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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是研究 自然界

物质结构及运动规律的学

科
,

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

是

一门既古老又
“

摩登
”

的学

科
.

它提高了我们对 自然

界的基本认识
,

拓展 了对

人类有深远意义的知识
,

它所孕育的新技术已深深

植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和

日常生活中
.

而生物学的

历史却比较短
. “

生物学
”

一词是 19 世纪的产物
,

在

此之前生物学本身并不存

显微镜观察细菌活动得到

的布朗运动现象
,

曾导致

爱因斯坦总结出流体扩散

的基础统计力学
.

但由于

早期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

的相互不理解
,

生物学与

物理学没有更好地结合起

来
.

有些生 物学家
,

如斯

马特
,

认为生物学中没有

物理学所特有的那种普遍

规律
,

而大物理学家卢瑟

福却把生物学称为
“

收集

邮票
” .

1945 年
,

量子力学

在
,

只有医学(包括解剖学和生理学)
、

博物学和

植物学( 某种混合的东西 )
.

生物学思想中的重

大变革直到 19 世纪才开始产生 ( 进化论
、

遗传

学
、

D N A 双螺旋结构 )
.

本世纪 40 一5 0 年代物

理学与生物学有较多或较深人的结合
,

并发现

了 D N A 双螺旋结构
,

开创了分子生物学
.

人们

认为
,

对 D N A 精细结构的认识是 20 世纪生物

学的伟大成就之一
,

其重要性可与 19 世纪达尔

文及孟德尔的成就相比
.

实际上
,

在 D N A 双螺旋结构发现之前
,

物

理学与生物学就有些结合
,

生物研究历来都使

用物理工具 ( 如显微技术)
,

生物现象基础内容

的揭示也向物理学家提出过挑战
,

如早期光学

创始人之一薛定愕写出《生命是什么》一书
,

从

物理概念
、

物理思想剖析生命现象
,

使物理学

家
、

生物学家意识到生物学与物理学结合有实

在的内涵
.

1 9 5 3 年
,

沃森和克里克
,

一位生物学

家
,

一位物理学家
,

通过对物理和生物两个领域

的科学思想的深刻理解
、

相互启示和密切合作
,

发现了 D N A 分子双螺旋
,

共同创造了划时代

的成就
,

同时也使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结合愈来

愈广泛 和深人
,

从 而诞生 了一门新兴 的边缘

学科
一

一健上物物理学
.

生物物理学是以物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生命现象中的物理和物理化学过程的科学
,

也

是物理学与生物学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
.

生物

分子动力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在研究

方法上有较大的变革
.

这种变革使古典分子动

力学的适应范围大大扩大
.

如温度 一定
、

压力

一定
,

以及非平衡态的分子动力学的实验方法

的应用
.

巴瑞奈罗和兰曼发展了压力一定的分子动

力学方法
,

并把晶体结构的变化化为单胞形变
,

详细地研究了温度
、

体积
、

分子动力学原理的边

长以及边之间的夹角的关系
.

总 而言之
,

20 世纪确是物理学的黄金时

代
,

是现代物理学拓展的起点
,

也是现代自然科

学变革的起点
.

现代物理学之所以有这样光辉

的成就
,

是物理学的本性
一

一一研究物质最普遍

最基本的运动形式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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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描述现象的定性科学
,

发展成以数学和物

理学为依据的定量科学
,

是自然科学发展 的一

次飞跃
,

这个飞跃正是 由生物物理学的发展引

起的
.

一般来讲
,

生物物理研究主要有三个内容
:

用物理学方法研究生命现象; 生命活动中的物

理现象和规律 ; 环境物理的因素对生物的作用
.

具体地说生物物理研究可分为八个方面
: ( l) 分

子生物物理 ;( 2) 细胞与膜生物物理; ( 3) 神经生

物物理 ; ( 4) 理论生物物理( 包括生物力学
、

量子

生物学等 ) ;( 5) 光生物学 ; ( 6) 辐射与环境生物

物理 ; ( 7) 自由基生物学 ; ( 8) 生物物理实验技

术
,

其中分子生物物理
,

细胞与膜生物物理已成

为现代生物物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

分子生物物理又称结构生物学生要用物

理方法和手段研究生物大分子和生命活动的主

要承担者蛋白质
,

包括受体蛋 白
、

酶蛋 白
、

通道

蛋白以及与基因调控密切关联的核酸结合蛋白

等的结构与功能
,

阐明生命活动规律和本质的

基础
.

结构生物学的迅速兴起和发展
,

使它在

近年来的生物物理研究中占据了无可置疑的主

流地位
.

现代结构生物学还表现有以下特点 :

它的研究主要是阐明与功能紧密联系的生物大

分子 复合物结构
,

如酶与底物
,

激素与受体 ;

D N A 与其结合蛋 白的复合物等
.

最近的研究

对象又扩展到由许多生物大分子组成的极其复

杂的大分子组装体
,

如组成细胞骨架的微管系

统; 病毒与抗体复合物 ; 由 200 多种不同蛋白质

组成的细菌鞭毛 ; 含 100 多种蛋 白的细胞核膜

孔 ; 由组蛋白和 D N A 组成的核小体等
.

膜和细

胞生物物理学属于细胞生物学
.

细胞生物学把

细胞看作是最基本的生命单位
,

从细胞的显微

结构
、

超显微结构和分子结构的各级水平研究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关系
,

探索其所表现的生长
、

发育
、

分化
、

繁殖
、

遗传
、

变异
、

代谢
、

衰亡及进化

等各种生命现象规律
.

细胞生物物理是利用物

理概念
、

模型
、

实验方法及手段研究细胞生物学

(包括膜和细胞的生理 ), 并进一步研究脑和神

经的生理学
.

理论生物物理也是 生物物理的重

要成分
,

多细胞的脑组织及信息存储和检索原

理的研究提出了物理 网络方面的基本问题
,

它

正吸引着数学物理学家的注意
.

部分有序系统

的物理理论在脑功能模型方 面的应用
,

最近取

得 了突出成就
.

这可能导致有重要意 义的跨学

科的协同
,

它涉及到神经科学
、

统计物理学和计

算机科学等领域
,

并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产生

特殊的意义
.

20 世纪初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建立
,

是近

代物理学的一次大革命
,

建立在这 两大理论支

柱上的现代物理学
,

在 20 世纪自然科学
、

社会

生产及人类文明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

所以说 20

世纪是物理学世纪
.

本世纪中叶物理学结合到

生物学
,

探索生命现象和机理
,

取得了突出的成

就
,

使得生物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

由此诞

生了生物物理学
.

由于生物化学
、

生物物理等

交叉学科的诞生
,

人们对生命现象的微观机理

越来越清楚
,

直接推 动 了生物学的发展
.

可以

想见
,

生物学( 或生命科学 )将是 21 世纪发展最

快的学科之一
生物技术的开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

、

生存方法和生活形式都将产生巨大影响
.

以生

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
、

细胞生物学
、

遗传学
、

微

生物学
、

动物学
、

植物学
、

化学和化学工程学
、

应

用物理和电子学
、

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为基础的

生物技术
,

可以应用于新能源
、

采矿
、

冶炼
、

环境

保护
、

生物新品种
、

无公害农业
、

医药产品与诊

断试剂
、

化工产品
、

食品加工等领域
.

1 986 年
,

我国科学家提出了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
,

并得

到政府相当的重视和支持
.

我国生物工程技术

包括生物控制和改造技术
、

生物模拟技术两大

体系
,

分为基因工程
、

细胞工程
、

胚胎工程
、

酶工

程
、

发酵工程
、

生化工程技术
、

生物机体和功能

模拟技术
、

人工生物 系统技术 8 大类
.

生物学

的发展
、

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都离不开生物物

理学为其提供的基础以及实验仪器和方法等
,

所以生物物理学也将在 21 世纪展现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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