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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学》2013年第3期重点论文推介

现代科学在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上都取

得了长足进展，相比之下人类对自身的生命

奥秘的理解却显得十分匮乏，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人类智能和生命的本源与本质构成

了现代科学最玄奥也是人类最渴望破译的未

知领域。实际上，如果科学不能触及和破译生

命信息能量因子的本质，科学就不能回答“我

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的意

义何在？”这样的亘古疑问。不涉足该领域的

研究，人类也就始终摆脱不了蒙昧，却只能把

这些疑问推给宗教。

《前沿科学》杂志 2013年第 3期发表高歌、

陈紫蒂撰写的《生命容介态再识》一文，是作者

力图在林左鸣教授的《生命容介态》一文论述

的基础之上做的一些细化和补遗的工作，以期

更好的深化和推进探知生命之谜。《生命容介

态》一文着重从物质层面论述了肌朊线粒体的

智能管控功能，而《生命容介态再识》一文则着

重从信息层面论述了生命信息能量因子的本

质和功能。两篇文章合一，完整勾画出人类智

能和生命的本源与本质！

科 学 研 究 没 有 禁 区 ，研 究 深 度 没 有 止

境。《生命容介态再识》提出的假说认为，宇

宙是由信息宇宙和物质宇宙耦合而成的，物

质宇宙从信息宇宙中诞生而来，两者之间存

在 着 永 无 休 止 的 循 环 交 流 和 容 介 进 化 过

程。人体的生命智能控制系统具有物质和

信息的二重性：大脑中以物质特性为主的肌

朊线粒体构成中枢神经系统和 DNA 生长控

制系统，是人体的管理执行机构；而位处下

腹部海底轮的以信息特性为主的生命信息

能 量 因 子 —— 具 有 100000G 信 息 容 量 的 巨

能高密度胶子，则构成人体的信息指挥中心

和宇宙能量储备中心，是生命轨迹的决策机

构。它们通过信息波的传递以及色粒信息

胶子的外逸与回归，保持着与大信息宇宙的

信息交流。色粒信息胶子和巨能高密度胶

子都是宇宙大爆 炸 后 降 温 过 程 的 产 物 ，是

遍 布 整 个 宇 宙 的 智 能 粒 子 ，交 流 循 环 地 构

成 植 物 、动 物 和 人 类 的 智 能 信 息 控 制 系

统。体内智能粒子的多少决定物种之间智

能 的 差 异 。 该 文 的 论 述，第一次把人类智

能和生命的本源与本质的解释，纳入了科学

原理的范畴。

生命就是这样的玄奥。《生命容介态再

识》一文，力图揭示的生命之谜需要科学为之

付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渐

厘清基本的框架和要领。作者有勇气在这个

假说中谈论人类智能和生命信息能量因子的

本质，只是想为未来的科学扫除迷信和无知

的藩篱，为人类科学中最为艰难的研究领域

提供一块坚实的敲门砖，为先贤继绝学，为后

世开新宇。

生命容介态再识
——人类智能的科学原理初探

□ 本报记者 赵文红

“生与死的界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

是现代科学把生物体（躯体）与生命等同起来，

由此造成了对生命的本质认识不清。”北京大

学王玉玲博士认为，这种混淆的认识导致医学

研究思路出了问题。2013 年新 3 期《前沿科

学》刊发了王玉玲博士的“生命与死亡的界定

研究”，文中对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怎样界定生

和死等科学问题进行了阐述。日前，本报记者

对王玉玲博士进行了专访。

什么物质可以体现人体的“活性”？

科技日报：通常来讲，人们对于生或者死

都会有一个常识性的判断。为什么您会提出，

要对“生和死”进行科学界定？

王玉玲：医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

程。追溯医学的初始，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它

们的研究思路都是从整体走向局部，从宏观走

向微观的。例如，中医讲阴阳、五行，西医讲解

剖、讲系统。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显微

镜等新型仪器的应用，医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关

注人体的结构，包括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

特别要提出的是，医学是服务于人体的科

学技术体系，而在现代医学研究当中，研究的

是人体解剖器官、组织、细胞等。这些被研究

的内容是离开人体的，也就是说，它们是“非活

性”组织。用对“非活性”组织研究所获得的知

识来指导“活性”人体的治疗，这个大方向出了

问题。如果要科学地对“活性”人体进行治疗，

就必须回答最根本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活”，

什么是“死”。

科技日报：您是说，拥有躯体并不代表一

个人活着。那么，用什么能够体现人体的“活

性”呢？

王玉玲：是的。人死了，躯体（尸体）依然

在，解剖、病理检查都可能是正常的，人却无法

活起来。这说明，生命不是躯体。举一个例

子，小脑共济失调综合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这种疾病与特定的基因异常有关。问题是，这

种患者的每个细胞都携带着这种特殊基因。

为何这种特殊基因却只在小脑表达而致病？

也就是说，除基因外，还有因素主宰着基因的

活性表达，让这种疾病显现出来。我认为，基

因表达的本质是基因电荷的活动。

事实上，西医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本质，寻

找疾病诱发因子，一直把目标定在一种结构性

物质。但体现生命“活性”的也许根本不是结

构性物质，而是电性，是生物的电性。

人体的生物电具有哪些特性？

科技日报：据您研究，生物电具有哪些特性？

王玉玲：从本质上讲，人体的反应，无论是

蛋白质、DNA，还是普通的生化反应、代谢，都

是电的活动。人体生物电分 4 层：分子电、细

胞电、器官电、整体电，这些生物电同环境磁场

和电流，共同构成了人体五个层次的生物电循

环系统。所有人的结构是基本一致的，但每个

人的生物电却是不同的，并且它因每个人所处

的时间、地点、环境，呈现动态特征。

电生理学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但是由

于医学界比较重视结构，因此就把电定义为现

象，忽略了生物电的医学应用价值。其实，生

物电才是本质。打个比方，氢加氧，加热生成

水。这个化学反应生成的水是结果，而氢和氧

之间的电子交换过程是本质。人体五个层次

的生物电循环系统就是着眼于人体生命的动

态过程，就是生命活动的本质。

科技日报：如果不同层次的生物电紊乱

了，人的身体上会表现出哪些病症？

王玉玲：如果整体电紊乱了，就会出现疼

痛、难受、乏力；如果细胞电、器官生物电紊乱

了，会出现功能性疾病；如果分子电荷紊乱了，

就会出现水肿和代谢性疾病。对于这些病痛，

治疗的关键是恢复异常的生物电性。

科技日报：和其他治疗技术相比，生物电

的治疗靶点好像不太一样？

王玉玲：对。既然生命活性的物质基础是

生物电，引起身体痛苦的原因也是生物电的改

变，那么生物电循环系统才是物理治疗的靶器

官。现在众多治疗手段，包括手术、给药、电刺

激，等等，都是冲着躯体进行的治疗。要对生

物电循环系统这个靶器官进行有效治疗，必须

要有生物电医学理论支持，因此医学界必须重

视生物电医学的研究。

从更大的视角来看，研究人体这个整体，首

先要研究人的整体物质组成，但是只研究躯体

而不研究生命的本质，就对人体无法形成科学

的整体认识，也不能建立正确的整体医学理论。

用生物电怎么界定生和死？

科技日报：您论述的生物电共振技术，到

底属于中医，还是西医？

王玉玲：中医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西医发

展也有 300 多年。他们之间有差异，但都是对

人体进行治疗的科学探索和研究。

你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通常都会有的

想法。但我反过来问，对任何医学技术一定要

用中医和西医来划分吗？我们通常把关注点

放在技术层面上，所以对不同技术进行了中西

医的划分。但是，如果我们把关注点放在医学

最终的服务目标——人体上时，针对人体的物

质组成，选择最合理的技术，任何科学成果都

可以为治疗所用。

人体是由结构物质和生物电组成的。如

果一定要分类，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技术则可

能分为结构类和生物电类。

科技日报：我们回到主题，用生物电怎么

来界定生和死？

王玉玲：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常识，心电图

消失，心脏就停止跳动，临床上被定为死亡。

心电图就是从体表检测到的生物电。从整体

电到分子电，不同层次生物电性的丧失表现出

人体不同的生命与功能状态。根据我的研究，

死亡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是整体死亡期。当整体生物电循环

正常，人体就有生命。当整体生物电流动停止

时，心电图消失，生命就会终止。这是整体死

亡期，是死亡的第一阶段。这时，尸体柔软，体

温尚存，生命有可能被挽回。死亡后体温尚存

期或一定时间内，虽然器官细胞生物电动作电

位停止，但静息电位尚在，器官没有死亡，所以

器官可以被移植。

第二是器官细胞死亡期。器官细胞的静

息电位与动作电位是细胞器官功能的基础。

当细胞的静息电位消失时，器官死亡。这此，

器官不可能被移植复苏。

第三是分子死亡期。活性物质蛋白质的

电荷是人体代谢的基础，蛋白质电荷正常时，

体内代谢正常，紊乱时会发生代谢性疾病。一

旦他们的电荷被中和或消失，分子就死亡，即

蛋白质活性消失，此时尸体会僵硬。

怎么科学界定“生和死”？
□ 本报记者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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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普通的高校，但吸引着许多高分

考生报考。

这所高校，拥有全国首家期货本科专业；

这所高校，拥有一支特色鲜明的优秀专业

教学团队。

这所学校在全国高校创造了多个第一：

国内首家创办期货本科专业；

培养了国内第一批期货专业人才；

创建了国内第一个期货模拟交易实验室；

举办了第一个衍生品领域全国性专业学

术论坛——期货论坛。

——这就是北京物资学院。

北京物资学院 1993年创建期货专业，20年

来，为我国期货市场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从这里走出了 19届毕业生，他们活跃在期

货、证券及相关行业，成为期货市场骨干力量

和行业领军人物，他们在国内期货与证券市场

叱咤风云。

创办国内首家期货本科专业

上个世纪 90年代初，时值国内经济向市场

转轨阶段，期货市场应运而生。在期货市场发展

初期，专业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瓶颈。

1993 年初，时任北京物资学院院长张声书

教授和物资管理工程系主任王之泰教授以其敏

锐的市场洞察力，抓住机遇，以高效的投入和创

新的思路，筹备并创办国内首家期货本科专业。

北京物资学院期货本科专业创建，首开全

国高校期货专业建设的先河。“我们率先占领

了国内期货业专业人才培养的处女地”，说起

当年创建专业的经历，老院长张声书显得很兴

奋，当时国内主流媒体和路透社对期货专业的

设立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篇幅报道，对专业的

建设和发展寄予厚望。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学校选派9名优秀中

青年骨干教师进行专业学习和培训，并到期货交

易所和期货公司进行挂职实践；集中全校优秀教

师作专业基础课的师资；聘请国内外期货专家、

学者以及在华尔街有过实战经验的专业外教为

讲座教师和专职教师。专业教材全部采用美国

期货市场教材，课堂采用双语授课。

为了快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学校在招生

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第一届（1994 届）期货专

业学生从全校三年级本科学生中根据综合成

绩、英语、心理等多方面因素择优选拔，生源质

量得以保障。第二届之后从全校二年级本科

学生中择优选拔。自 1999年起，期货专业正式

面向全国统一招生。

创建国内第一个期货实验室
——物通期货交易所

期货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实践与

实战演练。经与路透社多次磋商，路透社免费

赠送学校全球实时资讯和行情分析系统，当时

需 30万美元/年的费用。

以路透实时数据、资讯为支持，学院投资建

立了期货实验室——物通期货交易所，师生自

主研发建立仿真交易和结算平台，提供实时的交

易结算环境，学生可以在实验室模拟操盘演练。

物通期货交易所成为我国高校第一个期货模拟

交易实验室，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性效应。

很快，期货人才培养模式得到验证。1994

年 5 月，北京物资学院期货专业作为唯一一家

学术团体参展国内首届期货博览会，取得了轰

动的效果，吸引了与会专家学者、业内机构以

及媒体的广泛关注。

优秀特色的专业教师团队

北京物资学院期货专业有一支优秀的教

师团队。期货专业现有专职教师 11人，其中教

授、副教授 5人，博士 5人，平均年龄 41岁，是一

支年富力强、专业素质高、教学与科研经验丰

富的高素质队伍。专业老师大部分有期货、证

券及金融行业工作背景，教学和科研工作紧密

联系行业。专业课程设置紧贴市场、贴近行

业，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专业教师中有两人是国内首期国际期货

经纪人培训班学员；两人是中国期货业协会特

聘专家，参与《期货市场教程》、《期货投资分

析》的编著和相关研究工作，是中国期货业协

会金融衍生品系列教材的特聘主编；一人是证

券业知名分析专家，是电视台证券栏目特聘嘉

宾，现在鲁证期货负责研究工作；多人多次被

评为北京物资学院十佳教师、优秀教师。教学

团队曾荣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北

京市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期货精英 群星闪耀

期货专业文化的形成可以溯源至北京经

济学院物管系，血脉传承至今。在期货和证券

业界，北京经济学院物管系、北京物资学院、及

物资学院期货专业走出的毕业生，相互支撑，

形成了一条亮丽的风景线。

在证监会、期货业协会、期货交易所、路透

社、央视证券频道、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基金

管理公司、商业银行、期货私募基金公司、投资

公司等，都有期货专业毕业生的身影，许多人

已成为国内期货和证券市场的风云人物。

从期货专业走出的毕业生可追溯到上世

纪经济学院物管系 60年代的汪文贤（63届），到

80 年代的吴利军、赵健、常建良、谈志琦等，从

物资学院早期的毕业生（含老师）和弄潮人刘

景德、顾铭荀、冯玉成、丁德辉、黄慧、赵樾、于

钧、颜毅，到曹胜、韩继志、雷学军、水向东、富

饶、丁新辉、吴本农、朱佩荣、郭士英、毛雨虹、

鲍明、陈凯、田慧敏、赵和斌、赵瑛等等，他们在

期货、证券及相关行业的贡献为期货专业品牌

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期货专业的创建后，物资学院成梯队涌现

出了一批又一批行业领军人物和精英人才。

他们有证监会的王之言，期货交易所的梅云

波、李强，中投的许诺，路透的汪湧，汇丰的宋跃升，

华泰长城的潘文盛、莫志远、罗辉华，浙商期货的田

联丰，中期的黄常春、吴斌、吕强，国泰君安的李勇

才，中粮期货的刘军、张辉，经易期货的林海，广永

期货的宋晓虹，申银万国期货的陈栩，广发期货的

符春旭，银河期货的姚广，一德期货的吕拥华、陈

亮、郭铁铮，永安期货的刘胜喜，东兴期货的顾哲，

银河证券的康冰、许伟峰，中金的孙冬青，首创期货

黄晓、刘旭、黄振光，中证期货的王乐，瑞银的赵琳，

金汇期货的蒋东林，东证期货的闫新兵等等。

这里诞生了知名期货与证券业投资人蒋

士波、韩朝东、刘勇飞、刘强、钱三平、严伟刚、

吴鹏、倪健、林广茂、刘强（逍遥刘强）等人。

这里也诞生了诸多国内固定收益证券领

域知名人物。

这里走出了国内第一个期货博士曹胜，境

内外两栖经历高端专业交易员刘强，走出了被

授予 2012 年度国内财富管理领域十大领军人

物姚广（期货）和孙冬青（证券），期货行业第一

个 80后的营业部经理沈健，行业最年轻的女营

业部经理赵溪，走出了行业知名研究专家董双

伟、梁丽娟、肖静、来绮文等人。

这里也走出了央视专业媒体人孙斌、李

阳，新浪财经专业媒体人蔺会杰等等。

在新生代中，从事量化交易研究张亚东、

冯恩彪也已崭露头角。

长江后浪推前浪，期货专业生生不息，人

才辈出……

期货专业品牌影响力

北京物资学院期货专业经过 20年的发展，

已经积淀和形成了期货专业学习的氛围，已经自

然而然地形成期货专业品牌意识和品牌文化，为

专业发展奠定了持续的动力和永恒的基础。

从行业用人需求竞争力来看，北京物资学

院期货毕业生的综合优势明显。

北京物资学院经济学院院长赵娴教授这样

总结，“期货专业的品牌优势在于，我们抢先占领

和坚守住了期货人才培养的前沿阵地，形成了自

己鲜明的人才培养的特色，其中实战型、交易型人

才尤为突出。我们不但有老一辈的领军人物、有

中坚力量的生力军，更有新生代后备力量的不断

加盟。期货专业血脉相承，人才辈出。期货专业

是团队作战，友爱互助，共同支撑。经过物资学院

30多年的沉淀，期货专业20年的积累，我们已经

形成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期货专业的精神和文化，

这已然成为了期货专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经过 20年的发展，北京物资学院在期货教

学、科研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为国内期货业做

出较大贡献，在期货行业享有相当的专业美誉

度和影响力。

期货专业的品牌影响力，同样体现在高考

招生上，期货本科专业每年都有高分考生报

考。2013 年，期货专业录取了一名北京考生，

高考分数达 591 分，其分数能够顺利考入“985”

和“211”大学。但该生受物资学院期货专业品

牌的感召和家庭影响，只填报了北京物资学院

期货专业一个志愿。

创办“期货论坛”提升学术水平

为提升品牌实力和科研水平，更好地促进

期货专业的发展，北京物资学院采取多项举措

提升专业教学团队科研和学术水平。

自 2007 年起，学院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

期货学术论坛，邀请期货与证券业专家学者、

成功校友来校共同探讨市场前沿问题，研究期

货专业创新发展大计。

期货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六届，在业内形成

了较高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论坛有效地促进教

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同时，在论

坛上在校生可与成功校友面对面互动交流，成

为了最直接受益者。

2013 年，为了进一步提高理论研究的社会

影响力，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学院成立了期货

研究所。研究所将利用期货专业已有品牌优

势和资源，致力于国内外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

专业理论研究、行业发展研究与预测、专业咨

询与培训、衍生品相关数据收集与加工、实践

教学研究等相关领域的工作。

业内专家认为，期货研究所成立标志着物

资学院期货专业学科建设又迈上一个新的台

阶，将有效推动期货专业的品牌再造和跨越式

发展。 （夏燕）

国内期货业的“黄埔军校”
——记北京物资学院期货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物资学院是国内首个开办期货本科专业的高校。从 1993年创建期货专业到 2013年，期货专业已经走过了 20年历程。

20年的时间，期货专业与中国期货市场共同成长，见证了中国期货业从无到有、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历程，经历了期货行业跌宕起伏与创新发展的历史性变迁。20年的时间，期货专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人才定位日渐清晰，课程体系不断完善，

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教学科研成果丰硕；20年的时间，19届近 1600名毕业生遍布期货相关领域，血脉传承，谱写辉煌；20年的时间，市场几多沉浮，期货专业的教师执著坚守，默默耕耘，为期货专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目前，期货专业拥有北京市级科技创新平台，拥有专业的研究机构，拥有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习实践教育基地，拥有优秀的教师团队。

北京物资学院期货专业特色鲜明，被业界誉为期货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北京物资学院期货研究所揭牌仪式暨
研究所发展规划研讨会

举办第六届期货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