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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细胞 间体液 中 的 蛋 白 质 和 多肤具 有 与人类语 言 非 常 类似的特 点
,

行使着传递

细胞 内外信 息 的功能
,

故在此定名 为 细胞语 言
。

细 胞语 言 学 的研 究
,

将 为 揭示

细胞 间 精密 的通讯机制
、

破译细胞语 言
、

人为控制 细胞的功能
、

中 医 药 治疗 机理 的 阐 明
、

细

胞生物 学 某些重 要课题的探讨以及人 类 寿命影响 因 素 的研究 等诸多方 面提供全新 的探索

性思路
。

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日益深入
,

对生命奥秘
的揭示也愈来愈令人振奋

。

然而
,

一些生命现象的

调节如此快速和精确
,

无法从基因开 启
、

化学反应
或细胞器结构改变等微观水平予 以解释

,

更不能简

单地从神经体液的整体水平加以 阐 明
。

作者于前文
细胞模型新假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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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内精细的 网络系统
,

很可能是细胞中 电子信号

传递的硬件
,

调控着细胞内及细胞间的

信 息 过 程
。

但 细 胞 内 和 细 胞 间 的 信 息 过 程
主要采取什 么样 的

方式呢 细胞之间是否存在与人类语言相类似的细

胞语言呢
语言 虽 多种多 样

,

但构 成 的 方式可分 为 三大

类 拼写型
、

结构型和混合型
。

英文是典型的拼写型

语言
,

中文属于典型的结构型
。

而 日文则集拼写 假

名 与结构 汉字 为一身
,

故为混合型语言
。

如果不考虑语言的声学效应
,

细胞 间确实存在

语言
。

众所周知
,

蛋 白质和核酸是构成生物体的基
本物质

,

其中蛋 白质特别是体液中流动的可溶性蛋

白质及小分子多肤
,

便具有这种语言的特征
。

把蛋 白质的构成方式与 中英文相 比较更能说
明这一点 表

。

英文 由 个字母拼写而成
,

生物
体的 蛋 白则是 种氨基酸排列组合的结果 封二
图

。

中文靠笔画构成的字型具有一定的结构
,

而
种不同氨基酸按一定规律的组合所形成 的蛋 白

质经折迭
,

亦具有一定的空间结构 封二图
。

由此
可见

,

体液 中小分子蛋 白质作为语言
,

既可用 拼写

方式构成而被识别
,

亦可采用结构的构象而行使功

能
,

是一种界于 中英文之 间 的
、

类似于 日语结构 的

语言形式
。

表 细胞内外的可溶性蛋白质 多肤 细胞语言 与人类语言的比较

组组组 成成 文字处理途径径 机器代码码 语言类型型

英英 语语 个字母拼写写 计算机机 二进制制 拼写型型

汉汉 语语 汉字笔画结构构 计算机机 二进制制 结构型型

日日 语语 个假名及汉字字 计算机机 二进制制 混合型型

细细胞语言言 种氨基酸及及 生物细胞胞 核酸三联密码码 混合型型

蛋蛋蛋 白质立体结构构构构构

其实
,

体液中蛋 白质 小分子多肤与语言相类似 的功能早 已为人们注意到
。

例如 分子量较小的多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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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激素在与细胞相互作用 的 瞬间
,

即 可引起细胞形
态和 或结构的显著改变

,

提示这种小分子肤段具有
指令性功能

。

细胞能够根据体液中分子的不同而对
其分别进行不同 的处理

。

这势必通过一种机制
,

即首
先通过分子与细胞间 的通讯

,

然后再启动处理该分
子所需的 一系列 反应 程序

。

近年
,

生物学研究发现
细胞中某些特殊的 多肤 片段

,

具有引导 自身 出 入细

胞 的信号功能
,

被称为信号肤
,

它

其实属于细胞的指令性语言
。

这种语言在同一机体
内可被所有细胞识别

,

因而还可用 于细胞间的通讯
。

故此
,

作者将细胞语言 定义为 “ 细胞外
液中可溶性的

、

与语言功能类似的
、

用于细胞与细胞
间通讯的蛋 白质或多肤

”

封二图
。

而研究细胞语
言的结构

、

特性
、

意义及其功能的学说
,

暂定名 为细

胞语言学
。

显然
,

细胞语言这个新名 词不易很快为人们所
接受

。

但引入此概念并进一步深入地探讨
,

将对揭示

生命现象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

一
、

细胞语言的破译一细胞
通讯机制的揭示

过去的生物学研究虽然亦认为蛋 白质等生命物

质中存储有信息
,

但并未真正地将这些可溶性蛋 白

质认作具有语言功能
。

将细胞间可溶性多肤 蛋 白质
作为细胞语言

,

则可以进一步运用语言学原理
,

对其
进行分析和研究

。

例如
,

作为语言
,

应该有一定的语
法结构

,

而且应该有类似人类语言 中进行段落分割

的标点符号等功能性结构成分 可能是蛋 白质糖基

化的位点
。

有 目的地寻找这些功能成分是很重要

的
,

因 为这样可以将长的蛋 白质序列分割成为较小

片段
,

最终分割成为功能性单位
,

以 利于深入研究
、

破译和理解细胞语言 见封面图
。

由于近来越来越

多蛋 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被分析出 来
,

用计算机 比较

氨基酸序列 与功 能 的关系 可找 出其共同 的 功 能部

分
,

将为最终完全破译细胞语言奠定基础
。

进一步探究细胞语言的 细胞 内过程
,

发现细胞

语言与人类语言的文字处理途径也有着惊人的相似
之处 表

,

这种类似不仅表现在表面的形式上
,

而

且也体现在基本原理方面
。

对这一本质的认识
,

将为

许多经典生物学不易解释的 间题提供可能的答案
。

例如 的 半衰期很短
,

且 自然界存在大量核糖

核酸酶
,

因而在体外极易降解
。

为什么会如此呢 从

表 的 比较中可知
,

其实 即为细胞 内信息过程
的随机存贮器

,

随细胞中信息活动的停止而消失
,

为

保持 信息的随机性
,

自然界在进化中早 已确定

了各种机制
,

使 的半衰期尽可能短
。

因而常规

分子生物学构建的 文库
,

只是克隆转瞬即逝
的一些 片段

。

再例如 人类细胞的 对染色

体长度不一
,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细胞核染色

体是细胞 中信息存贮的硬盘
,

为完成常规信息存贮

工作并保留有足够的剩余存贮空间
,

细胞需要 对

硬盘 染色体
。

细胞硬盘 染色体 沿细胞核的截平

面铺展
。

由于细胞核是球形
,

因此
,

细胞核截平面大
的部位

,

硬盘直径就大
,

染色体就较长 反之
,

细胞核

截面积小的部位
,

硬盘直径亦小
,

染色体就较短 封

二图
。

表 细胞语言与人类语言的文字处理过程

语语语言处理理 机器语言言 存贮器器 内 存存 信息交流流

人人类类 计算机机 二进制制 硬盘盘 软盘输入
,,

语语 言言言言言 随机存贮器 网络共享享

细细胞胞 生物物 三联联 细胞核核 外源基因因

语语言言 细胞胞 密码码 核酸 核糖核酸 导 入入

在个体发育开始时
,

染色体硬件中 即 已 存贮有
固化于特异碱基序列 的遗传信息 编码结构及调节

基因 的序列 即细胞的软件
。

另外
,

大量的重复序列
,

则形成染色体硬盘的剩余空 间
,

使之后的信息通过
一定 的 机制 参 阅《细 胞模型新假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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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贮存于染色体硬盘上 以 形成 细 胞

的记忆
。

以上类 比
,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

而且还有实际应
用价值

。

例如从以上分析可知
,

把外源基因转至细胞
内的转基因方式 基因 治疗

,

十分类似于将计算机
软盘上的信息导入硬盘的过程

。

把计算机理论中软

盘输入机理应用于转基因实践
,

将可能纠正 目前基

因 治疗过程 中 的盲 目性
,

增加基因转入 的效率与可

调控性
,

使基因治疗最终被广泛推广和应用
。

二
、

进行人一细胞间对话

既然细胞语言具有语言 的构成特点
,

进一步分

析即可发现
,

不仅在细胞间
,

可溶性蛋 白质 多肤具

有与语言十分类似的工作机制
,

而且在细胞 内
,

蛋 白

质 多肤的核酸编码机制亦与处理人类语言时计算

机的机器语言编码有着原理的类同
。

计算机的机器



语言 以 二进制 为基础
,

细胞 中核酸的编码为三进制

三联密码
。

三进制虽不易被 目前的 电子工艺所实

现
,

但密码学理论很早就 已证明
,

由于三进制 中可含

有一个检错码 核酸三联密码中最后一个碱基为摇
摆序列

,

相当 于检错码
,

因 而是 自然界最完美的编

码机制
。

人类基 因 组计划 的

开展
,

将有助于 人们完全破译核酸三联密码所储存
的全部信息

,

使人类有能力改造或创造基因
。

然而
,

基因编码 即细胞的机器语言 与计算机的汇编语言

一样
,

是 比较难以理解和编辑的
。

如果能最终破译细

胞语言 相 当于计算机的高级语言
,

将有助于人为

合成出特殊的 蛋 白质与多肤
,

即 人 为制造出 细 胞语
言

。

后者不仅会促进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有效实施
,

而
且合成 出 的 细 胞语言更加直接

,

可用 来与细胞进行
直接

“

对话
” ,

调节细胞的功能
。

由于细胞培养 的广泛
开展

,

合成特殊的细胞语言
,

尚可以在体外指挥培养
细胞按研究者的意愿行使生物学功能

,

或制备生物
活性物质

,

使人们可以方便地调控生物细胞的功能
。

广义来讲
,

前述的外源基因 的导入
,

亦属于人一
细胞对话的范畴

。

由以上分析还可看出
,

生物细胞是
目前最小的

、

也许是功 能最强 的微处理器 含有
对硬盘

,

巨大的 内存等
,

因而
,

通过一定的接 口 与外
围设备相连 编译器

,

接 口
,

甚至键盘等输入装

置
,

则可利用天然的微处理器为人类工作
。

或者
,

通
过外围设备使生物细胞与现有的计算机联网

,

将大
大增加现有计算机的工作能力

,

使生物计算机的梦

想最终成为现实
。

自然界造就了各种特化功能的生物细胞
。

破译
细胞语言

,

进行人一细胞对话
,

将为人类创造无法估
量的物质利益

。

例如
,

植物细胞利用太阳能效率很
高

,

通过光合作用
,

产生化学分子 丁尸
,

后者通过一
定的机制

,

使化学能转化为 电能
,

维系着植物细胞的

细胞膜电位
。

采用 人一细胞对话
,

指导体外培养的植
物细胞

,

使细胞膜电位通过一定的方式被引 出
,

则可
能制成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植物生物光 电源
,

为解

决人类面 临 的 能源 问题提供理 想 的 途径 封三 图
。

各种物理化学 因 素 消化成为功 能性的 小分子肤段

功能性细胞语言
。

这些特殊的细胞语言不仅可与

胃肠粘膜表面细胞 的受体之 间进行相互作用
,

而且

可通过一定的途径被吸收入血液
,

并被运输至靶细

胞附近
,

与之发生作用从而调节细胞的功能
。

上述机
制提示一种有效地提取和纯化中药成分的方式

。

中

药方剂经煎煮之后
,

再经模拟地胃肠消化
,

最后用透

析法除去完全消化及完全不消化的成分
,

最后剩 下

的小分子肤段即 含有较大 比例 的 中药有效成分
,

该

过程不仅可增加 中药成分 的有效作用
,

而 且还 可能

制成注射用针剂
,

用于改进中药的剂型
。

进一步实验研究还可证实
,

不仅动植物 中 的小

分子蛋 白质 多肤可能产生上述功效
,

细胞内的 小分

子核酸序列 细胞 内 的编码语言
,

亦可通过 自然的

消化道生理过程被导入机体
、

导入细胞
,

从而实现经
消化道的基因治疗过程

。

后者更接近于 中 医药治疗
原理的本质

,

作者将在后文 中药作用 的机理 消化

道基因治疗 中详细 阐述
。

四
、

促使细胞受体学说的完善

三
、

为中医 中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早期的 中 医药研究
,

常常 以提取单一的 中药有

效成分为 目的
。

然而
,

这种方式成功 的例子并不多
见

。

因此可以认为
,

中药的治疗机制
,

目前仍是生物

学 的一个难解之谜
。

根据细胞语言学原理
,

我们认
为

,

中药的功效除部分来 自特殊生物硷之外
,

还有相
当 一部分来 自动植物细 胞 中 的 小分子蛋 白质或 多

肤
。

经过常规中药的预处理 如煎煮等
,

这些多肤或
蛋 白质从动植物药材中释放出来 进入 胃肠道后

,

被

细 胞受体的研究
,

曾经推动 了近十余年细胞生

物学研究的发展
,

但随着生物因子的发现大量增加
,

人们开始有些迷惑
。

假设对每种生物因子均需要一
‘

特异受体
,

则细胞表面的 受体便显得太多
,

以 至
“
泛

滥成灾
” 。

当然
,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

通过修正的受

体学说
,

可以 使人们 消 除对上述归谬推理得 出结论

的疑惑
。

从细胞语言学原理分析
,

细 胞因子的识别或细

胞语言 的输 入细胞
,

应该通过一种与计算机键盘类

似的机制
,

即这种受体可以将细胞语言 蛋 白质或多

肤 中的氨基酸序列
,

按顺序读入
,

如 同从计算机的

键盘将一段英文字母逐个输入计算机的过程
。

这种
受体可以识别各种细胞因子

,

并将细胞语言中 的信
息传递至细胞 内

,

使细胞可以精确地与外界进行信

息的相互交流
。

这种信息交流的方式
,

不仅可能排除
由于受体过多所形成的细胞膜表面的 空间拥挤

,

而

且较经典的
、

机械性的受体与配体作用模式更为精
确

、

快速
。

至于分离出来的各种受体蛋 白质
,

则可能

是细胞因子与细胞作用后
,

启动细胞内机制
,

使相应
的特殊分子被运至受体周 围

,

再与发生作用 后 的细

胞因子结合
,

以 中和或中止细胞因子的持续作用 封
三图

。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
,

经典的
、

与细胞因子发

生最终结合的受体分子
,

其实 只是一种 中和 细胞语
言的配体

,

并不能真正起到受体的进一步传递信 息

的功能
。

五
、

对寿命决定因素的探讨

人体的寿命除 了取决于其构成单位一细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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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寿命外
,

另外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血液成分 细

胞外液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
。

由于年龄的增

长
,

细胞对血液 中有害的或过量的 细 胞因子的处理
能力减弱

。

加之年老时
,

肾脏滤过能力亦减弱
,

也会
增加有害因素在血液中 的堆积

。

后者反作用于细胞
,

使细胞的功能受到损害
,

进一步加剧细胞外液 中有
害 因子的堆积

,

从而开始恶性循环
。

当血液 内毒害物

质的积聚达到最高限度时
,

细胞的正常功能受到阻
滞而被迫停止

。

如果功能停止的细胞发生于心脏细

胞
、

脑细胞或其它某些关键部位的细胞时
,

这些细胞
的死亡

,

最终将导致机体的死亡 封三图
。

根据这
一推理

,

良好的生活 习惯
,

使血液中有害物质产生量
减少

,

细胞功能受其损害亦会降低
。

而在一定年龄之

后
,

有规律地对血液进行透析
,

亦可减少血液中有害
的 “ 细胞语言

”

封三 图
,

使细胞乃至机体的 寿命

得以 延长
。

六
、

结 语

当代生物学研究过程中
,

由于化学 向生物学的

渗透
,

使人们逐步认识到生命过程与化学反应的 密

切关系
。

特别是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

化学分析
的方法更进一步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

不可否认
,

这的

确促进 了 生物学研究的高速发展
,

但同 时也大大限
制 了 人们认识生命现象的视野

。

其实
,

作为高级运
动

,

生命活动不仅应包括化学反应
,

而且还必然包含

了数学
、

物理学
、

电子学
、

逻辑学
、

语言学
、

密码学等
等各种相对简单的物质运动形态

。

毋庸置疑
,

化学分析是人们认识生命现象的一

个不可缺少的 阶段
。

但单纯化学方式无法解释全部
的生命现象

,

因而不可能全面揭示生命的本质
。

随着

电子学理论的 突破
,

特别是近年来计算机领域的 飞

速发展
,

人们 已经注意到
,

信息过程是 自然界更为高

级
、

更为重要的物质运动形式
。

目前世界即将兴起的
“

信 息 超 高 速 公 路 网 络 一
” ,

即是信息活动高度发达的体现
。

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
,

生命现象中也充满 了信
息活动

。

生物细胞中不但具备与计算机相对应的硬

件
、

软件等结构基础
,

而且在细胞间
、

细胞 内亦存在

与人类语言相对应的细胞语言以及与计算机机器语
言相对应的细胞内编码

。

及时将计算机学
、

电子学
、

密码学及语言学原理引入生物学
,

在最大程度揭示

各种生命现象本质的 同 时
,

必然可以 集成和高效率
地运用在上述领域中 已经取得的成果

。

为人类最终
实现知识的人工输入

、

人脑与信息超高速公路联网
、

人为控制生物细胞的功能
、

利用植物细胞光合作用

创造新型能源等等全新的设想
,

提供理论基础及切
实可行的技术途径

。

总之
,

细胞语言学概念的 引入
,

不仅有助于对某
些生命现象的解释

,

而且将为 当代生物学研究开辟

新的前沿
,

为最终揭示生命的奥秘并造福于人类
,

展

示无 比诱人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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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已经占 了相当大 比例
。

由此可见
,

植物的潜力仍十

分巨大
。

回顾过去
,

面对现实
,

展望未来
,

我们应该得
出 一个 明确 的结论 人类今后所需的粮食

、

能源
、

资
源以 及恢复破坏了 的 环境

,

所有这些都必须依靠植
物

。

地球上森林面积一度达到 亿公 顷
,

而到 了

年 已减少到 亿公顷
,

这就是说我们至少
还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森林的覆盖面积

。

到那时
,

植物

所提供的物质和能量将显著增加
。

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 不断提高
,

植物 的各种潜
能必将被揭示和利用

。

人类将不断改善种植园
,

利用

和开发所有土地
,

包括干旱
、

半干旱地和沙漠
。

随着

光合效率的不断提高
,

将使我们可利用 的 东西成倍
地增加

。

海洋及水生植物的开发利用
,

也将更加增添

植物 的后继潜力
。

未来
,

人类把其生存与发展的所需

寄托于植物是完全可能的
,

是真正可放心 的
。

实际

上
,

这是人类明智和最终的选择
。

六
、

植物种植园的管理和经营

凡是生长有植物的地方
,

我们通称为植物种植
园

。

未来人类对植物的管理势必要趋向为全球性的

管理
,

因 为这种管理方式将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
来无穷的益处

。

过去的 岁 月
,

由于人类长期采取只 消

耗不投入的做法
,

导致了 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
,

现今
已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

历史的教训告诉
我们

,

必须改变过去的做法
,

以改善资源管理与资源

保护相结合为特征的全球计划可能即将开始
。 “

管

理
”

是以 人类的 生存
、

发展为 目的
, “

保护
”则是为 了

更好地利用它
。

人类在种植粮食作物
、

经济作物
、

香料
、

药材等
方面

,

已经有了许多管理与经营的直接经验 在能源
植物方面也做过一些经营管理的尝试

。

不难想到
,

粮

食作物
、

经济作物或是香料
、

药材以及花卉等观赏植

物
,

人们之所以种植和管理它
,

是因为它们能给我们

带来种种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享受和利益 当植物界
中 的其它植物的应用潜力被揭示时

,

这些植物 同样

也会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种植园 区 中
。

虽然 目前全

球性管理和经营植物还有许多 间题和 困难
,

但是
,

人

类将别无选择地要依靠植物这一事实必将使这一前
景成为现实

,

大规模综合利用植物的时代必将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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