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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嫡
”

这一概念原本是热力学物理 中的

概念
, “

它表示系统 中微观粒子无规则运动混乱程度

的量度
” ,

也可 以说嫡表示系统的无序程度
。

嫡越大

越无序 记
,

嫡越小越有序 记
。

嫡 现在 已

被广泛的用于社会
、

生态环境
、

生命
、

医学 和信息控

制等领域
。

墒增加原理告诉我们
,

一个封闭系统 当

内部发生不可逆过程时
,

它的嫡就会增加
,

增加到一

定值 —嫡极大时系统就会处于平衡状态
。

对于生

命系统来说即死亡
。

因为人的生长是单 向的 自发不

可逆过程
,

如果生命体是一个孤立系统
,

其嫡一定增

加
,

所 以生命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
,

与外界进行

物质和能量的交换
,

生命体一面不断向体外排嫡
,

一

面又从外界汲取低嫡物质以形成
“

负嫡
”

流
。

生命之

所 以能存在就在于从环境 中不断得 到
“

负嫡
” ,

保证

有机体系统嫡不变或减少 △。‘
,

即维持有机体一

定的正常秩序 非平衡状态
。

玻尔兹曼 曾说过
“

生

物为了生存而作 的一般斗争既不是为 了物质
、

也不

是为了能量
,

而是为 了嫡而斗争
。 ”

可见嫡在生命 中

的重要性
。

墒的引人使生命科学变成一 门带有物理

色彩的崭新的定量科学
。

一
、

生物体的嫡变过程

生物体是一个
“

耗散结构
” ,

生命体系统要正常

生长
,

维持要求系统嫡不增加
,

即保持一定 的秩序
。

而生命体的新陈代谢不断有嫡产生
,

同时在消耗着

负嫡使得系统嫡在增加
。

为 了维护嫡不变
,

机体要

向外排 出高嫡并 吸收低嫡
。 “

有机体是依赖 负嫡为

生 的
”

这就是生命的热力学基础
。

负嫡 的来源有两

类 一类是
“

有序来 自无序
”

即有机体吸收外界无序

经过加工变为 自身有序
,

这就是所谓
“

加工成序
”

如

氧气
。

另一类是
“

有序来 自有序
”

即将从外界获得 的

秩序进行同化变成 自身的秩序
,

这就是所谓
“

同化成

序
”

如
,

碳水化合物
、

液态水等
。

有机体生成过程就
‘产父声户洛产

、

, 户交笋小 ‘‘江 ‘产‘‘ 父乒江 笋奋嘴 , 小 ‘ 奋‘ 启知 , 户 产 ‘‘小唱‘各 ‘产 ‘产‘‘
、

‘ 夕户 忘产
、

, 户 夕小 ‘ 小 ‘‘山 父笋声 ‘乒‘ ‘ 小 ‘多盏 ‘‘各 ‘产 写户公荟备 落‘奋 荟小
、

夕户
、

‘户 夕户‘产
、

夕户 公户 夕户 , 户
、

夕户
、

夕户
、

, 户吩户吩户

例如粒子处于对称 的一维无 限深方势 阱
,

粒子

的势能“ ,

和 续 一
取标准偏

差 △ , 二 一 见
, 二 一

欢 元
, 一 无

同理 △尸 , 尸 , 一 产

因为势阱是对称 的
,

粒子 向左运动与 向右运动

的机会相 同
,

于是 见
,

户 二 ,

△ 厂 二 矿 取

近似值
,

因为我们只对数量级感兴趣
,

△尸 二 尸“ 。

据测不准关系得

△ , ·

△尸 , 九’ 尸 人’ ,

瓦
二 尸 , 〕 人’

即粒子平均动能 即零点能 大于零
。

例 氢原子处于基态最稳定

氢原 子 核 对 电 子 的库 仑 吸 引 能 电势 能 为
二 一 ,

从表达式来看
,

电子运动半径 越小
,

电势能 越低
,

电子运 动越稳定
,

似乎 氢原子能量

没有下限
。

但通过测不准关系分析发现
,

氢原子能

量有下限即有基态能量
,

在基态氢原子最稳定
。

设氢原子系统能量为
,

则有
尸 , 一 取 电子在 处

二

若取位置测不准量 的数量级石 二
,

根据测不

准关系
,

△尸 , 尸 , 〕 人’ ,

可认 为 电子 动量 的平

均值 尸 为零

于是 二
人

设 取最小值时
,

电子半径为
, ,

对于稳定运

动
,

￡
,

由此求 出
、

和 ￡二
为

。 、 瓜 人

二 二

人
一

。
实际上就是第一玻尔轨道半径

,

就是 氢

原子基态能量
。

这也与量子力学严格计算的结果一

致
。

通过测不准关系
,

我们还可 以估算微观世界物

质结构不同层次 的能量标尺
,

可 以鉴定原子核 内无

电子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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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外界吸收这些低嫡物质并消耗以满足正常生命

活动和脑力活动需要
,

同时产生大量废渣等高嫡物

质
,

如
、

尿
、

汗及其他排泄物
,

如果吸收的负嫡大

于产生的墒那么 系统 △、 生物体就能正常生 长
。

用流程图表示墒变过程如下

负负嫡嫡嫡
“

加工成序
”” 夕 土 ’’

高墒墒
物物质质质

“ 同化成序
”””””””

物质质

△△‘

图

二
、

感冒形成与嫡的关 系

人体维持正常状态时 △ , 宾
,

当人体系统 △ ,

时
,

人不是走 向衰老就是 出现病变
。

在此用 嫡 的

理论分析人 的感 冒有两类 一类是受凉感 冒
,

人在剧

烈活动时体内各组织新陈代谢加快
,

产生 比正常情

况下更多的废热
,

为了维持系统嫡不增加
,

人皮肤的

毛孔张开加速向外排 出废热
,

如果这时突然受凉皮

肤就会把这一感觉传给大脑
,

大脑指挥丘脑下部体

温调节 中心产热暖肤
,

同时又令毛孔收缩
,

阻止体内

热量排出
,

这样体 内原来产生的嫡不能排出
,

又产生

了新的墒使体内积嫡大大超过正 常值造成 △‘ ,

系统的无序增加 出现紊乱表现为头晕 眼花
、

四肢无

力等症状
,

即感 冒
。

另一类是受热感冒
,

人在高温环

境下工作时间过长
,

由于环境温度较高
,

人的代谢加

快产生较多的墒
,

同时 由于环境温度高于人体较多

使人体向外排嫡 困难
,

长时 间在这种高温环境下人

体内积嫡增加 △、 就 出现 了头晕
、

恶 心 等感 冒

症状
,

这类感 冒也叫中暑或热感 冒
。

人体具有 自我调节机能
,

当系统 △、 出现 了

感冒不适时
,

机体将 自动加快排嫡 以使嫡减小
。

这

种防御功能表现为体温升高 —发烧
,

人是一个热

的辐射体
,

其辐射的嫡通量密度为 界 二 。尹
,

其 中
二 一 吕

时
·

为一常量
,

为人体的热力

学温度
。

由此式可 以看出人体辐射出的热与体温的

三次方成正 比
,

也就是说体温越高排热成三次方加

快
,

有利于人恢复到 △, 成 的状态
。

这就是人在感

冒时为什么常伴有发烧现象的缘故
。

三
、

感冒的治疗与护理

感冒病理的物理起 因是 因为人体系统 △、 ,

由热力学知
,

生命系统总的墒变为

艺。, △
。

戈
了

△ 代表 生 命 系统 与 外 界 环 境 所 交 换 的 总 热 量
。

△
。

戈 代表生命系统与外界环境所交换的第 种组元

物质的摩尔数 负嫡物质
,

△戈 代表生命 系统 内部

化学反应引起 的第 种组元物质摩尔数 的改变 产

生嫡的物质
。

由此可 以看到当 △、 时我们想方

设法增加 么
。

戈 负嫡物质 或促进积嫡排 出
,

以抵消

△ 增加
,

使系统的总墒不增加或者减少
,

以使生命

系统恢复常态或发育成长
。

从嫡理论出发可 以总结

以下几种治疗和护理感 冒的方法
。

药物治疗

由于感 冒是人体系统积嫡过多造成
,

在用药上

以清热解毒为主
。

如 中医往往用石膏
、

橘皮等使人

发汗来加速废热 嫡 的排 出
。

而西医 则用药物 负

嫡
“

灭菌消失
”

增加负嫡流
。

这两方面都可使系统

嫡不增加或减少即 △、蕊 。

药物治疗 的原理是以药

的有序结构调整人体 的结构
,

以达到人体 系统的有

序状态
。

护理

感冒病人在饮食方面应多吃一些易于消化的高

能低嫡食物
,

如高营养 的流质清淡食物
。

高营养食

物负嫡大
,

以葡萄为例
,

其 △ 二
· 。

要求吃容易消化 的流质食物是 因为人在 △, 时

机体功能紊乱
、

消化功能差
,

如果吃一些油质不容易

消化的食物
,

就会有大量不易消化 的废渣 高嫡物

质 产生
,

再次加重 了机体的排嫡负担
,

使积嫡排 出

不畅从而加重病情
,

难 以恢复
。

同时要多喝水
,

液态水不具有化学能
,

但具有较

高气化热
·

且能将废物溶解变为高嫡物

质排出体外
,

带出大量嫡
。

冷水擦身
,

不要穿过多的衣服
。

在护理受凉感

冒发烧的病人时
,

人们常习惯将其包严实
,

殊不知这

样不利于病人的恢复
。

用冷水擦身能带走更多的体

热
,

散热部位如脖子
、

胸
、

大腿根
、

腋下
,

使体热加快

散 出
,

有利于体内积嫡排出使病人很快恢复
,

或不再

进一步加重病情
。

感冒对人的危害很大
,

平 时要 以预 防为主
。

现

在我们 已清楚感 冒时人体 系统嫡 的变化
,

预 防也可

以从这方面来做 —防止系统有积嫡
。

总之
,

嫡与我们生 活 中的许多现象都有着广泛

的联系
。

研究嫡及嫡在其他学科 中的应用也有着广

阔的前景
。

也许 随着嫡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

人类将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扰人类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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