之一。三旋理论避开信息论，其意图是否在为自

己找突破口？因为三旋理论曾声称，解决相对论与

量子力学之间不协调的矛盾，出路是把信息看成宇

宙的组成部分。全息理论是否真能革量子场论的命？

还不得而知，但环量子及其三旋能部分革量子场论

的命，其本质是拓扑学和微分几何的环面与球面不

同伦。 

是的，如果在三旋理论不讨论“薛定锷猫佯谬”，

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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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论应分为电脑信息论和量子计算机信息论双

重解。三旋理论对波粒二象性和 EPR 佯谬的解释，

用的是电脑信息论，即用环量子的三旋就能解释波

粒二象性和 EPR 佯谬，这里涉及的结构信息、交换

信息，只需“对与错”的判断。而对“薛定锷猫佯谬”

的解释，却要用到量子计算机信息论，即用环量子

的三旋还不能直接解释“薛定锷猫佯谬”，这里涉及

的结构信息、交换信息，还需要用“克隆与不可克隆”

对环量子三旋作出的解释。 

众所周知，球面和环面在拓扑上不一样。也就

是说：把球面拉拉扯扯，只要不破不粘上其它东西，

它可以变大、变小、变长、变扁，但还是个球面，

总也变不成环面；反过来，环面经过弹性变形之后

也变不成球面。象球面和环面这两种在拓扑上不同

的曲面区别，深化了微观物质“结构信息”的整体性

观念，通过三旋及转座子方法，可以找到了一种基

于对称原理的严格数理性证明： 

①自旋：有转点，能同时组织旋转面，并能找到

同时对称的动点的旋转。 

②自转：有转点，但不能同时组织旋转面，也不

能找到轨迹同时重复的旋转。 

③转动：可以没有转点，不能同时组织旋转面，

也不存在同时对称的动点的旋转。 

按以上定义，类似圈态的客体（简称类圈体）

存在三种自旋： 

A、面旋：类圈体绕垂直于圈面的轴的旋转； 

B、 体旋：类圈体绕圈面内的轴的旋转； 

C、 线旋：类圈体绕圈体内中心圈线的旋转。 

 

以上三种旋简称三旋。正是从严格的语义学出

发，才证明类圈体整体的三旋是属于自旋，而类圈

体的部分（即转座子）不是在作自旋，而仅是作自

转或转动，即整体与部分是不同伦的。 

在类圈体表面用经线和纬线画出网块，即把类

圈体分成环段，再把环段分成格，做成一种象魔方

那样能转动的魔环器，这种网块就是转座子（即子

系统）。任取一网块都能在类圈体面上沿体内中心

圈线作面旋；绕体内中心圈线作线旋；或随同圈体

整体作体旋。并且这三旋还可两者、三者交叉组合

运动。另外，转座子还可在圈面局部地区作圆圈运

动，即局部旋。与有 26 个转座子 54 格面的魔方相

比，同样转座子数和着色的魔环器旋转，由于线旋

时表面积还可变，就比魔方的 4325 亿亿余种图案变

化还要多得多。在这里，转座子可以看成魔环器系

统的子系统；反之，魔环器系统的子系统就是转座

子。 

在物质演变的各种层次，三旋现象都存在。微

观层次，环量子三旋“不可克隆”是显然的。在宏观

层次，由于魔环器线旋时转座子在内外的表面积要

变化，也能证明类似的魔环器难制造，而“不可克隆”。 

所以微观层次环量子的三旋，本质上是一种量

子计算机。三旋理论其本质也类似量子计算机是一

个把“不可克隆”的问题，转化为一个可观察、测量

的“克隆”问题。其结果支持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电脑人工智能信息论，还不是成熟的范

式。 

第二，量子计算机信息论的创新，与正统的物

质和能量哲学达到了一种新的辨证。 

而由信息与量子计算科学和信息与电脑、通信

技术引起的实践与概念的转换，正导致一场大变革，

这便是所谓的“量子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论转向”。其

中“克隆与不可克隆”的作用，就像特洛伊木马，是

把一种更具包容性的量子计算机的与信息的范式引

入哲学的城堡。 

因此，像丘奇(Church)、申农、司马贺(Simon)、

图灵、冯·诺依曼(Von Neumann)或维纳(Wiener)这样

的思想家，基本上只被传统的电脑信息论“对与错”

所承认。信息和量子计算机资源的利用，信息与量

子计算科学和信息与量子通信技术，将是最发达的

后工业社会使之不断增氧的机器，信息社会因此还

会迎来历史上最快的技术增长，且成为新千年的一

种象征。 

量子计算机信息论为哲学提供的一套简单而又

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新颖而又演变着的环量

子三旋准备的主题、方法和模式，将为传统的哲学

活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克隆作

为基础性的信息设计，可以解释和指导知识环境有

目的的建构，并可以为当代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系

统性处理。它可以使人类理解世界，并负责任地建

构这个世界。显而易见，从克隆的角度出发，可以

对信息做出规定和立法，以及信息应如何适当地生

成、处理、管理和利用，它将影响到我们处理新老

人文科学的整个方式，引起人文科学体系湧入自然

科学的结构信息、交换信息中去作实质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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