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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20 世纪初产生的量子力学影响到医学领域

,

20 世 纪90 年代微弱磁场 测定装置的出现是量

子 医学的开端
。

量子 医学的基本理论 包括波动力学和水的微观构造
。

量子 医学是应 用量子物理理论

与方 法研究人体生命现象的科学
。

机体信 息的传递
、

贮存和机体群特征是疾病诊断和治 疗的基拙 ;

量子 治疗是改变机体 内各种电磁波及信 息贮存的标本兼治
。

中医理论的诸 多基础 问题将可能由量子

理论来解答
。

微弱磁场测定装置的 出现将为促进中医药现代化
、

中西 医结合架起桥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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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 的发展是 由于不 断

地吸取 自然科学的新理论新技术
。

但是随着人 口 的老龄化
、

疾病谱

的变化
、

药源性疾病的增加
,

人

们 已经认识到社会
、

环境
、

心理

因素在疾病发展中起 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

立 足于机械 唯物论的

价值观的现代医学越来越 显示 出

其局限性
,

而具朴素辩证唯物观

点的中国传统医学在世界范围上

大受关注
。

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

的今天
,

传统中医药 已经进人应

认真 向其它前沿学科学习和交流

的时代
。

但 已 有相当深度的 中医

药研究与其它前沿学科 在基础理

论和研究方法上还不能相融
,

深

人的直接沟通还相 当困难 【l]
。

量

子理论及 量子医学概念的 出现将

为促进 中医药现代化
、

中西医结

合架起桥梁
。

一
、

t 子医学及其基本理论

收稿 日期
:
2 00 2一0 2一2 5

2 0世 纪初产生 的量 子力学影

响到医学领域
,

在 2 0世纪 9 0年代

微弱磁场测定装置 的出现是量 子

医学 的开端
,

通过微弱磁 场测定

仪对构成物质及生物体 内原子 的

电子及其媒体的基本粒子 的运 动

所 产生 的磁场 进行 捕捉 和解析
,

从而达 到诊断和治疗疾 病的 目的

的医学成为量子医学 lzlo

1
.

量子 医学的基本理论 I2]

(1) 波动力学
。

波动力学是 量子力学 的一种

形式
。

每种 物质都有 自己相应 的

物质波
,

大如地球
,

小 如人体的

细胞都有 自己 固有 的波 长
。

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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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共振的特性
,

即两个 波长相 同

的波相遇时可发生 波的叠 加而增

幅
,

共振是 自然界一切 波动物质

的共性
。

利用共振 的原 理可 以鉴

别一种 波 与另 一种 波是 否相 同
,

若相同则发生共振
,

不 相 同则不

发生共振
。

超 高灵 敏度微弱磁场

测 定 装 置 一量 子 共 振 检 测 仪

( Q
u a n tu m R e s o n a n e e Sp e e tr o -

m e te r ,

简称QR A ) 就是用 这一原

理检 测某一物质 中的波 与仪器代

码所 代表的波是否相 同
,

相 同则

发 出共鸣音
,

不相 同则产 生非共

鸣音
。

(2 ) 水的微观构造
。

人体内的水 占体重的70 %
,

水

在构 成人体结构 和维持人体生命

活 动中起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
。

在

人体6个水分子 以氧原子为中心组

成六 环立体结构
,

这种构 造具有

吸收贮存微弱磁场 的作用
。

水 中

含有 矿物质
、

微量金属 (都为强

磁 性 体 ) 和 氧 分 子 (为 弱 磁 性

体 )
,

能 发挥 理想 的 磁场 记忆作

用
,

水 在各脏器 中运行
,

能记忆

各脏器组织 固有 的磁场信息
,

并

把它带 到全身各处
,

起到传递信

息 的作用
。

因此
,

可用含水分 的

毛发
、

尿 液
、

血液测定全身脏 器

的磁场 以诊 断疾病
。

在人体发 病

之初
,

首先是构成原子 的电子 的

运动发生异常
,

随后原子
、

分子
、

细胞 的微 观结构磁场信息发生 混

乱
,

甚至破坏
,

用QR S可以早期鉴

别脏器病变的有无及病情轻重
。

2
.

量子 医 学是应用 量子物理

丝诊与方法研究人 体生命现象的

科学

(1) 对疾病 的 研 究是 对机 体

信息的探测和解析
。

任何 物质 的相互作用
,

都 是

它们之 间进行 了信息交换
,

信息

并不是作为一种独立 的物质存在
,

但总是 以物质 的某 种存在方式 出

现
,

这种存在形式 可以 是物质 属

性
,

也可 以是物 质存在状态
。

前

者如 元 素
、

D N A ; 后 者 如温 度
、

压强
、

振动
、

波 动
。

物质存在 的

形 式不 同
,

信息 的探 测形 式也不

同
。

物质存在方式基本上 只有 两

类
:

颗粒物质与场
。

颗粒物质如

中子
、

质子
、

介子
、

原子
、

原子

团
、

分子及宏观层次 的有形物质
,

都与 周 围环境 有 明确 的分界 面 ;

场包括电磁场
、

声场
、

引力场等
,

其与周 围环境无 明确 分界面
,

只

有强度 的变化
。

颗粒 物质与场 总

是相伴和相互作用 的
,

场是物理

空间受相应颗粒物质 影响而产生

的某 种变化
,

颗粒物 质的任何变

化都会对空 间产生影 响
,

在场 中

形成相应 的波
,

波在场 中连续传

播下 去
,

直至被场 中的颗粒物质

吸收为止 ; 场 的任何扰动
,

也就

是波
,

又都有反过来作用 于场 中

的颗粒 物质
,

使其运动状 态产生

相应 的变 化
,

甚至波特别 强的地

方直接产 生颗粒物质
。

这 种场与

颗粒物质 的关系是信息交换 的唯

一途径
。

因此
,

只要分析探测手

段足够 可靠灵 敏
,

通过对 机体的

场 中波 动的解 析
,

可 以了解 机体

的颗粒物质的运动
、

变化信息
。

(2) 信 息的传输 使机体 应答

内外环境 的 变 化
,

调 节 自身的功

育色
。

信息的传输 分 为以颗粒物质

介导的和场介导
。

以 颗 粒 物质 介 导 信息 传输
,

首先 由信息发送 者按照一定规则

将颗粒物质粒子 组合在一起
,

制

成贮存特定信息 的空间结构
,

然

后将这结构发送 出去
。

信息接 收

者能否读懂信息
,

取决于其能否

分析接到 的空 间结构
。

接收者用

一个空间结构与接 收到的结构相

比较
,

如正好互相嵌合
,

就能牢

固结合成新 的结构
,

实现信息 阅

读
。

生物体内各种 自分泌
、

旁分

泌及 内分泌
、

生 物个 体之间 的外

分泌现象都属于颗粒 物质介导 的

信息传输
。

分泌 细胞把 原子或原

子团组装成激素分 子
,

当机体需

要时
,

就将激素分子 释放 出去经

血液淋 巴液或其它途 径传往靶细

胞
,

并通过与靶 细胞 表面或 内部

的与激素分子形状衔合的受体结

合
,

实现信息识别
。

以 场介 导信息传输
,

首先任

何 细胞 内的任何代谢变化 都要对

场产 生扰 动
,

在场 中产 生负载信

息 的波
。

波形成后 自动地从 场的

一个部分传 向另一部分
,

当到达

细胞 时
,

不管这个细胞是 否为信

息接 收者
,

都影响其内部物质 粒

子 的运 动状 态
,

但只有那些 能与

波调制方式共鸣 的细胞
,

才能与

传入 的波共振
,

表现 出明显 的功

能变化
,

从 波 中检测 出信息
。

以

场介导信息 传输成功 的关键在 于

波形调制 的精确程度
,

由于不受

受体 的限制
,

场能在任何细胞之

间建立细胞联 系
,

这种联系是 比

内分泌
、

神经 调节更 加基本
、

更

1 8 〔W ol d sc ic 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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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普遍的信息传输方式
〔3 〕。

(3) 信 息贮 存 的 两种 方 式使

机体既能保持特性又能适应环境
。

信息传递过程都与信息贮存

有关
。

存在 两类信息贮 存方 式
:

静态贮存方式和动态贮存方式
。

静态贮存方式是 以颗 粒物质

的不同组合方式所形成的空间结构

(即形状 ) 来贮存信息
。

如 D NA 就

是以其复杂的空间结构贮存遗传信

息的
。

人体的所有有形结构
,

大至

整体
,

小至各种分子
,

它们都是机

体的静态信息贮存装置
。

动态贮存方式是 以负载信息

的波在场 中环流贮存信息
。

人体

是 由许多颗粒物质密集分布的实

体
,

人体各种粒子状态 的变化本

身会辐射 出波
,

并且也有效地 吸

收波
,

人体本身及各种排泄物都

具不典型 的动态贮存意义
。

人体

内典型 的动态贮存装置就是 中医

学所记载的经络 叫
。

70 年代德国

物理学家 F
·

A P叩p和 90 年代我国

张长琳教授 的研究结果表 明人体

内存在一个 连续分 布的电磁波 叠

加形成的三维干涉图
,

该 图主体

部分正好 与我国古籍记载 的经络

吻合 15
,

“l
。

电磁波在经络中循环
,

正是一种典型的宏观动态贮存 装

置
。

静 态贮存与动态贮存对 于新

陈代谢同样重要
。

机体生活在不

断变化 的环境 中
,

只有以静态贮

存保持物种特性相对稳定
,

才能

有别于其它物种 ; 同样也只有 以

动态贮存方式不断调整 自身的信

息贮存
,

才能具有灵活性而保持

可靠地适应环境 [3j
。

(4) 机体 的群特 征是机体 整

体情 况的反映
,

也是疾病诊 断的

基础
。

如果 一个被研究 体系 由很多

颗粒物质构成
,

则其 中各个颗粒

物质 的存在特征 叫做该体 系的微

观特征
,

整个体 系 (也就是把整

个体系看成颗粒物质群 ) 的整体

宏观存在状态
,

即颗粒物质群 的

宏观特征就是群特征 [3j
。

(5) 改 变机体 内各种 电磁波
,

改变信息贮存的量子 治疗
。

治疗信息输人 患者体 内
,

与

人体内的各种信息贮存相互作用
,

才能表现 出治疗效应
。

治疗效应

可分为两大类
:

一类是治疗信息

与机体内有关 的信息通道 开放 与

否 的信息贮存相互作用
,

阻断原

有的信息通道 (如抑制受体 )
,

或

开放原来关闭的信息通道 (如激

动受体 )
,

改变机体 的信息输 出
,

改善症状体症
。

在这类 治疗 中机

体 的信息贮存仍保 持原样
,

只能

取得 短暂的对症 治疗效 果
。

只有

在治疗期 间机体 自动地调整 自身

的信息贮存
,

疗 效才能持久
,

但

这种持久不是 治疗 措施 的功 劳
。

另一类 是改 变机体的信息贮存
,

进而改变机体反应性
,

改善症状

体征
,

从根本上治疗疾病 [3j
。

二
、

现代医学与量子医学的区别

及中国传统医学与t 子医学之类同

1
.

现代 医学与量子 医学的 区

别 [3二

现代医学通过对 颗粒运动状

态
、

空 间分布
、

种类识别等了解

机体内各种分子携带 的信息
,

解

析新 陈代谢
,

由于颗粒 物质与周

围环境有 明确 的分 界面
,

对其探

测往往造成不 同程 度的创伤 ; 量

子 医学通 过对 机体电磁 波动 的探

测
,

解 析新 陈代谢
,

由于场与周

围环境 没有明确分界这种探测都

在 体外进行
,

不会 对机体造成损

伤
。

现代 医学 中 的分子 医学解析

以 颗粒物质介导的信息传输
,

量

子 医学解析以场介导的信息传输
。

因此分子医学只能测量特化为激

素
—

受体形式 的信息传输
,

而

量子医学能测量更为基本广泛 的

信息传输
,

甚至间接测量分子 医

学能测量的信息传输 ; 分子 医学

能测量生物活性分子的浓度
,

浓

度测量越来越精细
,

量子 医学对

波形调制方式畸变程度要求很高
,

由于波形畸变程度不能定量描述
,

只能按激烈程度分级
。

量子检测

的结果 的数值若与某颗粒物质对

应时
,

所表示 的是该物质与人体

需要的矛盾有多严重
,

而不 表示

含量有多少
。

现代医学 的病 理学能帮助人

们 了解机体的许多群特征
,

但 都

是 针对机体 的静 态贮存进 行 的
,

而对动态贮存与波传输信息而言
,

病理学无能为力
。

量子 医学 通过

对机体微弱 电磁 幅射的探测 与解

析
,

可 以方便地捕获各 种群 特征

信息
,

它对 动态贮存与电磁 波载

信息传输方 面群 特征 的捕获是直

接 的
,

由于任何 颗粒 物质的任何

变 化都要 辐射出特征性 的波
,

而

且 还可间接地捕获针对静态贮存

方面的各种群特征
,

这种综合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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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病理学无法 比拟的
。

现代医学 中能改变 机体信息

贮存的方法都是针对静态贮存的
,

它们无一例外 地要在某个层次 上

改变机体的空间结构
:

如外科 手

术
、

溶栓 治疗
、

射频治疗 和预防

接种等
,

具有 一定的根本上治 疗

的意 义
。

化学 药物多数能有效 地

改变体内信息通道的活动
,

具有

优异 的对症 治疗 意义
。

由于静 态

贮存固有的稳 定性
,

想改变它 十

分 困难
。

对于大多数 内科慢性 疾

病
,

目前仍只能以对症治疗为主
。

量子治疗针 对易 于改变 的动

态贮存
,

使 机体内动态贮存信息

缓慢地转人静态贮存
,

改造生 化

内环境
,

进而改变机体的反应性
,

从根本上治疗疾病
。

2
.

中国传统 医 学与量子 医 学

之类同

本人认为 中 国传统 医学与 量

子医学相通
,

都是在整体水平上
,

用系统论 的方法认知机体和环 境

及两者之 间的相 互作用
。

用量 子

理论可解 释中医药的特色
。

中医

学 的四诊就是对 机体疾病信息 探

测 的一种手段
,

其探测 的是物 质

存在的状态如机体电磁场的变化
,

是场与颗粒物质信息交换的结果
,

反映 了颗粒物质 的运 动
、

变化信

息
,

综合分析获得 整个机体情况

的群特征
,

成为诊断疾病的基础
。

四诊也相当于现代的QR S
,

是捕获

群特征信息 的工具
,

但 中医师 目

前 主要凭个人 的灵感 和经验来探

测人体 阴阳平衡
、

脏腑的五行相

克相生 的关系
。

用 阴阳五行学说

解释人体的一切生理病理现象及

与 自然界相互关系的群特征信息
,

辨证施治
,

从 整体调节机体的紊

乱
,

改变机体的动态贮存
,

使动

态贮存信息缓慢地转入静态贮存
,

改造生化 内环境
,

改变机 体反应

性
,

祛邪 扶正
,

使阴阳调 和
,

人

体健康得以恢复
。

中医药 使用 中草 药与针 灸治

疗疾病
,

其有效性显然与 经络这

种动态贮存 有关
,

因中药讲究归

经
,

针灸讲究得气
。

它们治疗时

间相对较 长
,

可能与动态贮存向

静态贮存 转化 比较缓慢有 关
。

但

中药还有性 味之分
,

其与所 含的

化学物质有关
,

因此
,

也应兼具

有化学药 物有 效改变体内信息通

道的活动或改变静态贮存的意义
。

中医药标本兼 治较之化学 药物多

为治标 的独特优势也能从中体会
。

从量子 医学的角度也可见 中医药

是不 同于西方 医学的
。

正如 日本

学者所说中国传 统医学较现代 医

学在理论上更具准确性
,

而现代

医学 的理论只能在狭窄的范围 内

相对地成立 [7]
。

中西 医在理论上 沟通可 能需

依赖 于量子 医学
。

近年有人用 高

能物理的
“

波粒二象理论
” 、 “

量

子力学
”

的观点 对中医
“

气化 理

论
”

进行新解
、

模式归类
〔别

。

也

有人以系统论 为指导
,

采用整体

论 和还原 论相 结合 的研究方法
,

从分子 的角度
、

量子 的层次
,

对

国内外大量可 重复性 实验进行 多

学科的综合分析
,

认为经络不是
“

组织实体
” ,

而是生物的信息 网

络
,

经络 中运行 的既不是
“

气
” ,

也不是
“

血
” ,

更不是
“

津液
” ,

而是共 扼体系 的二电子
。

二 电子的

整体波动就是循经感传
〔9」。

可 以认为 中医理论 的基础 实

质上就是量 子理论
,

只是缺少 大

量 的系 统地研究 的有 力 的证据
。

QR S量子共振检测仪的出现为我们

探测疾病 的量子信息
、

研究 中医

学的量子理论提供了手段
。

三
、

皿子共振检测仪在

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量子共 振检测 仪是应用量 子

理 论进 行 中医药研究 的切 人点
。

主要可用于以下的研究
:

1
.

药物疗效检测

把某种 药物与 患者毛发 同放

在测试板上
,

测得病变代码 的量

化数值
,

与不放药物时测得 同一

代码 的量化 数值相减得 到的差值

为药物 改善 代码所示病态量化效

价 (简称量价 )
,

用这种方法对药

物改善各种病 态的量化效价进行

检测所形成的药效学称为量子药

效学
。

量子 药效学在 中草药 的筛

选
、

复方制剂 药效 的早 期 预测
、

药品的真伪鉴定有很好 的应用前

景 [3j
。

北京中西 医结合 医院应用

微弱磁场量子共振 法进行 中药十

/ 又反的研究
。

2
.

中医理论的研究

中 医基 本概 念 中的 阴
、

阳
、

气
、

血
、

经络可用QR S加 以量化
,

情志病因与脏腑的关系可用QR S进

行相关分析
,

中药药性理论
、

方

剂配伍原则
、

中药炮制及毒性等

都可用QR S进行 验证 [’〕
。

QR S 已

经建立了膀胧经
、

心包经
、

胆经
、

心经
、

肾经
、

大肠经
、

肝 经
、

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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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

小肠经
、

脾经
、

胃经
、

三焦

经
、

督脉
、

任脉
、

阴
、

阳
、

中庸

等代码
,

为中医理论 的研 究创造

了条件
。

3
.

中药方 剂有效成分 的量子

分析

不必搞清 中药或复方 中某 有

效部位所含的化学 成分
,

就能进

行量子药效学的研究
。

某 有效成

分或部位的标 准磁 场可成为新 的

代码
,

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开展复

方 的药代动代学的研究
,

药代与

药效可 同步进行
,

甚至可作为质

量控 制 的标准
。

如 与植化 结合
,

量子药效学可以在短时间 内对大

批化学提取部位进行筛选
,

指导

有效成分的分离提取
。

应用量子 医学 的技 术开展 中

医药研究工作
,

不仅需要生物领

域 内各学科的专家
,

更需要物理
、

数学
、

化学等领域 的专家
。

量子

医学 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发展 的需

要
,

量子 医学将成为 21 世纪 医学

的支柱之一
。

量子 医学在 中医药

现代化 和沟通 中西 医方面 的研究

更是我国学者责无旁贷的
。

医学杂志
,

19 9 9
,

4 (2 ) : 4 一6
.

张长琳
.

电磁驻波叠加作 为经络系统的背

景
.

针刺研究
,

1 9 9 5
,

2 0 (4 ) : 52 一6 2
.

张长琳
.

驻 波
、

经络
、

相 干态 和中医的整

体论思 想
.

云南 中医学院学 报
,

199 6
.

19

(l) : 2 7 一 30
.

龟吉健治
.

量子力学与古典中医学的思考
.

南 京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1 99 5
,

11 (2) :

10 3 、 10 4
.

赵雁 武
,

李 晓哗
,

杜军 强
.

中医气化理论

新解
.

辽宁中医学 院学报
,

2 0 0 0
,

2 (3 ) :

16 8 一 16 9
.

李子 才
.

论经络本质
.

针 灸临床杂志
,

1 99 4
,

10 (4 ) : 8 ~ 12
.

(责任编辑
:
许有玲 )

国家经 贸委提出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实施意见

参考文献

1 张志华
,

柳莎
,

许有玲 等
.

构筑交流平台

是幻想还是理想 ? 世界科学技术
一中药现

代化
,

2(X) 1
,

3 (4 ) : l一2
.

2 中村国卫
.

微弱工木沙井测定装置内原理

胜机能
.

兮 卜沙工 木沙午
一学会志

,

1 99 6,

l (1 ) : 13一 18
.

3 李潮源
,

候俊卿
,

刘利平等
.

量子医学与

分子 医学的 比较
.

量子科学研究振兴会中

国分会编 《量子科学与生 活环境 的再认

识》17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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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反射与动态贮存
.

全息生物

为全面落实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

实现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充分利用高新技术和先进

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

增强我国传统产业创新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
,

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
,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日前

发布 《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九

《意见》就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指导思想和原

则
、

目标和任务
、

政策和措施作了说明
。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应遵街以下原则
:

1
.

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

围绕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总体目标
,

改

造提升工作的核心是优化产业结构
,

提升产品的技术档次
,

使传统产业的发展

尽快步入以技术进步为主要增长方式的轨道上来
。

2
.

坚持可持续发展
。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
,

注重

节能降耗
,

防止污染
,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

3
.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配置

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
,

针对市场需求
,

进一步增加产品品种
,

提高产品和服务

质量
。

4
.

坚持以企业为主体
。

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
,

在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过程中
,

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
。

5
.

坚持培育企业核心能力
。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紧紧围绕含倍育和增强企

业的核心能力
,

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和知识产权保护
,

提高创新能力
。

6
.

坚持与制度创新
、

管理创新紧密结合
。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与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和加强企业全面管理相结合
,

转变生产经营模式
、

提高管理水平
,

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7
.

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相结合
。

加强产学研联合
,

研究开发产业发展

所需共性技术
、

关键技术和装备
,

积极做好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工作
,

增强

自主创新能力
。

8
.

坚持有所为
、

有所不为
。

集中力量
,

重点选择一批具有比较优势
,

基础

较好的产业进行改造提升
,

实王贝局部领域的突破和跨越式发展
。

(文 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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