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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经典 的 细胞模型是 “
积末式 ”的

,

难 以解释 日 益深入 的分子生物学研 究 结果
。

本
文 将 电 子 学原 理 与 分子

、

细胞生物学相 结合
,

对细 胞模 型进行 了新 的设计
。

薪的模 型 不仅

可 以解释现代生物 学的各种现象
,

而且可 为 “ 细胞记忆
” 、

分化
、

转化
、 “

知识 的人工输入 ”等

令人关注 的 课题提供全新 的探 索性思路
。

最 早期 的 细 胞概念是 由虎 克 。匕 日 ,

提出的
。

当时认为
,

细胞除 了膜与核之外
,

其
余部分充填着无定形物质

。

电子显微镜的 问世
,

发
现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 的无定形物质并非没有形
态

,

而是包含 有各种结 构 性 的 细 胞 器 封二左上
图

,

如线粒体
、

内质网
、

高尔基氏器
、

微粒体等等
。

彭 曼
·

等采用不同 的方式对细胞进
行了 电子显微镜的观察

。

他们将细胞培养于 电镜载
网 上

,

先用 去污剂 一 对细 胞进行处
理

,

使其可溶性成分被抽提
,

仅留下结构性蛋 白质
。

将 这样 的 标 本进行整 装 透射 电子 显微镜
丁 观察时

,

可以 清晰地显现 出 细胞 中 的

微管
、

微丝及 中间纤维
。

这三种成分在细胞 中交织
走行

,

构成错综复杂的精细 网状结构
,

如 同 细胞 的

骨架
,

故被统称为细胞骨架
。

微丝
、

微管是细胞骨架 中呈动态变化 的结构
,

进一步采用盐析的方法可以去除这些成分
,

只 留下
非常稳定的 中间纤维 封二左下图

。

经上述抽提过
程后

,

细胞及核 的形态均得到保持
,

但却观察不到

经典的细胞器结构
。

采用两种标本制作方法
,

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

细胞结构
。

这两种细胞结构的关系如何 值得深入

探究
。

笔者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中发现不同种类的 细
胞

,

胞质 中间纤维网架的构型不 同
。

功能单一的细

胞
,

中间纤维网架相对简单 而功能复杂的 细胞
,

其

中 间纤维网架的构型亦相对复杂精密 封二右图
,

提示 中 间纤维网架可能与细胞的功能相藕联
。

为解释上述现象
,

根据细胞
、

分子生物学 的 最

新发展并经过归纳推理
,

本文提出一全新的细胞模
型假说

,

以期对许多令人费解的 生命现象 包括 中

医 的经络理论 作出 合理的 阐述
。

为复杂生物学机

制 的研究提供新的 思路
。

一
、

细胞模型假说

笔者认为
,

细胞最基本的结构是 由 中 间纤维及

其相关成分构成的 网架
。

中间纤维在细胞中相互交

织走行
,

构成细胞 内 网络
,

具有传导细胞 内
、

外电信

息的功能
。

中 间纤维网架构成细胞的基本结构 封
三右上图

,

与核 内
、

核 内外 通过一定的

方式相互作用
,

协调着细胞的功能
。

在上述网架的

网格中充填着脂质等成分
,

形成了 细胞膜及细胞器

等结构
。

脂质的 充填使细胞的功能区域化
,

并使网

架上传递的信息得以彼此绝缘
。

从上述假说可以得到 以下的推论
,

中 间纤维 网架在细胞 中的结构类似三维的

集成 电路
,

其功能方式类 同于微型计算机
。

中 间纤

维 网架的构型决定 了 细 胞 的功 能
,

其构型越复 杂
,

细胞的功能也就越复杂
,

反之则越简单
。

外界的信号通过 中 间纤维传导通路可 以直

接被细胞核所接收
。

核 中 的一小部分起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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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细胞结构蛋 白或功能调控的作用
,

类似计算机的

软件
。

这部分 主要是单拷 贝 的结构基因 及其

顺
、

反式调控元件
,

其功能可以通过细 胞 的 有丝分
裂而得到稳定的遗传

。

核 中 另外一大部分 闪 分
子则 以核小体的形式构成 电磁存储单位 类似计算

机中使用 的 存诸元件 一一 磁环
,

和 细 胞 内 网 架一

起 、行使着细胞硬件的功能
。

这部分 主要是高

度重复的 序列
。

细胞外的小分 子可溶性蛋 白质因 子可 以 通

过与细胞受体的相互作用
,

将本身氨基酸携带的信
息

,

以 电子信号的形式
,

通过 中 间纤维 网架传递到

细胞的特定部位
。

其中传递至细胞核的信息
,

可被

形成的特殊结构 核小体 接收
,

并以 电磁的形

式被记忆
。

后者还可通过一定的方
‘

式
,

与编码结构
或调控基因 的 相互作用

,

启 动或关 闭某些基
因

,

使细 胞 中信 息按 以 下三 角 法 则 的 形式行使功

育旨
。

信息传递
、

存储

蛋 白质

基因表红 基因 开启

闪

差
。

分别与膜内
、

外相连的导 电 中 间纤维的 另端必

然也存在有电位差
。

当特殊分子与中间纤维的游离

端搭接后
,

便可以形成微电流环路 封三左 七图
。

该环路还可通过其它更加复杂的 网络构成 如受体

等
,

使细胞 内外的信息得 以 交流 封三左上图 匕
,

从而精细地调节着细胞的功能
。

所 以
,

膜 电位相似
于为细胞工作的 一个天然 电源

,

为信号的传导提供
电子

,

是细胞 内信息能量活动的源泉
。

作为电子信号存储介质的证据
计算 的介 电常数

,

发现 是 自然界存

在 的 介 电常数量高 的 物质
,

比铁磁高数 十倍或 更

高
。

这种物理特性
,

揭示 除具有编码遗传信息

功能外
,

与细胞的记忆功能密切相关
。

细胞核 闪

是以 核小体的形式存在 的
,

核小体 闪 盘绕组蛋

白 早圈形成一螺旋
,

与 计算机 内部的存储磁环十
一 卜 ’ “ 、

理
’ ’ 夕

”
一 ’ “ 『 ”

一 ” 咨 ’ ’ 曰

一
’

分相像
,

具有 以磁的形式记忆外界 电信号的结构基
础 封三右下图

。

细胞从幼稚变为成熟的过程
,

也
是细胞逐渐产生记忆的过程

。

细胞与外界蛋 白质或
多肤因子相互作用

,

可以将蛋 白质 中包含的相关信
息输入细胞

,

以 电磁的形式记忆于核小体 上
。

后者通过影响 的复制或表达等使细胞在其后

行使特化的功能时更加快捷
、

高效
。

二
、

新的细胞模型假说的证据 三
、

新的细胞模型假说的意义

细胞存在导电通路的证据
细胞 中可能存在 固 定导 电通路的 实验很早就

曾有人报道
。

检测相邻的 细 胞
,

当其中之 一受到外
界 电信号刺激时

,

该细胞及相邻细胞
·

不 同部位接收

到传导 电信号的强弱表现 出很大的差异
,

提示细胞
内及细 胞间可能存在特殊的

、

非随机分布的
、

固 定

的 电信号传导通路 封三右中 图
。

这种结构 叮能

也是经络现象的物质基础
。

由于这种导 电通路是非随机性的
,

因 此
,

最有
可能的结构应为胞质中稳定 的 中间纤维网架

。

将纯

化后的 中间纤维蛋 白进行导 电实验
,

发现其 电导率
可 比其它蛋 白质至少高二至三个数量级 资料正在

整理
。

量子生物学计算亦表明
,

一般的蛋 白质可具
有半导体的性质

,

通过外来分子提供 电子则可转变
为导体

。

事实上
,

与氨基酸类似的有机高分子
、

如聚

丙炔可以是优 良的 电导体
。

近来的研究表 明
,

纳米

材料可具有特殊的 电物理化学特性
。

中 间纤维直径
为 纳米

,

主要化学构成为碳元素
,

与 由碳原子构

成的纳米材料富勒氏管具有类似的性质
,

因此极有

可能是细胞中具有高 导 电性能的结构
。

以电子作为信号源的结构基础
曾有人推测过

,

细胞 内信号的传递可能通过孤
子波

。

但从细胞结构上从未找 出孤子源以 及孤子传

递的载体
。

正常细胞膜存在一外正
、

内负 的膜 电位

较原始的细胞模型完备
。

不仅可以从细胞结
构水平解释常见的生命现象

,

而且可以解释许多令

人迷惑的基本生物学难题
,

如记忆与细胞 记忆
、

生

物节律与细胞时钟
、

受体与受体后信号传递
、

细胞
间通讯与经络机制

、

细胞分化与肿 瘤发生
、

染色体
结构方式与重复序列 的功能

,

等等
。

新模型基本上

可以解释细胞结构与功能的统一
。

细胞确实存在有 自身的记忆
。

这里所指的记
忆是独立于遗传编码之外的 记忆功能

。

虽然细胞记
忆的现象十分普遍

,

但一直未被 明确提出作为细胞
的一种功能来研究

。

神经细胞是特化的记忆功能细

胞
,

它可以 通过某种编码机制
,

使外界信息通过感

受器官转换为 电位的变化
,

最后 以 电磁的形式被存

储于核小体上
,

而在需要时又 可将存储的信息以 电

信号的方式通过轴
、

树 突传递到效应器官
,

以形成

感觉
、

语言
、

思维及运动
。

细胞记忆的存取是 一极其
决速 的过程

,

难以 用机械运动如
“
钥匙和锁

” 、

结合

与解离
,

或其它化学物理方式如
、

闪
、

蛋 白质
的合成 与分解等常规简单模式来解释

。

只有 电磁过

程才能达到 思维的快捷度
,

因 而用新的细 胞模型解
释 述现象最为恰当

。

细胞分裂时涉及 了核小体的

重排
,

使其 上 已 记忆的信息被抹去
,

所 以 新分 裂的

两个子细胞都是 比较幼稚的
。

神经细 胞 由于其特殊
的功 能

,

特别是位于 中枢神 经 系统的 神经细 胞
,

为

一 一



保持其本身记忆的 稳定性
,

在 出 生一段时间后
,

一
般不再进行细胞分裂

。

所以
,

直到老年
,

人们仍能 回

忆起童年时记忆的 事件
。

神经细胞 的这种特化功

能
,

使得人 们可能将外界信息 人类 已 经获得的 知

识
,

通过特殊的编码及接 口
,

由体外输入神经细胞
中

,

然后将记忆了大量信息 知识 的 神经细胞移植
于大脑的特定部位并使之与 已有的神经 网络相联

,

使知识得以人工地输入大脑
。

这种直接获取知识的

方式如最后获得证实
,

将大大缩短人类在学 习方面

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
,

使人类的寿命得到相对与绝
对的延长

。

在完全探明其工作机制之后
,

生物细胞

可能还可以直接参与生物计算机的构成
,

实现 自然

界信息的一体化
。

除了特化的神经细胞外
,

一般的细胞也具有

记忆功 能
,

并且记忆的信息不仅可与编码 相

互作用
,

帮助细胞行使分化的 功 能
,

而且还 由 于核

小体磁化后不容易规律排列
,

故对外界信息记忆越
多

、

核小体的磁化程度越高
,

也就越不容 易进行重
新组合

、

排列
,

形成染色体
,

进行细胞分裂也就越困

难
。

因此
,

幼稚的
、

没有太多记忆的细胞易于分裂
,

而成熟的
、

有较多记忆的细胞不易发生分裂
。

这种
现象在体外组织培养时很常见

。

功能简单的细胞如

成纤维细胞易于传代
,

生长分裂旺盛 而成熟的
、

有
较多记忆的细胞如神经细胞

、

肝细胞却极不易发生

分裂和体外生长
。

癌变或转化过程则是 由于细胞受
到 内外强大的非生理刺激后

,

核小体记忆了大量类
同 的信息

,

磁化状态趋于一致
,

因 而 易 于重新排列

形成染色体
,

进入分裂期
,

最终不受控制地生长
。

生

物病毒从核昔酸排列方式上与计算机病毒 的 程序
是类似的

。

病毒感染细胞后
,

启动 自身复制 的程序
,

关闭细胞的工作程序
,

使核小体记忆大量简单一致
的病毒编码序列

,

使其磁化状态趋于一致
。

这种情

况有利于染色体的形成
,

因 而细胞 易于发生分裂
、

生长
,

呈现肿瘤的恶性表征
。

采用反义 或

进行干扰
,

似乎并未能从根本上去除病毒 自身复制

的原因
。

在清楚细胞工作机制之后
,

通过 自然或人

工合成的特殊指令 含有指令细胞剪除病毒序列 的

小分子蛋 白质
、

多肤或核昔酸
,

将有可能启 动肿瘤

细胞 中剪除病毒 的机制 同 时输入使细 胞正

常工作的信息
,

将有可能使细胞重新发生真正的 良

性分化
。

四
、

结 语

组成生物体含量最大的元素是碳元素
,

与计算
机 中心元件 中含量最高的硅元素在元素周期表 中

属 同族
,

含有相 同 的外层 电子数 封三左下图
,

因

而
,

具有构成半导体元件的基本特征
。

这种巧合使

人们有理由推理
,

虽然碳元素不易制成无机的半导

体元件
,

但在生物界
、

有机界或微观纳米世界却是
极有可能的

。

目前的资料也越来越多地证实了这一

点
。

事实上
,

一

计算技术的进化与生物界的进化也有
着极其类似的轨迹

。

第一台计算机 建成时
,

虽然功能远远不及当今的手提式
、

笔记本式个人电

脑
,

但却占地三十间
、

重达三十吨
。

而在生物进化的

恐龙时代
,

为 了生存
,

恐龙也不得不具有庞大的躯
体

,

才 能完成现代小得多 的 人体所具有 的 某些功

能
。

从现代电子学基础 出发
,

对细胞的结构与功能

机制 重新进行探讨
,

提 出 细 胞结构 与功能 的 新模

式
,

极有可能将生物学研究推 向一个新的境界和新
的层次

,

使生命的奥秘得到最终的揭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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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动态

着眼于青年
,

着眼于未来
,

着眼于创新

—全国首届新学说新观点学术会议叙评
“
科 学 的 本质 是批判 的

、

创 新 的
,

高 山 为 谷
,

深
谷 为 陵

,

缺 少革 故 鼎 新 的精神意味着 学米 乃 至科 学
生 命 的 终 结 ” 。

这 一铿锵有 力
、

高屋建银 的 科 学 茂
言

,

是 中 国科协书 记处 书 记刘 恕 同 志 年 月

在全 国新 学说
、

新观点 学米讨论会开 幕词 中 的 精辟
论述

,

也是贯 穿这次会议 始 终 的 宗 旨和精神
。

会议
特别 强调 了要

“

激励青年科学工作者 勇于 开拓和 创
新 ” “ 要 为 青年人新 学说新观点 的 产 生 创造 良好的
学米环境

,

破除偏 见
,

消 除科技界 目 前 普 遍存 在 的
‘

马 太效应 ”
,

要 “ 为 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平 等 的 学
术 交 流机会

,

设立 专 门 的 较 高层次 的 学 术舞 台
,

从
而提 高青年科技人 才的 学米地位和 学术知名度

” 。

按照 预定计划
,

这次 第一届 新 学说新观点讨论
会是 围 绕生命科 学这一 大 学科展开 的

,

全 国 有近 百

名 青年 学 者
、

专 家带 着 自 己 创 新性
、

创 见性 的 约
篇论文参加 了会议

。

以庄 逢甘
、

邹 承 鲁院士 为 首 的
一批著名科学 家和各方 面 的 领 导

,

抱着 对青年 学 子
极大 的 爱护 和期待参加 了大会

。

邹 先生 在致词 中 强
调 “

科学研 究 贵 在创 新 ” 、 “ 贵 在 首次 ” 。

他鼓励年轻
人要发挥聪 明 才 智

,

要努 力 做 出 能 为 国际 同 行承认
的贡献

,

要敢于 到世界科学舞 台上去 竟争
。

会议 是 在 中 国 科协 学 会部 与 中 国 生 物 学会 等

个全 国性 学会和省
、

市科协 的 协助下
,

由 青年人
组 办 的

。

与会的 百名代表平均年龄为 岁
。

会议征

科技 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