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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原则 
 我一直深知，读别人的书籍或文章是件很重要且很耗时的事。对于成

功人士来讲，所消耗的成本过高，毕竟在生活中, 成功人士知道如何统筹时

间，而不会因为琐事去耗费自己的精力。所以我遵循如下原则： 
- 尽量阐述自己的观点，少赘述他人作品成果； 
- 阐述简明扼要； 
- 采用广谱性物理概念及应用通用术语； 
- 减少公式化计算； 
- 不做无谓的阐述； 
- 用实验论证假设及相关设想。 
 

1.2 假设 
 目前普遍认为遗传密码是由特定的、严密有序的化学元素组成的结构，

该结构从外界获取能量和物质并进行自我复制。 
 笔者认为，遗传信息不仅存储在核苷酸的排列顺序，一部分遗传信息

也在其结构存储，而结构也同时是特定磁场的来源。电磁场有助于将单元收

集到一个生物体中及与外部环境交流。 



 DNA 螺旋结构的发现很让人很振奋，使我们有机会把将其与自然界鬼

斧神工的其他螺旋结构进行对比研究。但该结构的起源与功能至今还没有一

个明确的阐释，且在遗传过程中的作用也尚不明确。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

具有根源性。不论是窗户上结的霜花还是螺旋结构出现都不是为了迎合人类

的审美。往往我们都把自己视作超人，但通常大自然比人类的想象更合理。

因此不能把螺旋结构假设为从过去演化至今的无效返祖现象。故可假设：自

然界中的螺旋分层结构，尤其是基因组的螺旋结构，系生命体的基本形式且

起着某种很大的作用。 
 

1.3 基因组电磁场 

1.3.1 基因组空间结构 
 DNA 是由称为核苷酸的重复蛋白质组成的长聚合物分子。两条 DNA 链

上存在的含氮碱基彼此朝向相连，作为一级结构。二级结构是指 DNA 分子盘

旋而成的螺旋线。 
 随着规模的增加，其分子结构变得更复杂：二级结构的螺旋再盘旋，

从而形成 DNA 的三级结构。之后 DNA 分子进一步盘旋再形成的更为复杂的

结构，其大小比例逐渐递增：10 纳米、30 纳米等。为上层结构。 
 高级生物的 DNA 总长度约为 2 米，其层次结构的分子紧密地折叠在直

径为 10 微米的细胞核内。基因组组成过程中分子在各个层次盘旋成螺旋为其

显著形态。这种折叠方式很奇妙：一方面节省了空间，另一方面，可对遗传

信息进行保护、完成信息存储和编码等重要任务。 
  
 DNA 的最终形状很可能是具有最小势能的层（如果这个概念根本适用

于这种情况）。在外部影响下，DNA 能够维持其结构稳定性，如自然条件下

的水呈现为液态。松散的外层形成为类似皮球的弹性和柔性外壳。该外壳能

够吸收外部影响，包括耐抗热性。如果外界条件允许，基因组保存其完整性。

假设 DNA 为直线形，就明显不具备相同的稳定性。 
 
1.3.2 LC 电路 
  
 从电磁学角度来看，DNA 的二级螺旋结构为一个感应系统、磁场源，

就像一个普通的电流线圈。也适用于其螺旋结构的一些上层。因此，磁场是

空间结构的结果。 
 作为电磁系统，DNA 的电容受两条平行的化合物链形成线性序列及上

层之间的互动支配（电容器板的类似物）。 
 因此，可以把基因组视作分布参数的串联振荡电路。类似的电子电路

器一般为狭窄的通过频带，常作为滤波器。这也解释了基因组的所有的选择

过程：从微观层面上的互动到认知机制，也是生物体对环境的超反应性。此



特征在亲属关系中尤为明显，具有共同基因的物种即使相距甚远，但仍彼此

相互关联。以往的实验数据足以证明该论点。 
 

1.3.3 电荷点 
  
 组成 DNA 的四种碱基逐级先形成 RNA，然后形成蛋白质。在这种过程

中， 化学键重组导致电子密度移动。这样的过程很多。所发生的生物变化基

本上是由电磁场支持的生化反应网络。实际上，这是指里面有电流并电磁场

发生 （图 1）。 
 这种电磁场不仅存在于复制过程中，而且存在于静态中。原因在于电

子密度不对称性、各种各样的波动、不同的内外部动态因素。 
 
1.3.4 基因组作为发射器和接收器 
 
 线性核苷酸链携带的信息缠绕成 LC 电路。该 LC 电路作为电磁发射器和

接收器。其电动势存在于内部自建场与辐射形式。因此，遗传信息可无障碍

向外解码并变得活跃。这与人工系统有根本上不同，通常人工系统的信息源

与其发射器相互分开。 
 上层结构为基因组与外部和内部环境双向连接提供保障，这也是其为

什么能够保持稳定并不断扩展。 
 基因组在生物体生命发生的变化不仅是由高能损耗引发，而且还由其

作为谐振电动系统的反应性引发的。 
图 1、DNA 电流和电磁场 
（DNA 链中的电荷移动）（DNA 的磁场磁力线） 
 
1.3.5 DNA 场的特性 
 场特性（如能量、强度、频率等）由空间结构来决定，即由线性核苷

酸链及相关的物理和化学过程、内外部因素及其波动来决定。DNA 场是一个

动态的三维结构，最可能是分形结构。 
 每个生物体的 DNA 场结构都具备独特性，拥有独特的一组固定且可以

发生共振或同步频率。自身的振动可解释 DNA、RNA 和蛋白质的特殊选择性。 
 DNA 场的作用范围远大于原子间的距离。这可能是磁场深入生物体并

有效地相互作用的原因。这也在很多有效的装置中有所体现。 
 螺旋形式构成的场、辐射和物质流具备有个体的特征。不同特征和相

关的系统化方法的详细信息在下面的内容中阐述。 
 
1.3.6 DNA 场的自然属性 
 “生物场”这一术语根本不只是生物场生物独有的，其性质和科学发

现中发现的其它场不同，而生物场像其他已知辐射一样（红外线、紫外线等）



是由生物体产生的。目前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和实验“资源”来解释生物体中

发生的现象，尤其是 DNA 现象，不必探究其他新的实质来。 
 遗传信息的传递过程可以转换为为电磁现象：电磁场、电荷、振动、

频率等。这种新的观点可以促进基因组学科及相关的领域发展。 
 
1.3.7 椭圆 
 一般认为基因组的螺旋在垂直轴的投影中是一个圆。但实际上并是不

对称的图形，更像一个椭圆形。这是由于碱基互补配对的不对称性造成。椭

圆形指具有并创造了一定的极性和律动——即生物体和非生物体发展和存在

的基础。这也是原子中的、生物中的正常拓扑，如行星运动轨迹、电子运动

轨迹等。这种产生效力的几何形状意味着系统受到振荡，即系统收缩后系统

能又扩展。如果本假设是正确的，那么一定会对理解复制的过程大有裨益。 
 
1.3.8  水 
 在现实生命条件下，DNA 与其周围的水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水是

基因组与“外界”的连接介质。水有保护基因组的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调

节 DNA 的内部场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类似于地球臭氧层的保护作用。此外，

在 B. Feng 的论文中 (Feng B. et al. PNAS, 2019, v.116, n.35, p. 17169–17174)，他

的实验的结果让其得结论，不但 DNA 一直被水层周围的，而且其螺旋结构也

是取决于水的状态。 
 因此，基因组的功能与内部水特性关系密切。这些特性实际上是未知

的，而它们对复制过程的正常和连续运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指振动

不仅控制遗传过程，而且与水的自身振动相互作用。可以进行一系列明显的

实验来揭示它们的共振关系。 
 反之亦然：DNA 也调节水的边界层结构。离基因组边界越近，水的结

构越有序，其以前的自由度就越弱，新的性质就会出现。 
 在卢克·蒙塔尼耶（L. Montagnier）的著名实验中 ， 通过外部磁场，把

生物的信息从 DNA 的浓缩样本传递到水中，并对基因组进行了重新还原。这

可能意味着内部水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之间移动，并起到

连接作用。除此之外，还具备一定的特征的磁场，包括蒙塔尼实验中使用的

磁场特征，磁场可以作为一种额外的手段来增强身体不同部位的相互作用过

程。 
 
1.3.9 关联磁场 
 对 DNA 上述的想法都适用于相关的结构——RNA 和蛋白质，它们同样

具有自己的电磁场。其形状、运动特性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特殊几何形状的

实例，也保障生成了特殊的磁场及功能。 
 蛋白质和 RNA 的几何形状不能视为明确的螺旋形。不过，由于该结构

较发达，从特征组合的视角来看，与 DNA 的结构相同。这些决定了各一体之



间的共振或同步的相互作用 ，并把它们集中到一个系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

观念，因为它让我们认为，复制过程中任何一体的信息对于其它单元也是正

确的。 
 由此可见，自体复制是一种具备协调作用的，场性的，振动的过程。

其单元都是通过共振和同步相互作用而连接的，并产生新的物质 ——生命。 
 在基因组的几何形状和生物的最终形式之间建立明确的关系非常困难。

但可以假设，螺旋几何为其含有的物质提供巨大的自由度，从而使它们能够

形成各种空间形状。 
 

1.4. 实验可行性 
 遗传密码的电磁场与创造力可接受到多方面的实验验证，这超出了我

的能力范围，同时是我发表此著作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提出几种遗传密码的电磁场的试验研究，只要稍加修正，就可

以转化为实践方法。 
 含基因组实验的想法在本书章节体现。 

 
1.4.1. 已知 
 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已知实验的实质及其论述。尽管最终清晰

度可能是一种完全模糊的形式，但此举非常有必要。 
 有许多学者对生物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的相关性进行了实验，

如，古尔维奇、卡兹纳切耶夫、波普、加里亚耶夫等。实验结果有时很难复

制，但是，实验数量、使用的现代记录方法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数据都证明了

关系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 
 在理论及术语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这是由于艺术与物理学的盲

目性等因素造成，但众所周知：虽混乱，但秩序仍然存在。 
 上面提出的问题虽不是原则性问题，但我们仍认为生化过程伴随电磁

能与声能辐射及其吸收，这种能量并不是没有意义，反而能刺激生物系统自

身和外部外进程。 
 因此，遗传信息的载体与自我繁殖过程所有参与者具备自身的电磁场，

且通过这些电磁场，共同协同，这并不令人惊讶和排斥。同时遗传信息的一

部分是由自身的几何形状结构决定的。 
 在 1.3.8.小结中笔者提到的蒙塔尼耶通过水和电磁波证实 DNA 进行信息

传递的实验结果，在我看来，如果不认为 DNA 中存在内部电磁场，就不可能

解释这种现象。 
 笔者希望所提出的想法有助于将许多著名的实验系统化并使用新方法

进行研究。或许会对统一科学术语的出现和理论有所帮助。 
 
1.4.2. 计算 
 计算基因组的场时，几何特征是至关重要，例如： 



• 螺旋直径； 
• 二级结构匝间距； 
• 三级结构及高级结构； 
• 上层内子结构的组织； 
• 链条间距等等。 

 也许，螺旋几何形状——螺旋整转的长度与直径、扭矩大小或其他任何

东西的比值——与自然世界已知的数学比例有关：黄金比列、斐波那契数、

费贡鲍姆序列等。 
 其他重要数据系具有完成的几何学、化学、语义性的数据， 例如： 

• 核苷酸长度 
• 密码子 

• 上层内子结构的长度及其他。 
 与它们相应的自由度决定了基因组自身的振动，这些振动在同一个振

动矩阵中相互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基因组是一个复杂的多频率动态机器。 
 本征频率（f）可以使用通用的公式计算：f = L/v，L 为结构单位，v 为

扰动传播速度 
 可以是光速、音速、电荷运动或其他指标。也可以根据原子和分子键

的能量、德布罗意公式、结构破坏的能量成本、力学特性来计算。因此，可

以确定不同结构层次的主频率及其导数频率普。 
 除了本征频率本身的重要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研究的，如： 

• 本征频率之间的关系； 
• 与对生物体有较大的影响的电磁场特性。如果找到匹配项，将证明有

利于与遗产密码的波动特性发生共振的可能性； 
• 与水、细胞、地球、月球、宇宙（如，微波背景辐射）的本征频率。 

 所上面提出的假设都适用于核糖核酸（RNA）和蛋白质的场。 
 
1.4.3 测定 
 笔者推测，DNA 测序技术和高精度测量仪器足以测量场。此外，生物

物体、各种物理和化学过程，包括相变，都可以用作传感器。 
 我们很可能会发现不同频率的场层次结构对应于 DNA、RNA、蛋白质结

构的不同层次。 
 基因组的作用由两个不同的过程决定：与其他有机体的伴侣受精的行

为和生命过程中的蛋白质的持续自复制。这些行为的动力和相应的场变换在

强度和持续时间上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本质上可能具有相似的拓扑。 

 
  图 2，通过外部场将 DNA 图像的作用转移到物体：生物系统、物质、过

程 

场源 DNA样本 物体



  
 基因组的场是变化无常的、适应的对象，因此在不引入扭曲的情况下

其研究很难。但笔者希望提出几种研究方法： 
• 以麻省理工学院实验人员对海星（Patiria miniata）实验进行类比，受

精时，电磁场及辐射变动时的研究； 
• 通过 DNA 样本调制外部场（电磁场、声场）和辐射，并将这种作用转

移到各种物质和过程，包括生物系统（图 2）； 
• 从生物中提取 DNA 样本的电磁场与生物内的对比； 
• 受外部环境影响，基因组及其场的变化（图 3）； 
• 在更改其结构后（例如，在删除链接后）更改遗传密码样本的场； 
• 使用 基尔利安(Kirlian) 技术处理大量 DNA 样本； 
• 遗传密码的场的增益、聚焦、偏转和其他操作； 

  
 
 
 
 
 
图 3，在外部对象影响下，基因组及其场的变化 

• 在外部对象响下，遗传信息转移的方向及办法的变化； 
• 具有单向结构的 DNA 样本场的各向异性； 可以通过外部场增强效果； 
• 场的旋转方向； 
• 场作为驻波； 
• 影响量子水平的 DNA 场，如，质点的偏转、衍射等等； 
• RNA、蛋白质的场； 
• 电磁场作为基因组的移动及临时的动力的指示器； 
• 通过原子显微镜检查或类似的技术实时研究短寿命物体的基因组结构

和场的演变； 
• 基因组系高选择系统，其作用和灵敏性将以狭窄的频率间隔出现，因

此使用相应的传感器和辐射器可以在伴随场的频谱中进行区分。举例

来说，可以使用光谱法。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种跟核磁共振相似的

物体 

无外部对象的场 出现外部对象后的场 



研究法。现代的核磁共振主要是由原子核的自旋运动引起的，也许会

有相对 DNA 的元素或分子。为此，研究磁性材料、含有磁性团簇的物

质等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最后，我们可视化了基因组场、其缺陷、

异质性等。它可以是一种单个细胞、器官或有机体的诊断方法。假设，

健康有机体的场与受损或患病有机体的场有很大不同。最有趣的是，

通过此法我们能不能发现以前讨论很多的全息结构？ 
• 研究与基因组接触的内水分子的状态。 

 对笔者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一种证明遗传信息储存在几何形状的直接

实验的可能性。可以尝试通过在场的帮助下拉伸螺旋结构，将 DNA 解构为一

个简单的线性序列，并对复制过程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不知道在不违反链

条的自然结构的情况下，能否实现。相关结论可以与扭曲遗传信息或其转移

的因素的已知作用进行比较。 
 
1.4.4. 形状效应使用 
 我认为形状效应是某物体的几何形状对其的状态和特征影响的可能性，

同时此几何形状并不是物体的一部分，而是物体之外的。我不会在这里引用

笔者专门用于描述这种效应的整个单独的著作。下列是该著作重要的援引： 
 
 外部限制的形状 
 举例：克拉尼图形、角锥体内的过程、结晶生长、自组织的现象等。

最新的生物学中的例子——通过改变干细胞生长的限制平台的形状，进行干

细胞核重新编程，将一个细胞类型培育成另一种细胞类型。该过程中没有使

用特殊的分子调节剂（R. Venkatachalapathy et al. PNAS, 2018, v/115, n/21, p. 
4741–4750）。 
 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宏观形态能决定微观水平结构。我们的设想使我

们能提出几种该现象的阐述： 
  

• 细胞集落中的遗传密码场形成一个单一的场结构，并开始受到限制它

们的形状的影响。这使得整个系统和每个细胞都发生了变化。一个细

胞能识别出这样的影响是完全不可思议的。这是一种协同效应，导致

向新的质量水平过渡。最可能，只有远程场才能将细胞聚集在一起； 
• 由细胞引起的振动及辐射从形式的壁反射回来并刺激细胞内的过程。

为自体刺激效应。 
• 落在限制形状上的细胞外振动形成类似于克拉尼图形的特殊能面图。 

 这种效果可以大尺度上重复，以避免精密检测。为此，可以选用两种

物质的为例，如，细菌、酵母菌、小物体的单种培养物、晶体、聚合物等。

规模对结果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为了让结果更显著，该形状可以由对电磁场

有强烈影响的材料制成，其频率接近细胞自身振动。 
 这些实验的结果，加上许多其他数据，包括形态对无机系统影响，无

疑具有科学意义和巨大的实用前景。 



 
 物体内的形状 
 如果存在外部限制的形状的影响，那么不应否认放置在物体内部的形

状影响的可能性。形状的材料及大小相对于物体的大小很重要。 
 
 积极形状 
 物体内外形状会受到辐射、振动的影响，如，在克拉德尼的实验中声

音引起克拉尼板的共振，共振形成干涉波，使得沙子从驻波振幅最大的波幅，

向驻波振幅最小的波节线移动，形成克拉尼图形。为了增加效果，振动的特

性应该与物体的特性相协调。 
 

1.4.5. 基因拓扑结构使用 
 多层级的超螺旋结构是基因组自然的拓扑结构。可能，当能量或物质

在某个时空“体积”中的运动变为摆线并因此变得活跃时，无机物质中的自组

织现象才会出现。维克多·肖伯格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设想在于为场、辐射、物理和化学过程、物质流动等人工形成一个摆

线形状。这使得我们在两种物质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最简单的是创造螺旋场，使其通过信息的标准实样及导向控制客体。

这种场可以由某种场源发生，也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手段而得到的（如，

DNA 混合样本、电流线圈、接近基因组的结构的线圈、螺旋共振器、螺旋锥

面光束的产生装置（叶夫格尼·格里戈里叶维奇·阿布拉莫奇金、夫拉季米

尔·根纳季叶维奇·沃洛斯特尼科夫“螺旋光束”，“物理科学上的成就”科学杂志，

174 册, 1273–1300 页(2004 年), E.G. Abramochkin, V. G. Volostnikov «Spiral light 
beams» ） 
 目前存在的生物反应器试图在细胞外进行生化反应，但实际上它们得

不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生物反应器实验人员试图在极其异常的情况下从无

机物合成生物物质。也许，自然发生时是这样的。但此生物反应器内没有螺

旋拓扑实现的条件，螺旋拓扑最可能因外界冲击或意外而出现。因此，我们

因该用辐射、形状等补充此器。 
 
1.4.6. 测定中出现的问题 
 DNA 场、生物辐射的实验是很难进行的，因此测定的标准及技术的优

化也是较难的。 
 应该考虑到的因素： 

• 接触材料。这不是关于“材料-底物”界面的短程相互作用，而是关于材

料自身的振动，由于与自组织基板的同步，这种振动可以深入其中。 
• 分界面可有自体刺激效应，就是由底物发射的振动在分界面上返回原

来，因此建立一个正反馈循环。此现象会有很大的影响。 



• 来自外部的各种振动（包括机械振动）会导致不受控制的共振和同步

振动。 
• 底物在内的形状。 

 笔者怀疑还有别的会影响测定的因素，但我们上面提出几个不但是测

定上存在的问题，而且是具有技术进步的想法。 
 

1.5. 遗传信息编码 
 线性序列，DNA 高级结构也具有遗传信息。此物理原因是在核苷酸链

每一个扭曲盘绕的阶段时相邻的核苷酸的数量增加，因此，一层的圈与随后

的螺旋合并的互动变复杂，结果是结构内出现新复杂键（图 4）。显然，螺

旋结构本身就是信息。这就是更高级别的密码自然产生的方式。传播密码的

场变复杂时产生更复杂的“生物指令”。用比喻来说，二次、三次遗传信息编

码创造生命之书上的句子、段落、章节等。 
 化学编码及拓扑编码作为一个整体同时产生作用。 
 尽管基因组的结构对所有生物都有一些共性，但对于每个有机体来说

都是个体的。我甚至认为在同一生物体的不同部位基因组是不一样的。区别

可能不在基因的线性序列上，而是在上层的精细结构上。 

  
 图 4，重复折叠后 DNA 链中出现“新”键 
 密码所有的因素作为一整体形成其场。DNA 所知的“重要”的因素与我们

目前认为无用的 DNA 部分都对遗传信息编码产生影响。至少在信息的存储和

传输上，与“有用”的部分拥有相同的能力。（这并不是一种为把理论与实践

结合起来而创造的“未元物质”）。基因组是没有无用的“零件的机械”。 
 DNA 载体的多样性（生物所有的细胞内含有 DNA）极大地提高了遗传

信息存储的可靠性、稳定性，最重要的是传输的准确性。众所周知，许多相

DNA 连上“新
的”关系 



同浮动发射器的合成信号比来自该组的单个发射器的信号更准确。很明显，

密码的线性概念不包含生物所固有的复杂的含义层次结构。因此，此概念无

法区分遗传密码内具备的信息。所提出的编码几何和场方法可能有助于解决

此类问题。 
 我们应该采用有助于描写 DNA 相连的分层结构的信息拓扑措施。 
 

1.6. 表观遗传学 
 表观遗传学研究在没有细胞核 DNA 序列改变的情况时，基因功能会出

现可逆、可遗传改变。这种改变能在细胞分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持续存在，

并传递给后代。同时，生物体基因的碱基序列保持不变。专家认为，此过程

与在基因表达发生的变化有关，但此类概念不会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表观

遗传学现象、生命的传递、生命对新的物理情况的适应、生命演化以及其他

生命奇迹，都无法从中心法则和基因组相对僵硬的线性部分的角度来解释。

其不能快速灵活地应对外部挑战，内部发展潜力低，在正常情况下长期保持

不变。从这个意义层面来讲，我们不能将其识别为一种“活”系统。 
 实际上，表观遗传学现象意味着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基因组能很快改

变，因此适应新的情况。 
 笔者认为，这是通过改变编码灵活上层之间的键来实现的。首先，不

同水平相邻部分的螺旋间键、彼此之间的距离以及核苷酸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随后，如果无新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在整个生活过程中是遗传的。同时，线

性序列是较稳定的。这就意味着，基因组的线性序列在生物每一个部分是相

同的，上层的拓扑反而是不同的。这就是对生物某部分的外部因素产生影响

的原因。重要的是任何基因组的改变留在整体的“场记忆力”。 
 很长一段时间后，上层的量变积累起来，由于化学键的重组，跃升到

质的变化——达到线性密码的水平。通过反馈电路，因此也自动改变了精细

的上层结构，以此类推。 
 同时，保持不变的线性链不断修正外部变化。为了排除其影响，它稳

定了上层的场，这样遗传密码能保存自己，这就是“基因免疫系统”的机制，

大概与机体免疫系统密切相关，免疫系统分为固有免疫和适应免疫。同样，

基因组具有固有的、生活中不变的部分（就是核苷酸序列）和适应的拓扑部

分。事实上，免疫系统和遗传系统在生物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执行相同的

功能并使用相似的规则系统。也许，它们之间没有其他的共同点，但笔者不

单纯相信自然以不同的方式排列同一事物的各个部分。这种浪费不是自然的

特点， 它的多功能性是一种节约，也是自然使用所有可用资源及一种在进化

上来之不易的防止不稳定的方法。  
 笔者不打算更深的讨论这个问题，但很明显，如果基因组的“场”概念对

遗传成分有效，那么它一定能解释生体其他系统的过程。 
 基因组是一个灵活但极具稳定的机制。螺旋的形状帮基因组保持其完

整性，同时基因组能改变的。这使其可以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基因组



的上层负责生物的多样性。如果这个属性不存在，那么现在就没有人讨论其

了。 
 在基因组的线性序列中，没有编码有机体不可避免的死亡的区域，没

有内置的衰老程序，从一开始就没有死亡的先决条件。很可能死亡从基因组

上层结构的破坏、衰退开始的。这是遗传密码最容易改变的因素。密码的

“错误”和失败是由于编码高层的自闭合循环和链不断地受到外部的影响而导

致的。此现象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过程相似的。 
 上层结构的破坏能导致遗传密码的区域的丢失、歪曲、场解体，结果

是生物作为一个整体结构出现故障，复制过程的活动减少，干扰与外部环境

交换，失去稳定性和灵活性等。 
 当然，线性密码也会衰退。其原因是外部极其异常的条件的影响和固

定在线性部分的水平的上层缓慢退化。 
 我们能改变什么？很重要的是和不良影响及死亡的搏斗跟遗传密码进

步有关，因此我们应该在遗传密码内寻找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模拟和自体刺

激上层结构的正常拓扑来维护和恢复上层结构。 
 

1.7. 基因组的动态 
  
 所有类型的蛋白质和细胞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节律矩阵，也可能我们可

以用某种定律来描述这个现象。这种联系在两个方向上延伸：下至微观世界，

上至宏观层面。节基因组的场也应该具有节律的动态。实验一定能证明这个

假设。这是振动共振控制的基础。 
 基因组场的动态不仅由复制的物理化学过程决定，而且还由热混沌、

生物体运动、外部影响等维持。由于布朗运动或其他电流，正常条件下的 
DNA 是一个旋转的螺旋。因此，基因组的总场具有复杂的动态配置，其中除

了自然振荡外，还存在外部诱导的振荡。 
 下列是几种结果： 

• 基因组是一个过程。这个概念和传统的概念（基因组是一个静态的线

性结构并且是所有关于生活的信息的载体）是完全不一样。基因组能

作为“爸爸”或“妈妈”或别的，但不能同时是他们俩。 
• DNA、RNA、蛋白质不断运动，与它们的结构一致。 它们的频率我们可

以比喻为舞蹈的基本动作。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最近以海星（Patiria miniata）为例，在一项重

要却鲜为人知的实验中观察到了这样的生命“华尔兹”。生命从波浪扰动开

始的。卵细胞受精时，其内出现无数蛋白质，同时出现像旋涡或涡动似的螺

旋形状波动现象，这种现象可能是孕育生命的主要的因素。这种“舞蹈”是基

因组螺旋形状和其产生的场的结果。在受精的那一刻，该场的拓扑组织能量

被释放，将大量蛋白质捕获到旋转中并产生自我复制、自我一致的运动。 



 笔者不确信遗传密码的混乱的振动是没有意义的。这些波动是为了适

应和同步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它们提供了万物之间的全球关系和整合、有

机体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使得遗传密码在更改时继续存在。热混沌使这款

超智能机器能够不断探测和更新周围空间，就像 3D 成像雷达一样。实现被

理解为密码运行所需的连接的激活和空间定向的过程。 
 但笔者认为这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螺旋形状的不完美性（参见上

列的条）包含着极性及生产力。正因为如此，无序热运动的能量转化为复制

过程及其产物的高质量能量。这可以通过比较作为复制过程的参与者的物质

的节奏和分子混沌态的频率来描述。 
 对于生命系统来说，这一假设更加不足为奇，因为在无机世界（在纳

米和微米水平的超纯晶体材料中）发现了一种接近物理性质的现象，是弹道

共振的效应。实际上它意味着热能可能从冷物体传给热物体。 
 基因组可以比喻为一个有电流通过的复杂地包装在空间中的长螺线管。

如果物体在任何运动中，那么它不可避免地会越过地球磁场的线（这里所指

的是地球磁场、异常磁场、外场）。从物理上讲，这导致基因组中诱导了额

外的 电动势和电流，这反过来又可以刺激遗传过程的激活。 
 从这个角度来看，基因组的载体的积极生活方式导致物体多次交叉地

球磁场线，因此基因组的载体的积极生活方式和遗传过程是相关的。此证明

“生命在于运动”的说法。同样，磁暴不但会影响代谢过程，而且会影响自体

繁殖。地球磁场不仅是生物体的人为因素，也是基因组的人为因素。这种情

况证实了有机体组织的各个层次上都有内在场的层次结构的假设。 
 基于这个概念考虑，可以通过创造不同的磁场源来选择性地激活遗传

过程。人工场相对于物体的运动速度及其强度可以根据基因组的拓扑结构、

运动速度的常用值和自然场的特性来计算。实验从寿命短的生物体开始的。 
 遗传密码地活动及其效果由其运动决定。 
 

1.8  遗传信息的传播 
1.8.1 远距作用 
 人们普遍认为遗传信息包含在线性的核苷酸链中，并通过“经典”化学复

制机制进行翻译。但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远距离传递不得不受限于原子间

和分子间键合的半径数值。事实上，信息可以从密码的每个载体上通过极大

的宏观距离传递，因此生物体能够不断地复制。与原子和分子不同，电磁场

和其他场都具有超远距离的相互作用，因此能够把具有长程特性的、占据大

空间的成物连成整一体。 
 远距作用表现为基因组场在超远距离中的相互作用。这是因为上层的

特殊几何结构产生了非定域的电磁场和辐射。 
 



1.8.2 电磁场与生物体结合  
 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基因组是一个双磁动圈。在这个线圈中，在螺旋

结构的各个层次上，各个线匝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稳定的动态干扰。因此基

因组的每个单元排列顺序并粘连在一起。这就保证了其具有稳定性及在任何

链环出现紧急情况时的动力修正能力。内部电感与基因组部位有关的任何变

化，就像回声信号一样，不仅会在单个细胞中传播，而且将在整个生物体中

传播。 
 基因组线性结构中的信息单位，如短语甚至句子，无论是意义还是功

能方面都不能将其视为孤立的和独立的单位。其中每个单位不仅为信息单位

同时也是信息的收发机器，这就是不同部分交换信息的方式，这也决定了自

己磁场所有的特征。总的来说，它们包含整个生物体的计划。 
 自体复制是一种具有协和作用的、场性的、振动的过程。其单元都是

通过共振和同步相互作用而连接的，并带来新的质量 ——生命。相同的机制

不仅对生物而且对所有物质都是固有的。本文引用薛定谔（E. Schrödinger）
的结论：“只有一个观点值得坚持，也就是微观物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

由特定的共振定律来控制的”。 
 不同细胞和身体部位的场都是同步的。它们像全息图一样行动和坚持。

每个细胞都含有本物体的全部遗传信息。这个想法并不新鲜，玻姆

（D.Bohm）、卡普拉（ F.Capra）、薛定谔（ E.Schrödinger）、戴维斯 
(W.M.Davis)、莱姆（S.Lem ）等人都曾提出相关理论。不过，只有当我们假

设基因组具有特定的场时 ，这个想法才有物理依据。 
 基因组四种碱基，称为基因组字母，通过其产生的场把这些字母联合

成句子，因此生产新的意义。非联合的单元，无论是单个字母、短语还是序

列都没有这个新的意义，而且每个后来的螺旋都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意义。 
 DNA、RNA 和蛋白质的磁场通过共振和同步机制集成起来并形成生物体

场的特别干扰图——驻波。该驻波决定了生物体能够生长和发育，并在生命

中不断地进化。（如果在物体的不同发育阶段测量基因组的场，那么就可以

发现正是如此。）生物体的总场极化了其周围的空间，因此使它能够提取生

命所需的资源。 
 反之亦然。生物体的或结合生物群体的总场图可能会因大环境而变形。

反之，将导致其内部场变化，从而使生物原本的属性发生变化。如果外部环

境是一种限制生物体的形式，也是如此（1.4.4）。 
 不过，不能将生物体间的相互作用仅看成是场域的相互作用，很可能

有其他原因。例如按激光种类的感应原理。但是除了场的存在之外，没有任

何一个原因可以被认为是生物体发展计划的物理基础。 
 第 1.8.2 节介绍了一些可操作的实验来证实所述的假设。 
 



1.9 保存密码 
 现代医学的目标是保证身体状态良好。虽然这种策略能够解决目前存

在的部分问题，但它并非完全成功，这是由于它的不充分性。 
 我们可以通过保存密码的方式，试图实现延长生物体生命的目标，因

为生物体本身就是该密码的承载者。 
 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该问题。 目标是保存密码。 结果就是身体

的健康和长寿。这两种看法看起来是解决了同一个问题，但实现目标的方法

却有不同。进而言之，为了保证长寿、健康和幸福生活，保存密码可能更有

前途。  
 与一定会死的肉体不同，密码能够存在数亿年，这证明了该策略是成

功的。我们可以使用这些线索，利用现代科学思想和成就，享受新的成果。

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缩短进化的漫长道路，而且能够将保护方法更好地应用于

个体，而不是像密码那样应用于统共的生物物质。 
 密码保存和治疗方法与传统医学和现代基因工程有很大不同。虽然后

两者能够解决一些短期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其他方法来保存和维护这个超级

系统。一个方法是采用场效应的和拓扑的概念和方法。DNA 结构本身包含有

关如何与其相互作用的信息。复制过程的稳定再现，战胜疾病和衰老都在于

其本质特征，包括其拓扑特征。 
 本文有一些建议： 
 -保证密码的抗干扰稳定。在无法将生物体与环境隔离的情况下，最重

要的是消除导致密码场和其线性结构损坏的因素。相关的决定可能出乎意料； 
 -修复损伤：密码场和密码部分的回收； 
 - 纠正遗传缺陷。 
 本章概述了一些可实现的方法： 
 作用转移、形状效应、拓扑修正和恢复等。为了影响基因组并进行其

拓扑激活，场必须至少满足形状共振的条件。这可以使用第 1.4.2 节提及的方

法计算。 
 这些技术允许我们保存和传输患者早期或其亲属的相关记录信息。因

此保证了曝光与自身振动的最大相容性。 
 让我们举个例子。 在儿童时期获得的 DNA 样本储存在以下特殊条件中：

低温、隔绝外部影响、保持其形状等。其遗传信息不断激活并传播给生物体。

激活是通过特殊辐射发生的，辐射频率与基因的振动关系密切（图 5）。加

强剂的作用是产生足够的功率来达到结果，并减少对标准的影响。该方案会

有许多情况。 
  
 
外部场  

早期记录的

DNA 样本 
 加强剂 

 



              生物体 
图 5、关于早期遗传形状的信息传输 
 

1.10 遗传密码与无生命物质 
 

1.10.1 无机密码 
 无生命物质及其组成的电子、中子、质子、原子、分子等也由自我维

持的稳定密码决定。举例来说，水的密码是其分子在冷冻形成的结构中能被

显出的：雪花、表面上的图案等。 
 
1.10.2. 密码对比 
 原子遗传学与生物遗传学研究同一件事，但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物

质状态。生物和非生物的信息编码的区别在于信息拆装的方式。显然，只有

基因组(生命的唯一载体)具有多层的螺旋结构。 
 最可能在某大功率脉冲影响下原物质组合变成自我维持的规则系统。

而现在，基因组“螺旋”地旋转着捕获无生命物质并将其从原子分子水平转化

为意识形式的更高结构形式。 
 如果我们将基因组与无生命物质的密码一起考虑，我们对基因组的认

识会完全改变。本文认为有前途的方向是对比粒子、原子、分子和以物理术

语描述的基因组的特征（如，电荷、自旋、宇称、质量等）。 
 
1.10.3. 语言 
 微观层面形成的“遗传”基础，是两种在宏观层面上已经完全不同的物质

的共同点，其原因是使用了不同的形势变换原则。物质几何变换定律的发现

和应用，可以极大地促进对自组织现象本质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各种晶体、聚合物比喻为底层的语言，它们产生于原子和

分子在相互作用下的物质密码。但在地球条件上这种有限的“语言”已形成了

新的层次，并且能够独立地保持并发展。无机物从它可用的“字母”中，写下

了生物存在之书（图 6）。至少，我们还没有找到这本书的其他作者，但这

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存在。 
 这个等级场的理论结合了两个物质世界，“......其将类似于不完整的物

理理论，建立这个遗传语言领域的特定属性，对初始条件保持沉默。”物理

学中的例子有麦克斯韦方程、爱因斯坦理论，数学中的例子有费根鲍姆叶珊、

乌岚螺旋等。很可能，这个理论可以成为基因组及技术密码的基础。 



  
 
图 6——进化：从化学元素到生物物质 
 
 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种“生物语言”的出现是由共振和同步化过程引

起的。但化学元素和化合物是字母和音节（小螺丝和小螺帽），而共振和同

步化是语形规则或使用装配体直观工具（螺丝刀和扳手）。我们也完全不知

道怎么使用这些字母和语形规则来写一本小说（或装配汽车）。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新的、更复杂的生物密码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存在的物理和

其他理论如何解释这些现象，我们不得而知。也许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现有

热力学的潜在局限性，并创建一个新的物理学分支——有序动力学，并观察

其结果。 
 

1.11. 密码、逻辑、语言 
 密码和所谓“语言”从微观世界的较低层次的秩序（同步和自组织）中产

生。 
 “就像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一样，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和谐可以在语言的

语法中找到”（维特根斯坦）。显然，具有行动原则、基本特征和进化规律

性的一般原则，如密码、语言、意识和人工智能 (AI) 的未来。它们在颜色和

振动水平上是可区分的，但在逻辑基础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它们与基因组

一样处于实验阶段，使用的研究方法应该与研究基因组的相似。 
 首先，语言与逻辑有关。下列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的几个论

旨。 
 基因组和语言使用不同的方法能够独立地防止每一个逻辑谬误。表达

思维的语言与密码不能超出其逻辑范围。二者像巨大的镜子，通过将它们的

所有表现形式连接成一张无限薄的网络来全面地反映周围世界。这应该完全

适用于未来的技术密码：独立克服由它们产生的过程错误的能力。 



 语言和密码的差错是另外一个事情。密码及语言的逻辑性并不意味着

没有差错。“差错” 所指的是编码过程的自我关闭，其导致基因组及其载体的

退化和破坏，因此产生科学和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是纠缠不清的思想、自我交织、循环和语言的难解

之结——语言，而不是世界”。而它们是由密码产生的。它们与密码本身的衍

生物一样真实。我们不应认为物质、密码、进化是坚定不移的。它们内部包

含着巨大的改进潜力，随着复杂性的增加其接近绝对的单形。密码通过自决、

自知来揭示本质。 
 当遗传学、语言、数学和物理融合在一起时，我们会发现密码真正的

本质。或许是神的绝对力量，或许是绝对寂静，二者有可能是同一件事。 
 

1.12. “自动” 创造 
 基因组的复杂动态结构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这取决于外部条件和时间。

这个现象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 
 从个体和社会集体基因组的集体同步场中，不仅可以获得控制物体发

育的场，还可以获得更奇异的组织形式，如：意识、集体潜意识、文化、科

学、更复杂的东西。这是由于拓扑结构的复杂性和更高层次组织的出现。 
 对比低级生物和人类的 DNA 拓扑，我们很有可能会在核苷酸序列没有

根本差异的情况下发现上层结构中不同程度的复杂性。我们也可以探索其他

蛋白质中拓扑结构的差异。 
 基因组提取了拓扑结构所需质量的物质能量，接着让振动达到更高层

级。这就像一座雕像的诞生，米开朗琪罗说过：“其实这整体本来就存在于

大理石中，我只是把不需要的部分去掉而已。” 
 这种寓言形式包含在古代东方众多关于身体的观念之中。但实际上这

只是提升振动的水平，并不违反经典物理学。它只是对频率的加法和倍增的

规律及其与拓扑之间的联系缺乏明确的认识。 
 振动倍增定律应该是一种操作程序。按照其序列，我们能够检测到转

换的中间结果和“浪费”。 
 提高振动速度的可能方法： 
 从能量守恒定律得出的频率守恒定律。这适用于微观层面的物质，其

中频率与普朗克公式中的能量有关： 
Е=h/ν, 
H 为普朗克常数 
 假设某一抽象系统最初具有两个固有频率：ν₁ 和 ν₂。由于内部变换，它

可以改变为具有其他固有频率的状态：ν₃ 和 ν₄。那频率守恒定律为 ν₁ + ν₂ = ν₃ 
+ ν₄。 
 因为没有具体的限制，ν₃可以远大于 ν₁ 和 ν₂（参见 1.7）。ν3 的这种增

加意味着出现了新的更高水平的振动，那 ν₄可能是远小于 ν₁, ν₂,和 ν₃，因此可

以被认为是“低质的能量” 。我们相信有一种自然算法可以调节系统和过程中



振动的倍增和除法。变化的随机自发性意味着不可能存在可重复的物质组织

形式。 
 下列是几个频率倍增的方法： 
 激光效应； 

• 形状因素。如果一个粒子（能量）被定位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中，那么

它的频率就会增加。因此，基因组可以在其结构的体积中，对从热混

沌中提取的能量进行定位，这将提高振动的频率； 
• 激励传播速度的增加，例如，用螺旋结构的拓扑结构，频率也将相应

增加。 
 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一个令我们失望的发现。了解了振动倍增定律后，

我们将揭示关于我们机械起源的“可怕”秘密，人们会发现不仅是身体，而且

意识也是振动倍增的结果。我们本身也许是“宇宙力量的自动装置”，是一种

没有任何密码、浪漫和神迹的机械系统。也许，这个发现将埋葬我们的特殊

性和王权神授，我们所谓的“爱情”也将变成一种频率的组合 
 

1.13 场还是密码？ 
 什么在先：场还是密码？ 
 “凡是可说的就要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就该保持沉默。” 若根据维特根

斯坦的这一著名理论，这一节应当省略。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有可能说出一

些东西的。 
 产生场的不是密码，而是一些初始场（辐射）在合适的地球条件下体

现为密码的形式。这种辐射，或是几种辐射之和曾将无机物调制到生命的水

平。时至今日这种辐射很可能仍然活跃。在这种辐射的影响下，与场相容的

化学元素序列串联在螺旋链上，创造了螺旋链形式的基因组。这种“基本”几
何形状就是遗传过程中所有物质的祖先。 
 因此“以生物密码功能的逻辑图为基础不可以确定为什么有这个而不是

那个转录集，以及为什么它执行这些或那些数操作”（莱姆（S.Lem ））。从

这个意义上说，元素本身和它们的排列都没有发挥任何独立的积极作用，只

是根据某个标准被动地使用与该场适合的所有内容。基因组现有的化学组成

是其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获得的。在发展过程中，它结构变化复杂，并将作

用及原理传递到其能量可及的所有物质区域。也许它的生命乐章包含所有自

组织过程共有的精髓。 
 在这种情况下，基因组场的一般特征是较重要的，不能视为只是描述

它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在地球之外能发现具有相同特征的场，那么生命起

源问题的答案就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找，而非地球。 
 假设我们的密码起源于地球，而在宇宙的其他部分和时代它是不同的，

那么生命的形成因素很有可能是太阳的辐射。那时，最早存在的是那些可以

直接吸收太阳辐射作为食物的生物体。在演变和扩展到其他物质领域的过程

中，密码已经学会了不直接使用此功能。任何生物体都能通过各种食物链利



用太阳辐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基因组和太阳的振动矩阵，它们极有可能

相同，而且进行这样的实验并不难。积极的的结果固然重要，但它并不否定

找到其他生物场和辐射源的可能性。 
 

1.14  结论 
 密码是一个完美的自然本质，比我们的意识复杂得多。与哲学和文学

不同，密码不会产生复杂的组织部分。密码用少数的化学符号组及螺旋结构

来解决进化的复杂性问题。 
 对我来说，现有的密码理解与一年级刚学会字母的状态一样。这些符

号本身离事物的本质还很远，但对学生来说，这已经是全世界。 
 现代基因组学，通过 DNA 分解成单独组和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按不同

的顺序收集起来，很自然地产生新的质量，但初始状态也将受到不可逆转地

破坏和丢失，并且完全不清楚产生了什么意义。与弹奏乐器不同，在这个约

化过程中，天才、灵感甚至独创性都不容有，例如不同的音乐家使用不同的

方式却演奏出相同的音符序列。 
 DNA 测序技术和获得新密码的成绩当然使我们感到欣喜，不过基因组

具有电磁场这个事实让我们再次醒悟。自然界要聪明得多，我们误以为自然

用线性密码写下关于生命的绝对真理，而且该密码可以作为计算机程序自由

处理。但我们的这个幻想很快就会破灭。 
 某基因组的特性不仅取决于其核苷酸序列，还取决于这些核苷酸在整

个链中的场连接。这种特殊性是 DNA 分子能够成为生物体密码的原因。当然 ，
“一般”物理定律也适用于它，就像它适用于一切事物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

一般物理定律无法解释个体特性的问题。 
 对于其功能的执行来说，基因组的空间结构和线性记录信息同等重要。

DNA 分子各个层次的紧凑化不仅仅是一种包装在细胞内的方式，而且是一种

存储和传播遗传信息的方式。结构的上层包含一些"软"遗传信息，也就是一

级线性链的线圈、二级螺旋结构的线圈与 DNA 周围的内部水的结合等之间的

弱键和电磁相互作用。这些基因组结构层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 
 -基因信息的编码、存储和传输； 
 -基因组功能的稳定性； 
 -从外部来源接收信息； 
 -多种形式的生物物质的适应、出现和发展; 
 - 意义层次的出现（直到意识出现）； 
 - 将来自不同细胞和身体部位的内部场整合到一个系统中的能力。 
 密码具有自己的场使我们对衰老和治疗过程进行了新的思考，并形成

与生物物质对话的新原则。我们要思考的并不是化学相互作用，也不是传统

意义上的基因工程，而是振动、同步和共振规律、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激

活和纠正的外部影响应与场的特性相一致，尤其是动力特性。 



 到目前为止，振动、谐波关系、拓扑相容性、生物场等概念还没有被

视作研究对象，而被认为属于形而上学物质的范畴。但一切都在改变，这些

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科学意义。 
 我们并不天真地认为天帝创造 DNA 的时候，选择这种形式，以创造一

个振荡的回路。 这仅是我们知识体系中容易理解的、简单且明显的类比之一。

当然，这种简单的基因组介绍值得怀疑，因为其实际结构要复杂得多。但是，

我们对电磁现象的了解也是基于较简单的模型，而其本质也没有被完全揭示。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该领域的巨大发展。因此，场值得研究与探索。 
 有关 DNA 自身场层次结构的想法是获得对生命本质重新理解的机会。

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青蛙会长大，而树桩并不会，或回答什么是“表
观遗传学”和“形态发生”，为什么有“垃圾”DNA，为什么出现物种等问题。 
 此外，场研究是指放弃对隐性参数和形而上学生命概念的研究，即回

归常识。 
 自组织系统具有稳定的空间密码，并通过它们产生了远程场的层次结

构，这一想法将为吸引力日渐消退的复杂性研究和自组织理论注入新鲜血液。

这些场的性质也没有超出物理学已知相互作用的范围。因此，这种认知方法

在生物学将会有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前景，它甚至将超越活力理论，形态发

生学的场概念和其他思想。 
 科学和生命一样，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它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

它的不同部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给对方带来新的存在。比如说，不久前俄罗

斯数学家佩雷尔曼(G. Perelman) 证明了庞加莱猜想（A.Poincare），因此大大

加强了拓扑学的证据基础。而对物理学来说，新的发展理念很有必要，尤其

是动态现象和自我组织。我们认为，上述并非巧合，一般这样的巧合都是顺

时发现的规律。 
 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我们不了解系统特征与其场、其几何之间存在的关

系，这就是为什么对自组织系统的理解陷入了僵局。一旦我们确定了拓扑定

律，该拓扑定律很可能会补充物理学常用的基本定律。  如肖伯格

(V.Schauberger)所说：“我们不需要方程式的物理学，而是形式的物理学”。 
 形式不被看作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处在物理学外的奇怪位置上。虽

然它是可观察的，但除了对称性概念外，它并没有被使用。其他理论将形式

作为真理的标准，不过这些标准都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美学标准。 
 但我们不应简化这种情况，不应假设微观结构的形式控制上层系统的

结构。进化不仅是自下而上的，反之亦可。这两个方向都没有优势。它们之

间存在动态互易性，并且形式变换的普遍拓扑定律在其中发挥作用。 
 将遗传信息安排在线性链中的想法，即所谓的中心法则，耗尽了其创

造性资源。线性密码只是生命信息传递过程的一部分。在未来，我们必须考

虑到遗传信息的其他来源和传播方式： 
 - 结构拓扑引起的键合薄弱性； 
 - 结构上层的螺旋线圈和绕组之间的电磁场相互作用； 
 - 与水相互作用（包括化学键形成，声学和电磁相互作用）等。 



 若我们对基因组了解得越多，那么我们对基因组在功能和空间上的认

知就越广泛（对规模而言，向上和向下扩展），这是可以理解的。“赋予生

命的力量在于物质的广泛属性，无论是在最大还是最小的尺度上，以至于我

不相信现在能够完全肯定地认识到产生生命的机制”（莱姆（S.Lem ））。 
 这意味着遗传信息的根本非局部性，不过这并不是确定性的终结。 逐
步发展，增加对新情况的考虑和整合，过渡到定性新的感知是任何科学的正

常进化路径。在我们看来，识别、解释和使用大量对密码有影响的参数有不

可否定的优势，而这些参数将能够决定未来的密码模型。 
 当然，对于现代科学方法来说，生命的非局部性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挑

战。尽管它正在逐渐瓦解，但不要期待它会完全消失。由于根本性原因，这

些原因在量子力学被部分定义。我相信，海森堡原理所表达的问题,在量子力

学和生命科学中，这些问题并不具有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是反映了认知过程

的自然演化和整个宇宙的结构，也就是万物的统一性与相互联系。微观世界

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最终产生了我们可以感知的自由度。 
 与任何场一样，DNA 场也具有远程波性质。理解这一点就让我们不再

限于核苷酸碱基的字母表，因为它在原则上没有进步的前景。波动观念则让

我们继续逐步理解和发展基因组技术。证实场假说将意味着物理对基因组学

的直接渗透。这是新的理解水平和新的可能性，反之亦然。物理学的新进步

不是通过它的内在发展，而是通过生命科学来进行。生物学和基因组学是关

于高层次的科学，而物理学是关于低层次的。“除非我们理解了更高层次的

规律，否则我们将无法完全理解在低层次发生的过程”(戴维斯 （P.Davies）)。
因此，量子力学理论和其他物理理论在生物系统中的遗传和其他过程中的直

接应用应当谨慎。 
 我们认为场说不是最终的基因组理论，它只是一种描述方式。提出这

个假说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最终的真理，而是为了证明，与任何现有的和未

来的理论不同，这个假说具有唯一性。它的价值在于发现新的研究方式和与

密码对话的可能性。然而，我们无法知晓这个理论所解决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因为它们在生命科学的黑暗面。其中一些是： 
• 从静止状态转换为复制模式的时候，场发生什么变化？ 
• 复制物的场如何来创建？ 
• 其与自然选择机制的联系如何？ 
• 细胞分化机制如何？ 
• 受精的时候，场如何进化等。 

 不过，在中心法则的范围内，同样的问题完全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场

模型则不仅承认现代基因组学的一般原理，而且还假设密码具有更大的权威

性。 
 随着科学领域的每一个新的重大发现，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密码模型，

并且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化学机械模型。未来将出现拓扑、

场、振动、语言模型等。同时，与密码进行有效对话的机会将增加。科技创

新技术也将出现并变得更加复杂。 



 据我看来，生命是一场芭蕾舞：是由 DNA、RNA、蛋白质和其他实体相

互作用的舞蹈。在水介质中，它们的场不断地互动，而水的每个分子都在帮

助、支持这一过程，如同演员听从导演的安排。每个参与者都非常了解自己

的角色。他的每个动作和整个表演都与其他参与者同步，它们处于和谐的关

系之中。 
 借助上述比喻一方面修饰自己的文本，另一方面，是来表达：往往看

起来非常不同和相距甚远的事物在本质上却出乎意料地接近和相关。基因组

科学可以从我们的“人造物”，如音乐、舞蹈等汲取很多关于设计的概念。这

种建构主义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 
 假如大自然是音乐，那么基因组的结构和其场只是乐器。我们不能通

过它们了解乐谱。就像在木偶戏里一样：你可以看到木偶手和脚的运动，但

看不到操纵木偶的演员。动力的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动力能扩展到无机物质

吗？在拓扑、物理和生物学融合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答案碎片。 
 关于基因组具有复杂的结构以及相关的场和振动过程的假说，似乎是

非常合乎逻辑、简单且灵活的。这个假设不是推测性的，最重要的是，它是

完全可验证的。这些都是其具有长远前景的重要标志，也是深入研究这一假

设的动力。也许这只是我强烈愿望和个人意见的表达，但还没有发现这个假

设或个人内心中的任何矛盾。但不能排除螺旋最终只是一种在空间中紧凑存

储信息的方式，对复制过程没有独立的价值。 
 

1.15. 遗传密码有无目的？ 
 本节中的想法没有实际背景，因此我们可跳过，不致损失太多意义。 
 遗传密码有无独立目的及策略？  
 我们不应认为只有人类才具备上述的特征。为什么整个生物圈包括人

类的遗传密码不会具有这些特征呢？物理系统、生物系统的进化基础是生存

的竞争，这是每个物体的策略。“生物首先力求释放自身的力量——生命本身

是权力意志”（尼采）。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现象反映了物质在任何可能的条件下都将产生

秩序的普遍趋势。宇宙一直创造秩序，同时也在破坏它。这意味着我们看见

的不是以前所创造秩序的消耗，而是其不断地复制再生。 
 每个系统都要保持秩序，这导致了一场斗争。遗传密码的策略就是一

种积极侵略政策。密码像病毒一样占领无生命的物质并使其复活，迫使它为

自己服务。 
 密码为了及时保存和推进自身使用了下列两种不同的策略： 

• 复制。使用最小自我复制算法（最小密码），它可能在整个存在过程

中都没有改变，并在别的世界被激活并发展；  
• 进化。基因组形成的有机体具有越来越高的智能成分，以确保它们的

稳定性和生存能力，即使在不可避免的变化、改变与干扰条件下，依

然保证了密码的保存。 



 保存密码的另一方式是自然选择。我们可以把自然选择比喻为选择赢

面最大的那匹马，以便获得成功的更大可能性。 
 表观遗传学的现象，生命各分支的出现和发展，生命在空间中的波与

其他生命的奇迹——这些都是遗传密码为了生存而使用的适应方法。生存本

身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进化过程中得到的改善并不是目的，而是工具。在这

个过程中，遗传密码“穿上了巨大的衣服”，从简单变成复杂，这样它才能变

通并生存在反复无常的外部环境中。剩余的复杂性意味着许多自由度。这使

遗传密码能够在各种条件下从任何可用来源中提取物质和能量以进行繁殖。 
跟麦克斯韦妖相同，它克服并利用了热混乱。 
 生物物质进化的意义与秘密在于程序传输过程。线性遗传密码是次要

的，它是一种工具、指令。“唯一能抵御混沌无情攻击的，那条跨越熵隙的

救命线，只能是无故障的秩序传送器； 这就出现了遗传密码……这是进化在

持续的监督下的工作：这是目标所要求的——保持密码的存在，因此是最大

的集中度和最多样化的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进化将基因线交给胚胎发生，即

不是构造，而是建设有机体”(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生命并不是神秘的，它是遗传密码的体现，也就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

特殊立体结构系统的体现。同时生命不会只是一种适应。假设适应是生命的

目的与意义，那么生命早就跟外部环境相融合并消失了。如果生命被证明是

一种衰落的可能性，那将是可悲的。 
 原子、电子、质子、光子及其他“同事”曾经创造了遗传密码。现在遗传

密码回到他们的身边。通过逆过程基因组试着改善其基础，从而提高它的稳

定性和存活率。 
 人类作为传递遗传密码的特殊环节，创造基因组“永生” 身体的特殊环

节。我们未来的身体是电磁生物几何基质，具有在各种条件下的能量消耗和

秩序系统，以极快的思维和运动过程运行。具体化于此方式的遗传密码只保

留有限的稳定物质的结构，其余部分由场和振动代替。 
 物质的密码是多样化的：其中有一部分稳定，因此能够存在较长的时

间，另一部分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激活。打个比方，所有的这些都是标点

符号、音节或单词，只有生命的遗传密码会用与内部内容不同的语言写下来

关于自己和世界的伟大小说。他继续快速挥笔，仿佛感觉到了终结，试图用

最有力的离别和弦向宇宙致敬，烙印，尽可能多地将自己烙印到物质的基础

上，希望能将自己从脆弱的生物物质身体不可避免的腐烂中解救出来。 也许

这就是它的目标，来自于对生物进化绝境的深刻认识。 
 
 也许，遗传密码因其成功而自大，固步自封以致失去了发展动力。难

不成其犯了一个错误，试图遏制盲目而强大的自然力量，这种力量很容易摧

毁他脆弱的生物研究，甚至接近自我毁灭的门槛？ 
也许我们对遗传密码的理解太夸张了，还是只想将我们的生活及其后果

的责任推给上帝或密码？ 既然这样更容易，让我们把所有的麻烦归咎于它吧！ 
 



2. 人工遗传机 

2.1 代码特征 
 该代码意味着生产活动：从微观层面的过程到其载体所进行的旺盛活

动。它渗透出物质的深度，使其分子的有序性排列仍能抵御它的活动、能量

武装和创造能力。但是，它无法克服并参与到物质内部联系的物质循环中，

这是不可逆的事实。 
 基因组拥有一定质量的能量。能量的质量是它在时空中的频率响应和

组织。除其他事项外，它是由其所处的封闭形式决定的。衡量能源质量的标

准在于其生产潜力的大小。 
 质量可以是一个与“生命力”相关的神秘的“隐藏参数”。嵌入代码

场固有的极性是纯粹的效力。它通过觉醒和受精而向外排出，涉及其循环中

的可用物质。在受精过程中，它以周期波的形式表现出来（1.7 项）。 
 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可自我更新的能量并不是超凡脱俗的。它也作用

于无机物质。我们在微观世界的和谐而 “缥缈”的结构中观察它。一旦我们

在任何一个世界中理解了它，我们就将参透它的其他表现形式。一个重要的

研究方向是物质空间组织的性质和作用。 
 我相信这种能量和基因组的逻辑因果图式可以用于（激活）生物圈和

无机物质。 
 

2.2 激活的概念和目的 
 “我们技术的所有原材料和所有材料在本质上都是被动的，因此我们

必须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对其进行加工和定型。关键是要从这种被动转移到

在分子水平上仍然活跃的基质技术......你是盲目的，看不到代码的真正创造

力，因为进化几乎没有时间尝试它，在可能性空间的底层爬行。因此，她在

一个闻所未闻的狭窄区域工作，但深度却闻所未闻：她演奏了她的协奏曲，

她在一个单一的胶体音符上古怪地独奏，因为主要任务是乐谱本身应该成为

一个后辈听众，他们会重复这一循环。然而，对您来说，您不会对手中的代

码只能进一步复制自己的事实感兴趣手......很快您自身就会突破蛋白质的限

制。您将从蛋白质单调中提取代码，从它被困在太古细菌中的这一间隙中提

取代码，并将其带向新的路径。从温暖的胶体溶液中排出，它会在词汇和句

法上得到升华，在您的手中它将会侵入物质的各个层次，跌入零度，达成星

辰的火焰…”（S. Lem）。 
 我们曾经驯化过牲畜，并获得了食物和战力。我们学会了如何操控场

和物质，制服巨大的能量，合成诸多材料，并提高了计算能力。现在，我们

正试图掌握大自然的创造性自我塑造力。但在我们能够自行生成它们之前，

我们有必要经历一个模仿、剽窃的阶段，从现有的自然库中提取自我组织的

基准和原则。在所有已知的 “密码子” 中，只有 “生命密码子” 产生了令

人惊讶的各种形式，使其能够稳定地存活数亿年，设法将骨质无机物纳入其



循环，诞生了意识的宫殿。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自我维持的自

动复制代码。因此，从其研究中，可以预期到技术演进的主要动力。 
 然而，对在其他物质领域重启代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疑问。它能否被

激活用于目前形式下的生命以外的目的？基因组能否在胶体溶液以外的区域

工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导致自动复制的所有可能的手段和方法都被实

施和用尽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这方面的证据是技术的发展，它以自然进

化中未被使用和未知的方式致使了人类生产力的提高。隐藏在我们无声的身

体中的代码的可能性，通过知识和征服的空间而倍增，可以成为改造宇宙的

完美工具。但即使这些答案对我们来说是否定的，无论如何，基因组的直接

应用都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产出全新的东西。 
 我所说的激活代码，指的是它在各种物质和信息环境中实现其创造潜

力的方式。 

2.3 技术群落工艺 
 使用活性基因组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但只是人工“生命”技术的

初始阶段。最困难和最有趣的问题是人工代码的创造的创建及其物质的实现。 
 我不能否认自己再次兴奋地复制了 S.Lem 的一些话语：“其（代码）阐

明的整体—植物和动物系统—可能是无限的，尽管是有限的，因为在这样的

代码中不可能阐明这样的表型，例如，发电机或原子反应堆。至于跨生物技

术，我们希望将其理解为生命的基础，不是作为剽窃甚至大胆重组的模型，

而是将物质的后生物状态纳入其中的逻辑-因果方案。技术代码成为'有罪'信
息的记录，可能是由非生物元素构建的。” 
 “这与建筑材料的原创性无关，而是关于某些信息可以对其自身结构

组成的自我实现预测这一事实的方法......进化技术的根源是信息编码，以便

它本身转化为所需的物质系统。如果我们将这一规则纳入生命无法获得的能

源和物质中，我们将同时摆脱所有生物固有的限制和我们许多技术固有的限

制。” 
• 创立技术群落工艺的过程应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探寻技术基因。 
• "遗传 "信息的编码； 
• 寻找环境； 
• 将编码信息的释放和转换为环境； 
• 传输的信息与环境相结合。 

 

2.3.1 寻找技术基因 
  
 这些代码可以从生物或无机世界的现有库中导入。代码既可以是存储

在物质结构中的信息，也可以是物理和化学过程，包括自组织过程，以及其

辐射和振动。 



 对当前代码进行模仿是相当恰当的。但它不可能是直接复制，然后配

备适当的能量潜力，以便在其他环境中实现。复制只能作为基因组特有的逻

辑-因果方案特征的复制。其元素，如拓扑结构、复制动作序列、信息的线性

包装算法，可以在不同的媒介上进行复制使用。音乐就是一个例子。同样的

音频序列可以记录在磁带、硬盘等介质上，并最终存留于人的记忆。录音的

物理属性取决于媒介。 
 自然界中有许多自组织系统。而且每个都有自己的算法。一个更强大

的品类可能存在，但被隐藏起来了。这些模式可能比基因组更简单。但是我

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对它们的看法与生物物质过程之间的差距就越小。没有

人能够笃定我们无法创造出比基因组更完美的东西，主要的局限将是我们的

想象力水平。 
 代码的组织潜力取决于其可变性的范围，而不会丧失完整性。 它的范

围越广，其各种化身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是由代码结构的拓扑决定的。 因此，

物质或过程的结构越复杂，它们的潜力就越大。 
 活动代码是具有特定拓扑结构的真实物质结构。 人工代码也可以在各

种媒体上以场或振动的形式存在。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从以摩尔斯电码和二

进制码编码的短语，到转换成电磁场或声场的巴赫音乐。 
 显而易见，不同物种的代码的混合、杂交可以发生。这类似于量子纠

缠。杂交也可以横向进行：用于生物物质的活基因和无机物质的代码。 
 对于杂交，应用全息技术是可能实现的。在某些空间区域，不同代码

的静态全息图像可以相互叠加。 
 第 2.3.3 节中列出了有关人工基因组学物质基础的考虑因素。 
 

2.3.2 编码遗传信息 
 在基因组中，信息已经以准备好进行自动复制的形式存在。然而，当

通过场或辐射的方式进行翻译时，其拓扑结构的包装可能会被破坏，信息也

会变得不活跃。因此，与人造技术基因相同，可能需要额外的编码。这些方

法在 “密码的场”节中有所描述。使用几个阶段的 “螺旋化”来创建一个更复杂

的拓扑结构。在各个阶段，按顺序增加（减少）规模，并使用性质相同的设

备，可以使旋转的方向发生逆转。 
 
2.3.3. 环境探索 
2.3.3.1. 技术群落的主要问题 
 “......基因是静态的，而蛋白质是动态的；基因的表现形式就像将核苷

酸方言翻译成氨基酸方言。同理可推，核苷酸构成生命的记忆，而蛋白质是

生命的处理器......”“合成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基因是存在可能性的，但基因是蛋

白质的建造者和管理者，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设计出迄今为止尚未成为生

物代谢程序中的过程循环。”（斯坦尼斯瓦夫 ·莱姆） 



 如果技术基因的创造需要使用一些实际机制，那么对于它们可以实施

的环境来说，事情要复杂得多。它的环境探索将成为技术群落最困难的阶段。 
 激活该密码的目的可能是： 
 -实现预期功能的过程。例如，合成一种能够以恒定的自我繁殖模式从

外部环境中吸附重金属的物质，然后以沉淀物的形式将它们阻隔。 
 -具有正确结构和性能的材料。一个例子是创造尽可能接近原始器官的

人体器官副本。为此，将活跃的遗传信息引入其培养过程，形成其结构和与

环境的关系。 
 
2.3.3.2. 总体要求： 
 -细胞（准细胞）结构； 
 -还原性能； 
 -在一个过程的循环中自动复制的可能性（如果它是一个过程的话）； 
 -存在物质（过程）--- 密码合作伙伴---   之间的共振或同步的条件。 
 在激活和合成技术密码时，有必要考虑到此类对象的普遍进化策略，

它是对物质、信息、能量、空间的争夺。因此，为成功培育一个技术密码，

有必要为其提供所需质量和足够数量的部分组件。 
 同时，必须观察整个“种子组”的最佳特征。它可能不会太密集，因

为这会因缺乏资源而减少每个元素的生存机会，但也略显稀疏，因为在这种

情况下，可能不会出现必要的集体行为。 
 在自组织和结构形成的理论中，它的近似类似物是已知的—最小成核

尺寸，低于该尺寸，系统无法获取自我繁殖的必要能力。 
 根据目前的“生命密码”，有可能在以下特点的基础上估算“种子”的有效

密度： 信息包装的密度，单个 DNA 的大小，它们之间的平均距离以及这些数

值的比率。 
 基因之间的距离对应于单个基因稳定运行所需的营养环境的体积。距

离是由其生产力和其生物群落伙伴（蛋白质等等）的大小决定的。另一方面，

在邻居之间形成稳定的联系，将它们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有机体中并形成对外

部影响的集体反应就足够了。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些情况决定了各种细胞

的大小。  
 基因组的大小和“邻居”之间的距离似乎存在普遍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

过一个简单的方程式或已知的常数来描述（例如黄金比例）来描述。在设计

技术代码时，这些距离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与生活在有限领土内的动物，鸟类和其他物种王

国中的关系的直接类比。在这样的群落中，“人口”的密度是由与空间中基

因分布相同的因素决定的。从这些类比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理解密码的

工作及其目的。 
  



 事实上，现有生物体的 DNA 大小远远大于自动复制所需的最小值。在

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密码获得了许多细节，其中许多对其运作并不重要。

它们属于密码的特定承载者，而密码只是其生存斗争中的一个短暂插曲。 
 探索技术密码的任务和实现其环境的任务不尽相同。但是上述一切内

容都同样适合解决这两个问题。 
 

2.3.3.3. 有前途的材料 
 编码元素的选择是由“化学材料”与其“复制反应性”相适应决定的。结果

可能是“生命站在碳上”，因为它是一种专门适配地球的物质（元素）。 
 根据我对现代材料的有限了解，以下是这类元素的潜在候选者。但可

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还未拥有自我生产过程生成的选择。“然而，我们文

明史上的诸多意外警告我们不要过早地抛弃<...> 这种<...> 建议和想法。...” 
 有必要寻找和合成物质，主要具有准细胞结构，至少近似地表现出生

命的特征 - 自我繁殖和自动复制的能力。具有刚性晶体结构的物质对于新的

额外蛋白质进化几乎没有用处。潜在的有趣之处是无定形、团簇、多晶和液

态。 

液体 
 “...液相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生物群落最有利的多维实验空间...”液体的

结构是多形式、可移动的，并对外部因素较为敏感。这使得它们成为潜在的

重要候选者，但主要是与生物物体有关。对于这一点，水仍然是最重要的候

选者。其使用的主要问题是其特性的标准化（详见 2.3.5.）。 
 

聚合物 
 有望为复制行为创建技术和环境。但现在聚合物已经可以用来测试基

因组的影响。 
 选择标准： 
 -在化学成分上与 DNA 类似或有可能与类似的有机化合物相互作用； 
 -近似重复蛋白质复杂拓扑结构和生物过程动力学的能力。 
 这需要大量的自由度和低能量阈值来重组结构。 
 

纳米结构 
 纳米结构具有一定特性，可能对我们的目的感兴趣。有一些纳米结构

具有准细胞结构，例如：富勒烯、石墨烯、复杂无机分子等等。它们很可能

具有可以从外部放大的内部长程场。 
 首先，值得测试该规范对各种碳及其化合物结构合成过程的影响。可

以自行组装和编程它们。这从逻辑上得出的事实是，碳构成了生命的基础。 
 与碳类似，硅形成典型有机碳化合物的类似化合物，如生物过程的骨

骼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它也在名单上。 
 



生物材料 
 有一类材料是用于身体内部的：关节、肾脏等等。它们的生物相容性

是暗示了潜在编码的可能性。 
 

中间相的状态  
 这是介于固体和液体（气态）之间的一种特殊物质状态。其以中间层

的形式存在，具有异常的特性、自组织的迹象，但几乎没有被研究或使用

（详见我的其他作品）。发生在中间层过程的结果随处可见，例如雪花、霜

花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候选者。 
 
2.3.4 向介质释放和广播编码信息 
 "被称为元信息的信息所蕴藏的潜在能量，是一种脱离了迭代、渐进和

线性过程的自组织，它不再像自然界中的生命或程序员创造的计算机模型那

样依赖于其载体"（S. Lem）。 
 只要代码中包含的信息与之绑定，那就是它的财产，仅此而已。它的

功能在本地受到限制和隐藏。因此，在将信息传输到将变得活跃和创造性的

物质之前，必须从物质载体中提取信息。现在，这表现在从 DNA 到 RNA 和蛋

白质的信息转移中。 
 此问题有很多解决办法，取决于具体条件。 
 作为激发样品（例如，浓缩 DNA）并将信息从中传输到物体的基因组

的来源，激光器、特斯拉变压器、磁性、静态、涡旋三维场，以及声学振动

等的来源可以使用该场或辐射的样品。 
 携带信息的场和辐射可以使用已知技术给出螺旋拓扑（见 1.4.5）。这

种辐射的特性可以显着增强编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没有它，这种

效果可能根本不存在。 
 此外，这些信息载体可以通过水、地球、时间节律和其他形成生物圈

的自然来源的振动来调节。 
 不难提出几种从遗传密码到介质的信息传输系统的变体，在样品、载

波场源、调制器和介质之间的相对位置上有所不同。其中之一如图 7.所示。 
 
2.3.5 传输的遗传信息与介质对齐 
 在这个阶段，我们必须解决几项内容不同的任务。 
 

介质的初步准备 
 目标是消除对遗传密码成功实施和发展的制约。例如，介质可以以各

种方式解构，使其摆脱可能成为未来自组织障碍的异质性。 
 与介质的振动参数统一 
 在介质实施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节奏、频率和振动。因此，有必要

将传入的遗传信息与它们同步，以达到最大效率。 



 介质赋能 
 很可能该技术的第 1-4 阶段已经成功完成，介质可以从根本上感知信息，

但能量限制不允许激活其中的代码。也就是说，从代码中发布的信息不能直

接影响环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出现这种效果，即使没有直接实现。 
 介质的能量障碍可以通过外部场、催化剂来克服。催化作用是消除使

用基因组的限制的直接方法。从基因到无生命物质的深层，我们将通过一系

列连续的步骤逐渐到达那里，在每一步都使用催化剂。比如说：基因组→生

物聚合物→聚合物→碳（或其他东西）→原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增

加活性和作为复制介质的物质的数量。例如：我们将食物煮沸、加热、研磨，

以提高其消化率，或者有机会使用不太适合作为未经加工的食物的产品。 
 因此，来自基因组的信息传递方案，在必要时应辅以催化作用块。 
 一些补充： 
 - 检测遗传密码对无机物影响的一种可能的技术是初步研磨，至少要粉

碎到与受影响物体的大小相称的程度，包括粉碎到纳米级的程度。 
 - 事实证明，由于基本限制，将额外的物质引入介质是不可接受的。例

如，由于其结构的保守性和刚性或化学不相容性。那么就有可能使用非接触

式的激活方法：场效应、振动、辐射，以及其他方法。 
 另一种方法是将该物质预先溶解在一些额外的物质中，这将作为激活

电路中的一个中间体。它将通过吸收控制信号，将其转化或几乎不失真地传

送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构成这种物质的影响对象的元素的流动性或活性

应远高于通常状态。一个例子是在自然条件下，溶解在水中的火山岩迅速形

成大晶体。 
 在这个意义层面，水是一种独特的物质，因为它的结构元素具有巨大

的流动性，并且能够根据外部条件更改相应的配置。然而，在自然条件下存

在的水不能被标准化地用于技术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经过非常初步

的处理。例如，净化、解构等。或者可以通过一些标准技术来人工获取水。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候选人的工作。这个名单很广泛。 
 与传统技术一样，优化技术算法包括空间的形成：密码-密码器-介质，

并在其中列举变体。通过利用共振或同步现象，有可能减少搜索最佳模式的

时间。 
 
2.4 基因组和生物体 
 技术化是一个终极目标，这意味着实现人与物质之间关系的新水平。

在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中间结果，这些结果本身就具有价值。我们正在谈

论将遗传信息用于生物物体和无机物的新方法。许多想法对两个世界都是共

通的，可以交叉使用。 
 最简单的选择是通过场、辐射和形式将基因组信息转移到各种生物物

体上，并修复暴露期间和之后可能发生的变化。 



 蒙塔尼耶对一些浓缩的 DNA 样本使用参数随机选择的外部场，成功地

进行了遗传信息向水中转移的实验。而且，并非所有物质都有这种效应，这

并不表明它不存在，而是表明外部场与内部场不匹配：频率和指向性不同，

缺乏复杂的空间调制，等等。同步这些参数时，应能观察到最大的效果。 
 这些结果表明基因组场的存在性和选择性，可以作为其共振诊断的基

础。 
 遗传信息非接触性转移的意识形态本质上等同于基因工程的概念。然

而，如果结果证明具有可比性，那么远程传输的应用将大大简化和降低我们

的工作成本。这是从基因到振动和拓扑控制生物变异过程中令人兴奋的前景。

在领域范式中进行对话和基因组管理的可能性比现代基因组学的裁缝者要广

泛得多。但在今天，这两种方法将能成功地相互补充。 
 您可以提供演示此方法的实验的详细版本。在其中，具有高度的可靠

性，可以隔离代码的影响及其生成的字段。 
 通过以某种方式放大基因组场，或用基因组场调制外部辐射和场，可

以将基因组场的影响进行长距离转移。 
 实验思路： 
 - 细胞群、细菌群、植物群对其 "亲戚 "的影响在相当远的地方。 
 - 类似于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实验。基因组中一个样本的变化对

另一个样本的影响。在此之前，两者存在于一个单位。作用的转移可能因外

部辐射而加强。 
 - 生物对象的年轻或健康状态的基因组的影响，年轻亲属对老年或生病

样本的影响。各种场和辐射的刺激; 
 - 遗传信息和其他属性沿线的转移。 
 - 调查转移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物体和参照物之间的距离，以检测 DNA 样

品周围的驻留电磁波。 
 - 遗传密码可以像乐器一样被演奏。原理是一样的：夹住某样东西，激

发它，缩小它，放大它，你就会得到一个共鸣的旋律。基因组中负责某种功

能的个别部分可以用于实验。 
 - 自动刺激（AS）。基因组信息可以在一个物体中产生辐射、振动、场

等的效果。如果这种辐射通过特殊手段（"镜子"）被重新导向物体，将导致

这些过程的加强。产生了一个正向反馈。这种技术可以简化内部排放的登记

问题，提高控制的效率。自动刺激可以包括对一个特别引入的外部刺激的内

部反应的反映。对自动刺激来说，特别感兴趣的是把定义意识的机制和物质

结构作为一种剽窃行为，而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理想的 "晒印机 "。现代生命科

学和医学试图简化和克服所有生物所固有的个体性，以求普遍性。而这对于

一个特定的生物对象来说，可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技术。自动刺激为自己的

需要使用自己的技术。大自然经常采用这种技术。现代技术使得尽可能有效

地实施这一技术成为可能，包括通过对反射信号的额外放大。用 RNA、蛋白

质等进行类似的实验。 



  
 然而，这种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它利用了现有的自然设

计。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待从它那里得到壮观的、新的生物组合。 
 
2.5. 基因组与无机物质 
 我们大部分时间忽视了生物场和生物现象对无机物和有机物的影响。

其实，这些很容易被忽视，尤其是在使用经典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情况下。 
 我认为，代码不仅可以是胶体溶液的生产力，而且可以是超越其“权限”
的物质类型的生产力。如上所述，蒙塔尼耶（L. Montagnier）、加里耶夫

（P.Garyayev）以及其他科学家的作品已经间接地证实了这一点。另一个证

据是，在人类化身的进化过程中，基因组不断增加对离生命很远的物质水平

的影响范围。 
 以下是一些想法： 
 -如果我们能够把基因组强制激活或者通过任何方式降低外界环境反应

的“敏感度”，那么我们它可以用它（以及无机密码）来进行两种物质的受精； 
 –研究通过水的影响。可以用已知的物理化学方法研究“转基因”水。可

以评估其对食物、植物生长、无机和有机水溶液、微生物等的影响。 
 可以评估基因组对非生命介质的影响，如在“无生命”的超高或超低

温度下； 
 –在放大和缩小尺度时对物质结构和性质的影响，与代码本身的大小不

同。 
 如果一个宏观物体受到遗传信息的照射，然后测量其物理和化学特性，

则可以将信息转移到“更高”的水平上。例如，利用克拉德尼（Chladni）的简

单的金属板实验使基因信息可视化。声信号被传送到金属板上的细砂，并由

一个或多个来源的基因信息调制。用江本胜（M. Emoto）的技术也可以观察

遗传信息如何影响水晶体的生长，包括雪花。 
 第 1.4 节中描述的方法是合适于探测量子层水平的。然而，基因组虽然

是一种理想的化学机器，但仍然无法进入量子维度。它只能从外部探测量子

现实，而不能从内部探测量子现实，这是被海森堡（W. Heisenberg）不等式

所描述的根本原因。因此，量子过程对人类意识来说是特别复杂和奇特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升的偶然性原则适于使用。 
 通过了解密码如何将无机物质卷入其循环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为此，可以转向研究自养生物。这些生物构成了食物金字塔中的第一层，并

从无机物质中合成有机物质。它们所体现的密码可以直接提取无机物质和辐

射。重要的不是这个复杂过程的细节，而是总模式。 
 从基因组中提取的信号可以独立运作，成为另一个信号的载体，并与

来自其他密码（包括无机物质的密码）的信息混合。 



 我们谈到了基因组转化为无机物质的可能性。但我们不能排除非生物

密码对生命的潜在影响。实验方案在工作的不同部分进行了描述。无机密码

的作用可以通过对从无机编码中提取的信息进行生物拓扑编码而得到加强。 
 

2.6 关于人工智能的想法 
 人工智能（AI）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寻找可以创建可控纠缠量子态的材

料，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相干性。 
 基因组最可能能作为这种材料。基因组中存在上述提到的条件并可以

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持。基因组对外部条件的影响抵抗力较大，在量子层面的

自组织过程的再现中展现了出色的稳定性，拥有混合不同来源的基因信息的

技术，可以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变化。 这一切都是管理的潜力。 
 同意的密码或组成集体场的几种密码能按照此前提到的技术传输到某

种逻辑介质。逻辑介质的特点是：量子特性水平的标准化、灵活性（所指的

是多自由度与结构重组速度）、与基因组的兼容性。受到密码的影响的逻辑

介质可以作为人工智能的基础。可用的最佳“候选者”是胶体溶液，这是目前

基因组“登记”的地方。但有必要解决其结构技术的可重复性问题。 其他“候
选者”在代码激活章节中被列出。 我相信，我们技术的曲折将不可避免地但

出乎意料地给出解决方案。 
 对于人工智能策略，可以使用基因组的衍生物——语言和意识。它们在

振动水平上是可区分的，但在逻辑基础上是一致的。 
 当然，这些只是笼统和薄弱的建议。但是代码已经成功地催生了我们

的智能，它对下一个级别的自动智能的实施没有潜在的限制。 
    同时也有一直很重要的会严重影响人们对寻找真正人工智能的乐观情

绪。 
 “每个非人类只有在他变得人性化的情况下才能被我们理解。 思想，封

闭在物种规范的边界内，不是普遍的，但这个不寻常的监狱的墙壁延伸到无

限……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学习，但要以我们人类自己的方式。”（史坦尼斯瓦

夫·莱姆）我想引用上面的话证明创造人工智能时使用基因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会形成一种思想，从长远来看，这种思想将与我们的思想相同，但仍将

与其平行。无论我们的意识和智力以及它们的所有衍生物可以延伸多远，基

因组矩阵无论如何都会对它们产生限制。我们将再次将其作为第一个创造物，

作为我们思想的主要来源。而且由于基因组与限制它的物质基础——蛋白质

密不可分，因此原则上不能超越其创造性拓扑能力的极限。 
 除非我们在物质基础上创造出与今天的密码所使用的根本不同的东西，

否则我们将无法摆脱这种遗产。我不得不等待技术生物群落（techno-cenosis）
技术的出现，这将能够克服自然进化无法克服的障碍。真正的人工智能将作

为自动进化的巅峰之作。同时，这只是进化的真理的一部分。 
 另一个超越自然界限的机会是“死亡”作为超越可想象界限的自然停留和

过渡。“死亡”与其说是身体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例如在冥想期间所经



历的。 在精神转变的帮助下克服了物质基础的限制后，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

现实，尽管是暂时的。 
 另一个问题是，真正的人工智能总像是一种意外收获。它不能从蓝图

创建，也不能为特定目的而设计。 当它出现时，我们将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 
只有在实际出现后，我们才能通过实验和模拟来了解它的真实能力。 
 
2.7. 附录 
 现有的物理定律和原理足以描述和控制遗传过程。我们只需要对共振、

频率捕获、同步等定律进行额外的补充。我们还不需要新的实体，因为还没

有充分利用现有实体的潜力。 
 在未来，物理理论将扮演“自然”选择过滤器的角色，设定限制，如进化

过程种的有限变化等，并在物理现实的各个层面上定义新密码的功能规则。 
 被密码生成的人类在宏观到量子层次的范围内成功地控制了非生命物

质，创造了具有良好预测能力的理论工具，并能够接近于其元祖的理解。事

实上，密码开始在自身上反射自己。这给它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意义和可能性。

探索你的拓扑结构，你的潜意识，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新兴方式，可以增强你

的力量、稳定性和生存的可能性。 
 也许这是亵渎，但我认为自然是无法达到完美高度的。这就是为什么

我相信我们不仅可以从自然中学到遗传知识，而且可以超越我们的观察，并

创造一个有效而强大的技术系统。大自然虽然比我们聪明，但绝对不是完美

的。 
 “如果我们不知道密码的具体可变性，我们就无法事先知道如何最佳

地利用它的组织潜力。”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基因组的活性化和技术系统产

生的结果才能够与我们的计划和预期达到一致。 “不确定性导致不可预测性” 
这种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技术。可靠性和可重复性的提高将通过逐步迭代来

实现。共振相互作用可以降低通过技术优化路径的成本。 
 任何从自然中提取的或由人类发明的自我复制规律都将以维持自己的

存在为目标，并独立于我们的程序。而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如何控制和利用它。 
 在进化过程中，密码在许多化身方面增加了巨大的复杂性。但在这种

多样性中必须有一些最低限度的常见之处。我认为这种说法一定有数学层面

的理由。比如说，费米乌拉姆悖论（the Fermi-Ulam paradox）能作为一个很

好的论据。但现有的物理定律本身并不包含这种可能性。 
 发现或计算出来可在物质载体上实现的自复制算法的最小长度尤为重

要，因为这些计算就是基因组的活性化和技术基因合成的关键。这种基本秩

序结构不仅能够维持自身，而且还能够产生更广义的秩序。但我仍有疑虑，

对这样一个实体的追求将一事无成，就像我们试图找到物质的基本水平一样。

俗话说，我们潜水潜得越深，距离底部就越远。因此，我们应该放弃对最终

真理的追求，实现真正的中间目标。而对于基因组来说，确定最小的自我复



制化学算法存在可能性的，而且这将产生重要的实际结果。在这种情况下，

物理和拓扑的结合可能是意义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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