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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能量学的角度理解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

徐建兴#

#吕#斌!

摘要#呼吸链电子漏旁路的发现揭示出!线粒体不仅通过呼吸链电子传递制造三磷酸腺苷 "

:)M

#!而

且通过漏电旁路产生潜在有害的活泼氧自由基 "

2/<H;>./ -ANO/F EG/H>/E

!

PJQ

#$ 若把呼吸链传递电子

制造
:)M

视为%有用功&!把漏电子产生活泼氧自由基视为%无用功&!呼吸链就是一个分子尺度的 %生命引

擎&$ 用热机原理分析生命引擎与非生命引擎的差别!可以发现生命引擎自行修复损伤的能力是非生命引擎

不具备的!这正是健康长寿的热力学理论基础$ 人体是一个巨大数量%生命引擎&的集合体!把人体看作是

热力学的耗散结构!可以发现耗散结构的热力学基本特性与中医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完全吻合!用生物能量学

的原理理解中医学理论的科学性有助于中医科学的发展$

关键词#呼吸链'生命引擎'经络'气血'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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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种科学思想体系"起源于人

类认识事物的两种思维方法) 西医学采用分析和实验

验证的思维方法"通过各种实验手段直接分析人体病

灶部位并清除病灶"这种方法依赖于研究手段的进步"

对高度复杂的体系有局限性) 中医学把人体看作是复

杂体系"用控制论的研究方法从外部'输入(信号"通

过观察'输出(反应的相关性认识人体) 方剂*针灸穴

位等治疗方案即为'输入(信号"望*闻*问*切*舌苔*

脉象的变化即为'输出(结果"从数千年对患者治疗效

果的观察中积累了大量的医学经验"发展了中医理论

和诊疗措施"成为人类与疾病斗争的重要知识宝库)

##由于思维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不同"形成了中医学

和西医学的巨大差异) 两者之间如何沟通与合作"显

然需要一个互通的理论) 本文根据呼吸链电子漏旁路

的发现"把呼吸链看作是分子尺度的'生命引擎("把

人体看作是庞大数量 '生命引擎(的集合体"用热力学

耗散结构的理论探讨健康问题"对中医理论中孕含的

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做了尝试性理解"希望在中西医之

间搭起一座相互理解的理论桥梁)

西医学紧跟生命科学的发展"从解剖学起步按功

能结构把人体划分为消化*呼吸*内分泌*泌尿*生殖*

循环*神经*感觉*运动
6

大功能系统"每种功能系统都

从宏观到微观深入到分子水平) 然而人类染色体基因

组密码的揭晓使医学家认识到人体的复杂性远远超过

人们的预期"尽管查出了引起疾病的基因密码错误"也

无法进行临床的纠正) 中医学把人体看作是复杂体

系"强调人体的整体性"强调人体与环境的统一性"这

一理论的出发点和热力学耗散结构理论完全吻合)

#

#'经络(是人体整体性和人体作为热力学耗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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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结构体现

耗散结构是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提出

的非平衡热力学理论"耗散结构描述一个远离平衡态

的非线性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

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

过涨落"系统发生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

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和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

种在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形成的新的稳定性有序胎

儿"由于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才能维持"因

此称之为'耗散结构($

=>EE>G<;>./ E;2BH;B2/

%) 因为

该理论适用于多种复杂体系的研究$包括物理的*化

学的*生物的*乃至社会的*经济的体系%而荣获了

#677

年诺贝尔化学奖) 用耗散结构描述人体有两个

基本的热力学要素#$

#

%时时刻刻向人体注入能量产

生'负熵("以维持人体结构的'有序性(&$

!

%不断的

与外界交换物质进行新陈代谢维持人体有序性结构周

而复始的更新) 用'有序性(描述人体的热力学特征"

可以对健康与寿命的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健康就是

维持人体作为耗散结构的'有序性("寿命就是'有序

性(结构所能维持的时间跨度) 保证生命有序性的关

键就是'生命引擎("'生命引擎(是人体与环境进行物

质和能量交换的枢纽"也是维护保养人体有序性的

力量)

中医学强调人体的整体性"经络是把各种功能特

化的细胞维系成为一个整体的结构性机制"其本质是

细胞与细胞之间信息沟通的网络) 胚胎的发育就是从

一个受精卵严格有序地分裂增殖"在父母双方基因杂

交优势的控制下"构建起百万亿细胞群组成的高度有

序性结构"这是构建热力学耗散结构的过程) 经络是

生物进化从单细胞到多细胞生物时出现的一种形态结

构性机制"是多细胞生物体的细胞家谱) 人体的整体

性必然是建立在全体细胞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因此"细

胞与细胞之间的相互感知和相互控制是体现人体整体

性的细胞学基础) 显然人们还没有从科学实验上确定

经络实体的结构"但经络是中医学率先西医学而涉足

的科学领域"五千年的中医实践证明经络疏通了人体

就健康了"针灸*拔罐*按摩都是疏通经络的治疗手段"

气功则是人体自行疏通经络的锻炼方法) 对经络实质

进行科学探索应当是中医科学永久的核心课题"只能

与时俱进地利用一切新的科学手段和新的科学思想不

断深入地进行研究"不可停歇)

!

#'气血(描述了人体与环境的统一性

耗散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

质和能量"生命引擎正是实现这种交换的枢纽) 引擎是

产生驱动力的能量转换器"引擎燃烧石油是把固化在石

油中的太阳能转化为机器运转的动力"生命引擎燃烧的

是粮食"把粮食中储存的太阳能转化为驱动细胞生命活

动的
:)M

) 用热力学理论探讨健康问题可以把中医学

古老的理论提高到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水平"有利于中

医科学的发展和中西医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黄帝内经,用'真气(这个词描述人体的机能"说

真气是由先天的元气"后天的谷气和清气结合而成)

'真气(可以被理解为是肌肉的收缩运动*神经的信号

传导*大脑的学习记忆和思考*细胞的繁殖和更新*组

织器官的生理功能*损伤的预防和修复等人体生理机

能的总称) 先天的元气就是胎儿出生时从父母基因杂

交优势获得的'与生俱来的有序性("这种'与生俱来

的有序性(因人而异"是个人生理寿命的决定因素)

婴儿出生从剪断脐带的一刻开始"获得营养物和氧气

的途径就改为从自己的胃肠道获取营养物和从肺呼吸

获取氧气"这个巨大的转变意味着寿命的起始"标志着

人体开始独立地与环境中的各种有害因素进行斗争而

生存) 后天的谷气是指胃肠道细化吸收的营养物"清

气是指肺呼吸得到的氧气"营养物和氧气就是在生命

引擎的作用下转化为人体可以利用的构建物和能量"

中医学把它叫作精微) 显然后天的谷气和清气是维护

保养先天元气的力量"寿命就是在生命引擎的呵护下

'与生俱来的有序性(所能维持的时间)

现代生命科学家所做的分子水平代谢路径和信号

通路的研究其实都是属于'气血(的范畴"只不过中医

学理论给出了一个概括的总称"而生命科学家在探索

具体的代谢路径和信号通路的细节) 探索细节是生命

科学发展的必然途径"但是生命体的物质代谢如同宇

宙万物互相转化一样错综复杂"要把所有细节都搞清

楚是遥不可及的)

%

#呼吸链作为'生命引擎(的分子热机原理及其

作为阴阳元素的说明

根据热力学原理"任何'热机(都做两种'功("即

'实功(和'虚功() 实功又称'有用功("是指'热机(

消耗能量做了对使用者有用的事情) '虚功(则是'热

机(做'实功(时"不可避免的要消耗一部分能量去克

服机械摩擦等各种阻力"这部分能量消耗实际上做了

对使用者无用的事情"所以也称'无用功() 做'虚功(

是热机磨损老化的原因"也是热机做功不可避免必须

做的事情"设计润滑剂减少摩擦损伤是延长热机寿命

和降低老化速率的科学方法) 呼吸链作为'生命引

擎(也和所有的'热机(一样要做两种'功("人们热衷

研究的呼吸链电子传递制造
:)M

的氧化磷酸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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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其实相当于'热机(做'实功("那么呼吸链作为

'生命引擎(做不做'虚功(和怎样做'虚功(呢-

本研究室数十年来用大量的实验证明"呼吸链是以

漏电旁路产生活性氧 $

2/<H;>./ -ANO/F EG/H>/E

"

PJQ

%的方式做'虚功(的"即呼吸链在传递电子制造

:)M

的同时"总要漏出部分电子通过电子漏旁路产生潜

在有害的
PJQ

) 呼吸链有两条由细胞色素
H

介导的电

子漏旁路"这两条旁路本质上就是细胞色素
H

清除超氧

自由基和
^

!

J

!

的代谢路径 $

J

!

!

J

!

$

!

^

!

J

!

!

^

!

J

%

.

#

$

%

/

) 基于此结果本课题研究者们提出了线粒

体自由基代谢的概念.

$

/

"引进了
$

条超氧自由基反应

路径连接到呼吸链的电子漏部位"定义为线粒体的自

由基代谢"见图
#

) 中间的
$

个复合物$复合物
!

*

"

*

#

*和
$

%加上辅酶
_

#"

和细胞色素
H

是呼吸链的主体

结构) 其下半部分描述的是呼吸链传递电子制造

:)M

的功能"相当于热机做'实功(和中医学理论中的

'阳() 上半部分是本实验室论证并提出的
$

条电子

漏旁路"它们是超氧自由基的代谢路径"相当于热机做

'虚功(和中医学理论中的'阴() 如果把'生命引擎(

做'实功(为'阳("把做'虚功(为'阴("那么'生命引

擎(就是一个阴阳基本元素)

用'生命引擎( $呼吸链%作为阴阳元素可以反映

出中医理论中'阴阳对立*阴阳消长*阴阳互根*和阴

阳转化(的科学内涵) 从热机理论的分析中看出"呼

吸链漏电产生
PJQ

造成'生命引擎(自损伤的过程虽

然和'热机(做'虚功(克服摩擦生热引起机器老化的

过程如出一辙"但是'生命引擎(做'虚功(和非生命

'引擎(做'虚功(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是蕴

含在呼吸链的四条超氧自由基代谢路径中尚未被研

究清楚的"启动机体抗氧化机制和损伤修复机制的

科学内容"'生命引擎(的这一特征是非生命'引擎(

所没有的) 所以"呼吸链电子漏旁路的发现使我们

可以从热机原理的角度探讨健康长寿的科学原理"

以电子漏旁路的方式做'虚功(说明有一部分能量没

有用来制造
:)M

而是以漏电的方式制造了
PJQ

"后

者作为生物信号启动的细胞抗氧化机制和损伤修复

机制反映了巨大数量'阴阳元素(的集合在分子水平

上的阴阳转换)

$

#调理阴阳的治病原理

五脏六腑是人体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器官"脏腑

的功能都是由大量功能特化了的细胞群来完成的"每个

细胞中实际上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引擎(在工作"把每个

'生命引擎(的阴阳状态集合起来就是脏腑整体的阴阳

状态) 因此用'生命引擎(做'实功(和'虚功(的热力学

原理来解释中医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理论是合乎逻辑的

科学思维) 阴阳平衡的失调就是呼吸链漏电脱离正常

生理状态的反映"线粒体的分子热机原理与中医阴阳平

衡理论之间的这种关联"反映了呼吸链微观电子水平的

变化与人体宏观整体生理功能之间的关联)

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的方法"从脉象的变化获

得来自不同脏腑病理状况的信息) 病理状态下五脏六

腑的'生命引擎(漏电水平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导致不

图
#

%呼吸链的分子热机原理和作为阴阳元素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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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脏腑对氧气和营养物的需求出现特征性的变化"这

种变化把五脏六腑'生命引擎(的阴阳状态体现在了

脉象中) 如果把'生命引擎(阴阳五行相关图的平衡

比作五脏六腑功能的相互适配与和谐"见图
!

) 当木*

火*土*金*水五行的阴阳平衡时就相当于是一个正五

边形"表示五脏六腑阴阳平衡的正常生理状态) 阴阳

失调意味着
9

个方向力量的不均衡"依据不同的失衡

状态将出现各种各样的偏五边形"其对应的是各种各

样的病症) 中医治病就是根据相生相克的原则"用药

力的作用把偏五边形调整到正五边形的过程)

图
!

%调理阴阳的治病原理

9

#结束语

西医学的发展一直在紧跟遗传学的进展不断深入

到分子水平"核染色体基因组的揭晓让医学家认识到

人体的复杂性远远超出预期"知道功能的密码不超

过
!`

"约
6?`

的基因密码的功能还不知道.

9

/

) 引

起疾病的基因突变即便已经确认但依然无法精确地

纠正"西医学正面临寻求新科学思维才能前进的局

面) 本文根据线粒体科学的最新进展提出了健康长

寿的生物能量学原理"生物能量学原理与中医科学

理念的吻合预示着中医科学的学术地位将很快提高

到国际水平"中西医的结合将在今后的医学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

$致谢!对姜良铎教授*朱爱松教授*谢新才博士*徐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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