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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力学第二定律指 出
,

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

际宏观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

而直接反映热力学第二

定律的是态 函数嫡
,

其数学表达式是嫡增 加原理
。

其物理意义是 一个孤立系统的 自发过程总

是朝着嫡增加 的方 向进行
,

即从有序走 向无序
。

而

生命的发生
、

演化及成长过程都是从低级到高级
、

从

无序到有序的变化
。

表面看来
,

这似乎都与热力学

第二定律相矛盾
。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澄清了

这一切
。

打开了一个从物理科学通 向生命科学的窗

口
。

耗散结构理论突破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

于孤立 系 统的 限制
,

将其适用 范 围 推广到开放系

统
,

并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数学表达式改为

即
。

其中 为系统的嫡变 为系统内不可

逆过程产生的嫡变
,

即嫡产生且恒大于
、

等于零

为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量而引起的嫡变
,

称为

嫡流
。

对于孤立系统
, ,

氏
,

这就是嫡

增加原理
。

对于开放系统
,

氏, 羊 。
,

只要 负

嫡流
,

同时
,

就有系统的嫡变
。

这

时
,

系 统 的嫡不 是增加
,

而是减 少
,

因而有序度增

加
,

系统就可 以进化为更加有序
,

组织化程度愈来

愈高的状态
。

由于一切有机体乃至人类社会都是偏

离乃至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

所 以扩展后的热力

学第二定律就可 以完全适用于 生命和社会等不 断

进化的活生生的现实了
。

先看个体的生长过程
。

胚胎的发育
、

成长过程
,

是 由生殖细胞 含有较少 的信息量
—简单

、

无序

分化出不同器官
、

发育为成体 含有较多的信息 —复杂
、

有序
。

这个在母体中所进行的从无序到有序

的过程
,

必然有
,

即嫡流从系统 母体 流 向

了外界
,

使总嫡变 为负
。

客观上是母体吃进了有

序
,

或按薛定愕的说法
“

生命之所以 能存在
,

就在于

卷 期 总 期

从环境中不断得到负嫡
” 。

因为人们进食 主食和副

食
,

不是吃进 了分散 无序 的原子
,

而是吃进了 由

已经含有高度有序的分子构型所构成的动植物
。

由

于负嫡的作用 利用了外界的物质和高能 使胎儿在

母体中生长为高度的有序体 —成熟的婴儿而呱呱

落地
。

再看成熟的生命有机体
。

对于成熟的生命有机

体
,

每天保持着大致相 同的状态
,

可近似看成稳态
。 ’

所以成熟 的机体在一定时间内可 以为 或
, “ 稳态

。

其 中 氏 为一定时间内因系统内部

发生的过程引起的嫡变 为一定时间内因系统与

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的交换而引起的嫡变 而机

体内的生化反应
,

物质的扩散
,

血液流动等过程是不

可逆 的
,

因此 氏
,

为 了补偿 哦 的正值
, 、必为

负
。

氏 又可分为两项 一项是 由于 同环境进行热交

换而引起的嫡变
,

其值可正
、

可负 另一项是 由于同

环境进行物质交换引起的嫡变
。

有机体不断从环境

摄取高度有序的低嫡大分子物质 如蛋 白质
、

淀粉

等
,

而排泄出的是有序性小的高嫡小分子物质 如
、

水汽
、

尿
、

汗等
,

这就保证了 氏 为负值 因而

机体内部不可逆过程中产生的嫡传给了环境
。

由以上讨论可知
,

生命有机体不断地与周 围环

境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
,

它通过新陈代谢
,

不断从

外界获得 的负嫡大于系统 内部产生的正嫡
,

使机体

处于协调的有序状态
,

从而维持生命
。

所以
,

非平衡

态是有序之源
,

是生命的保证
。

随着时间的推延
,

一

旦有机体失去 了从外界吃进负嫡
、

吃进有序的能力

而成为孤立系统
,

那么
,

按照嫡增加原理
,

它最终要

达到嫡极大的平衡态
,

即最无序的状态
,

这就是生命

的终止
。

正如薛定谬所说
“

有机体就是依赖负嫡为

生的
。 ”

负嫡的引人
,

推动了生命科学的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