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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生物物理学

发展的几点意见

l摘要! 本文作者根据我国理论生物物理学十年来发展的情况和当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就理论生

物物理学的发展提出了三点看法 :
( l) 心脑功能

、

神经科学是生命科学非常重要的方面
,

它有很多重

要前沿领域
,

需要开展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 ( 2) 理论学科的发展或主攻方向的确定要受关联学科发展

水平与实验研究工作的积累所制约 ; (3) 理论生物物理学是对实验生物物理而言
,

它应包括许多分支

学科领域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进而提出了三点建议 : ( l) 理论生物物理学的研究
,

有必要组织一个有关复杂

系统或生命系统复杂性研究的重大课题 ; (2) 为赶上国际生命前沿科学水平
,

在科学基金使用和管理

上
,

将
“

气功原理
”

作为重点课题二
(3) 应特别重视

“

生物功能无损伤测定
”

H F S P
,

应立专题开展研究
。

我国理论生物物理学主要始于量子生物学及生物热力学方面
。

此间
,

比利时布鲁毫尔学

派 P ir g o ig n e 耗散结构理论对我国理论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

有关专家已作了不少开

拓性工作
。

近期又向脑功能
、

神经科学方向发展
,

这是个很有战略意义的方向
。

根据我国理论生物物理学十年来发展的情况及当前国内外研究现状
,

提出如下三点看法 :

1
.

心脑功能
、

神经科学是生命科学非常重要的方面
,

它有很多重要前沿领域
,

需要开展多

学科综合性研究

参加这方面研究的学科有感觉 (视
、

听
、

触等 )生理学
,

感知与认知心理学
,

也有神经电活

动
、

神经递质
、

神经肤等方面的神经生理
、

生物化学 ;有神经元或更微观水平的神经生物学或分

子神经生物学
,

也有研究大脑记忆与学习
、

运动与行为功能信息加工及控制偏程的信息科学 ;

有用神经元网络模型研究大脑基本功能的生物数学
,

也有人工神经网络工程模拟的计算机科

学
。

从微观层次各级水平从事实验无疑是必要的
,

没有微观各层次的实验研究资料积累
,

理论

研究就没有基础
。

心脑神经是个复杂系统
,

其活动是群体性的
,

对此当然采取探索复杂性整体

性的理论方法更为贴切
,

如非平衡统计热力学
,

非线性动力学
,

耗散结构理论
,

分支与混沌
,

以

及突变论和协同学等等
。

实际上
,

在国外应用上述理论方法于酶反应动力学
,

药代动力学
、

流

行病动力学
,

糖酵解
,

可兴奋细胞
、

脑电
、

心电
,

细胞间信号传送等方面
,

已成为热门课题
。

在国

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有一定的基础
。

成为先导的有徐京华
、

李跃先在代谢反馈控制混沌方

面的研究
,

已做出成功结果
。

在徐京华
、

李薇神经元神经胶质细胞混沌状态的研究中
,

提出非

线性动力学数学模型
,

测量脑电的波数
,

并探讨意识问题
,

其科学意义是深远的
。

去年日本提出的
“

人类前沿科学计划
”

有先进一面
,

也有它落后的一面
,

其先进在于讲究微

*

中国医科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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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实验
,

工程
、

技术
、

实体方面
,

其落后方面就是对系统复杂性整体性的研究计划以及采用相

应的理论方法重视不够
,

我国制定规划时应弥补这个不足
。

2一般来讲
,

理论学科的发展或主攻方向的确定要受关联学科发展水平与实验研究工作

积累所制约
,

有时代特点

量子生物学在国内外均开展了不少工作
,

但近年来大的突破不多
,

这可能与量子化学科自

身矛盾
,

并受当前生命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有关
。

P r ig o g ine 和 N ico ils 研究系统复杂性的非

平衡态统计热力学
,

非线性动刀学
,

耗散结构
,

分支与混沌以及 T h o m 等提出的突变论和协同

学这些理论方法很切合复杂主流的实际及 当前生命科学的发展水平
。

特别是在心脑
、

神经科

学领域中
,

心 电
,

脑电及可兴奋细胞动作电流的实验资料积累得最多
,

现在已接近系统地理论

研究的成熟阶段
。

因而
,

这方面理论研究发展迅速
。

例如
,

iR t g en b er g ( 19 84) 用 E C G T 波递

次振幅图
,

G l a s s ( 19 8 4 )用彭加勒图研究的心脏活动中的分支混沌性态
,

C h e y ( 19 8 4
,

19 8 5 )对

可兴奋细胞钙离子浓度用一维映射数学模型研究膜非线性所表现出的混沌性态等等
。

.3 理论生物物理学是对普通 (或实验 )生物物理而言
,

它应包括许多分支学科领域

从广义讲
,

凡是理论物理学 (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 )与生命科学生物医学相结合的课题均

属理论生物物理学范畴
。

近十年来有个动向
,

美国加州大学 P au l L
.

N u ne z ( 198 1) 博士将电

动力学理论全面系统地应用于研究脑的电场
,

建立起神经物理学
,

预计深人研究可能解决当前

E E G 不景气的局面
。

B ee ler 和 R e ut er ( 19 77) 在心室肌纤维动作电位方面
,

运用电动力学提

出 B一 R 非线性方程组
,

T e us en 等 ( 19 84) 研究了 B一 R 方程组在正弦波作用下的响应
,

发现了

非周期有序性
,

功率谱出现带状
,

揭示并肯定了混沌的存在
。

这些均为生物电动力学学科体系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根据国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当前研究现状
,

有如下三点建议 :

1
.

理论生物物理学有必要组织一个有关复杂系统或生命系统复杂性研究的重大课题
,

下

面可包括若干重点专题
,

如大脑
、

心脏
、

神经系统
,

生物大分子进化以及计算机模拟等
。

2
.

为赶上国际生命前沿科学水平
,

并开创中国特色
,

在科学基金使用和管理上
,

建仪将
“

气

功原理
”

作为重点课题
,

也可纳入复杂系统研究课题之中 (专题 )
,

将气功态的应量观测同远离

平衡态有诊自组织理论结合起来
,

探讨气功有关生物热力学
,

生物信息论的本质
。

3
.

关于
“

生物功能无损伤测定
”

H F S P 应特别重视
,

立专题计划开展研究
。

生命科学生物

医学对此需要紧迫
。

这不单是技术问题
,

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可以带动若干测定技术上的变

革
。

特别是无损伤测定往往要求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
,

才能收到别开生面的效益
,

因此对有关

生物功能无损伤测定的理论基础的研究应着重支持
。

O P IN I O N S O N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H E O R E T IC A L B I O P H Y S I C S

Q u Z h i

( C h in a M e

idc
a l饰 i v e r s i lT’ )

A b s t r a e t

I n v i e w o f t h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C h in a ’ 5 t h e o r e t ic a l b io Ph y s ie s i n t h e P a s t 10 y e a r s a n d t h e P r o
·

g r e s s o f r e s e a r c h i n C h i n a a n d a b r o a d
,

t h e a u t h o r P u t s fo r w a r d t h r e e v ie w P o i n t s : ( l ) A s h e a r t a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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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a i n fu n c ti o n a n d n e r v e s e i e n e e m a ke s u P a v e r y im P o r t a n t c o m P o n e n t o f li fe s c ie n e e a n d e x t e h d s

t o m a n y im P o r ta n t fi e l d s ,

t h i s e a l ls fo
r i n t e r一d i s e i P li n a r y a n d c o m P r e h e n s iv e s t u d i e s

.

( 2 ) T h e d e
·

v e l o Pm e n t o f t h e o r e t i e a l b r a n e h e s o f s e i e n ee o r t h e d ce i s i o n o f t h e i r m aj
o r s u

bj
e c t s o f s t u d y 15

e h e e k e d b y t h e d e v e l o Pm e n t l e v e l o f r e l e v a n t s c i e n it if e if e l d s a n d t h e a e e u m u la t io n o f e x P e r im e n t s

a n d r e s e a r e h
.

( 3 ) T h e o r e t i e a l b i o Ph y s i c s d i ffe r s fr o m e x P e r im e n ta l b i o Ph y s i c s a n d e m b r a c e s m a n y

b r a n c h e s o f s c i e n e e
.

O n t h i s b a s i s t h e a u t h o r P r e s e n t s t h er e s u g g e s t i o n s : ( l ) I t 15 n e e e s s a yr i n t h e s t u d y o f t h e o r e ti
-

e a l b i o P h y s i e s t o o r g a n i z e a m aj
o r r e s e a r e h P r

oj
e e t o n t h e c o m P le x n a t u r e o f t h e c o m P le x s y s t e m

o r li fe s y s te m
.

( 2 ) T o e a t e h u P w i t h t h e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l e v e l o f a d v a n ee d ll fe s e ie n ee
,

t h e q ig o
gn

(b r e a t h i n g ) P r i n e iP le sh o u ld b e ta k e n a s a m aj o r s u
bj

e c t i n th e u s e a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 h e s e ie n ee

fo u n d a t i o n
.

( 3 ) S P e e i a l e m P h s i s n e e d s t o b e l a i d o n t h e u n d a m a ge d t e s t o f b i o lo g i c a l fu
n e t i o n s a n d

H F S P
,
a n d P r

oj e e t s sh o u ld b e s e t u P fo r t h e i r s t u d ie s
·

·

信息

广东
、

贵州两省分别发布项目指南

广东省科委 198 8 年 6 月发布科学基金项 目《申请指南》
,

用以指导 1988 年至 19 90 年申请

广东省科委科学基金项 目
。

《申请指南》中把基金项目按研究性质分为四类 : ( l) 基础理论研究 ;

(2) 基础数据研究 ; ( 3) 应用基础研究 ; (4) 应用探索研究
。

按研究内容的科学技术领域分为 8 个方面
,

即 ( l) 电子
、

信息科学与技术 ; (2) 生物学与生

物技术 ; (3) 材料科学与技术 ; ( 4) 化学与化学工程 ; (5) 机械一电子科学与技术 ; ( 6) 医学科学与

技术 ; (7) 农业科学与技术 ; ( 8) 数理
、

地矿
、

环境
、

能源及其他学科与技术
。

广东省科委 198 7 年开始设立科学基金
。

1988 年的受理工作已于 9 月 1 日开始
。

贵州省于 198 3 年设立科学技术基金
,

基金管理制度逐步趋于完善和健全
,

对发挥和调动

广大科技人员从事科技工作积极性
、

促进本省科技事业和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

为了使广

大科技人员更好地了解基金的资助方向
、

准确地按照资助范围选择项 目
,

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

会于 19 88 年 6 月
,

发布了《贵州省 19 88一 19 90 年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指南》
。

《指南》中指明
,

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侧重在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中的基础性研究
,

以及开

发研究中关键的
、

难度较大的
、

具有较大风险性的技术开发研究
。

根据本省情况
,

《指南》分为

两个层次
,

即本学科 (专业 )资助的主要范围和鼓励研究领域
.

《指南》中要求申请者在申请基金

项目时
,

注意与本省国民经济的结合
,

把重点放在重大的和量大面广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的项

目
。

要特别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科研与生产
、

使用的结合
,

科研
、

开发与成果转化的结合
。

同时也要注意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

《指南》按生命科学
、

数理及计算机科学
、

化学及材料科学
、

地球科学
、

工程科学以及其他

(包括轻工纺织
、

烟草和通信科学 )等六大领域
。

(摘自本委
“

信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