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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
,

气功多称为 P ys hc -o 1加记ye ne ygr (心身能 )

或 y 呀
a (瑜伽 )

。

过去只做为一种与科学无关的
、

古老

的
、

神秘的东方哲学在民间小范围流传
。

近年来
,

由

于现代技术的发展
,

训练有素的气功家在生理
、

心理
、

生化方面迥异常人的生命现象
,

部分得到实验科学的

脸证
,

因而渐受注意
。

更由于为药害所苦 的西 方 公

众
,

迫切希望找到不服药或少服药的治疗方法
,

而使

气功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

各种专门研究 机构 纷 纷

建立
,

位于瑞士西里斯堡的玛赫瑞希欧洲 研 究 大 学

( M E R U ) 就是其中一个
。

此外
,

美国和加拿大的几

所医学院
、

纽约州立大学的生理心理研究所
、

圣地亚

哥海军医院
、

斯坦福研究院
、

英国伯克贝科 B( ikr be kc )

学院也都有人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

据M ER u 统计
:

世界各国参加气功实践的人数已多达 200 万
。

气功疗法在西方不仅为一般群众所支持
,

而且也

引起科学家
、

医学家的广泛注意
。

据加拿大 的 武 茨

`D
.

W o od s ) 的报道
,

仅加拿大安大略医学协会就有

3以〕名医学博士对气功疗法表示了兴趣
。

许多著名的

科学家参加了具体研究
。

例如
, 1 974 年伯克贝科学院

由实验物理学家汉斯特 (H as tde )和理论物理学家波姆

(习心加旧 ) 主持进行的一次心灵能 (Ps y e h oe ne 馆 e t i)c 实

验
,

就有十几名理论物理学家
、

实验物理学家
、

物理

学博士参加
。

在瑞士召开的有关气功的学术讨论会上
,

英国剑

桥大学荣誉教授
、

1974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 约 瑟 夫

森
, 19 77 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

的布雷高金教授等
,

巴黎国家研究中心 ( C N R S) 的研

究所所长
,

印度新德里全印医学科学院院长及其他许

多学科的著名专家均参加
。

目前
,

瑞士的 M E R U 已

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
“

综合研究计划
” ,

向全世界

各国的科学家发出了遨请
,

希望有更多的科学家参加

这项研究工作
。

西方国家对气功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方面
:

一是

临床应用研究
,

一是机理研究
。

临床研究在加拿大相

当活跃
。

自从巴洛士 ( T
.

B ur
r

wo
s ) 和埃伏林 ( .H

E ve ri ng )医生提倡以来
,

据估计
,

全国已有 汉犯0 余人

参加气功实践
,

且有迅逮发展之势
。

他们用这种治疗

方法治愈了一些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功能性疾病
,

并认

为这门新科学有可能用以治疗器质性病变
。

1 96 9年
,

他们研制了许多精巧的半导体仪器
,

称之为
“

生物回

授治疗仪
” ,

使病人在练功时
,

体内或体表发生的变化

通过这些仪器反馈于病人自身
,

以 纠正练功时
“

意念
,

所发生的偏差
,

并增加疗效
,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
“

生物

回授疗法
” 。

据报道
,

他们用生物回授疗法治疗 20 0 例

病人
,

结果 60 % 显著好转
,

主诉疾病症状消失
,

30 %

患者好转
,

仅 8 % 无效
。

现在
,

生物回授治疗仪已有

商品生产
,

其中包括皮温回授计
、

血压回授计
、

皮肤

电回授计… … 等
。

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医学院正在研

究扩大这门技术的应用范围
,

圣地亚哥海军医院已在

研究如何将这门技术用于军事目的
。

比如
,

用生物回

授法训练士兵如何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提高手温
,

以

便他们能在
“

不带手套
”

的情况下操作
。

近两年来
,

不断有利用血压追踪系统的生物回授

作用
,

控制后头部脑波的节律的办法
,

用以调整治疗

高血压病 , 利用肌电 (E
.

M
.

G
.

》 的回授作用治疗严

重的眼睑下垂症 , 利用脑电波的回授对左
、

右脑半球功

能严重失去平衡的患者进行自我调整的成功例子
。

不

久前还报道了利用此法通过额肌电的反馈作用
,

治愈

一名 27 岁自幼小便失禁的女患者
。

对 22 名成年男子

的研究结果还表明
:

生物回授法可以成功地抑制或增

强 4 0 赫兹脑电 (E
.

E
.

G
.

)的强度
。

其中 8 名在经训

练后可在没有生物回授仪帮助的情况下
,

表现出意识

对上述频率的脑电波强度的自我控制能力
。

显示了人

脑 E
.

E
.

G
.

生物回授控制用于 E
.

E
,

G
,

— 行为

关系研究的潜力
。

机理研究主要有两方面
,

其一是从气功实践者本

身的生理
、

心理
、

生化等方面的改变进行研究
。

据瑞

士 M E R U 的报告
,

经长期气功训练者生理机能效率

提高 , 调节机能平衡的生化系统更加稳定和精确 , 代

谢速率下降
、

生长激素分泌量减少而机能效率和稳定

性增加
。

同时受训者血压紧张程度缓解
,

体重趋于正

常
,

因而这些人患血管硬化及其他血管病的可能性减

少
,

高血脂者血清胆固醇水平下降
。

机理研究的另一方面集中于观察训练有素的气功

家
。

探讨他们在
“

发功
”

时从身体某个部位发射出的某

种特殊物质或能量的生理效应
、

物理效应
、

化学效应
。

这是研究气功物质基础的起点
。

据 M E R U 报道
,

该

研究中心的气功家在发功时可以使身体腾空而起
。

他

们用脑电图研究
,

发现气功家腾空时脑电图呈现最大

的相干性 ( oc h er
e

nc
e
)

。

伯克贝科学院在实验物理学教

授汉斯特
、

理论物理学教授波姆主持下对以 色列气功

家盖拉 ( U
.

Ge U er )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
。

盖拉在不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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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的情况下
,

能使金属片弯曲或破裂
。

另外
,

他手握 个模式
,

也就是大图样联系起来
” 。

史密斯医生就说

盖革计数器发功时
,

记录到很强的信号掉发
。

据汉斯 得更清楚了
,

他认为要认识气功的本质就
“

必须超越

特的保守估计每秒钟从盖拉手上发出的粒子 约 100 ~ 西方医学关于人类的简单概念
,

尤其是假设肉体和精

15 0 颗
,

而正常本底为每秒一个
。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 神各不相干的身心分离观
。

我感到人只能以一个完整

实验是使盖拉对准一个金属单晶圆盘
,

隔着塑料板不 的机体在他所处的环境活动
,

人类在感情上和智力
、

接触国盘发功两分钟
,

结果圆盘明显扭曲
。

实验条件 体力上是以一个完整的连续状态来活动的
,

你不能把

是严格的
,

并在监视下进行
。

在此前后还曾由斯坦福 它分成三部分
” ,

表示了对中国医药学理论体系认识

研究院和英国皇家学院的科学家主持做过两次实验
,

论的赞同
。

均能重复
。

最后实验报告由汉斯特教授和波姆教授签 以上提及的仅仅是欧美国家气功研究之一斑
。

至

署发出
。

于东方的印度
、

日本等国
,

由于都有千年以上的气功

这类严肃的实验报道还有一些
,

不过迄今没有一 史
,

研究规模就更可观了
。

苏联和东欧国家也都拥有

个人能提出一种经得起检验的假说
。

但加拿大医生埃 相当规模的专门研究机构
。

19 73 年第一届世界气功学

伏林和巴洛士认识到必须用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

也就 术交流会就是在布拉格召开的
。

是东方医学的整体机能观念来研究这些生命现象
。

他 目前
,

有关气功的专著专论逐年增多
。

19 76 年
,

们认为目前医学界的许多人之所以觉得这样做感到困 美国发行了第一本以气功研究为对象的刊物 《 生物回

难
,

是因为
: “

不习惯于把自己狭小领域里的东西和整 授》 。

从 1973 年以来已经召开了多次国际学术交流会
。

” , 。 ` 民沈刹比洲玻灰趁洲洲, O。 的` 时` 别洲 , 袱洲知川湘洲尾, 满 , 。 口心` 民破侧` 到沈汉笼洲尾洲兄洲笼叉 《 双破双沈洲笼, , , 侧, 伪洲

衰变为 5 0 、 t 一

( 24
.

6士 1
.

9% ) , 衰

变为 s
一 、 二” ( 8

.

4士 1
.

1% )
。

两个过

程的相对几率比为 2
.

9士 0
.

6
。

在此

类过程的理论研究中
,

对粒子的同

位旋有一个经验选择定则
: △ T =

12/
。

按此定则 △ T = 3 2/
、

52/ …

的过程比起同位旋的改变为 1 / 2 的

过程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

尽管做了

大量实验
,

迄今仍不能对△ T 二 1 2/

的规律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

将此规则用于 9
一

的衰变
,

则上述两

种衰变方式的相对几率比约为2
.

0
。

显然
,

与这 C E R N 的实验结果是不

一致的
,

这表明 △ T = 32/ 的过程

是不容忽视的
。

在实验中
,

同时还 发 现 O
一

衰

变为 8
“
超子

、

电子和反中微子的事

例
。

据初步工作结果
,

这些半轻子

衰变约占 0
一

总衰变的 1% 左右
。

0
-

衰变为 A和 f 的事例也不止一次地

被观察到
。

在此过程中
,

奇异数改

变两个单位
,

这在理论 上 是 禁 戒

的
。

按 0
一

的主要衰变方式
,

可测得

它的寿命是 ( 0
.

5 2士 0
.

0 6 ) x 10
一 几o

秒
。

实验还在继续进行
,

任务之一

是测出 O
一

的自旋
。

S U ( 3 ) 对称预

言 0
一

的自旋值是 3 /2
,

但是 O
一

的

自旋以前从来也没有精确测到过
。

〔周广慈据 n p : p o j a ,

3

( 1979 ) 1 11 ,

张民生校 )

口
一

超子的性质

O
一

超子自 19 64 年发现以来
,

被

观察到的次数并不多
,

有关其衰变

方式知道得很少
,

对其寿命的测量

也有较大的误差
。

在某种程度上讲
,

确 知的只有它 的 质 量
:

16 72
.

2 士

0
.

4M
e V

。
19 78 年 在 C E R N 的质

子同步加速器上所做的一系列实验

是 O
一

超子研究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

实验中产生的 O
一

超子束是如 此 之

强
,

以致可以用电子仪 器 进行 检

测
。

此外
,

这也是首次在质子碰撞

中观察到它 ( 以前产生 O
一

超 子 都

是在气泡室中用介子束进行的 )
。

0
一

超子有几种衰变方式
,

大多

教 ( 67
.

0士 2
.

2 % ) 是衰变 成 A 超

子和 K
一

介子
。

从衰变产物 K
一

的角

分布可测得不对称参数 a ,

它与该

过程中宇称的破坏有关
。

以前测得

的
。
值 (a = 一 0

.

“ 士忿能 ) 有较大的

误差
。
C E R N 的实验结果

, a
= 0

.

06

士 0
.

14 ,

接近于零
,

由此可见在该

衰变过程中宇称的破坏是很弱的
。

另外几种主要的衰变方式是
:

2卷 8 期

锰 ( I )络合物的

血红素模拟物

血红阮在常温时
,

只要空气中

的氧分压有微弱变动 (例如肺中 )
,

就能吸收氧
,

而氧化后的血红阮经

血液输送到肌肉纤维
,

并把氧转移

给肌红肮
,

以把氧贮存而备用
。

它

们这种在生命现象起重要作用的性

能
,

一直是科学家深感兴趣的课题
。

虽经种种途径合成过大量无机络合

物
,

试图模拟这种性质
,

但迄今效

果均不理想
。

最近
,

英国曼彻斯特

大学麦克奥列菲等
,

发现了一族新

的锰
一 ( 11 卜麟络合物M

n L X
: ( I )

,

其中配体 L 为叔腆
,

负离子 X 可为

卤素或异硫氰酸根
,

它具有在常温

及空气中氧分压的条件下
,

可逆地

吸
、

放氧的能力
。

麦克奥列菲并暗

示
,

还能获得对其他小分子有选择

性的结构
。

( I )不论固态或溶液中

均具有这种性质
,

并且这种吸
、

放

氧的能力可持续数千个 循 环 而 不

衰
,

使用寿命几乎是无限的
。

基于

此
,

这族新络合物一定将有重要实

用价值
,

例如目前生产氧的低沮分

52 3



环
、

迷宫式油封
、

填料函等等
,

但这些型式没有一种

能完全满足上述要求
,

充其量只能充 当
“
漏 泄 限 制

器
”

而已
。

最后
,

菲利普公司提出了一种
“

卷动式密

封套
” 。

这种密封套用聚氨基甲酸脂橡胶制成
,

外圈

涸定在静止部件 ( 例如气缸壁 ) 上
,

内圈固定在运动
.

部件 ( 例如活塞杆 ) 上
,

它的动作很象人们穿袜时的

动作
,

交替地在活塞杆和缸壁之间卷动 , 寿命较长
,

已试验运行到 5 ,

阅 0 小时
,

尚未损坏
。

为了进一步提

高寿命
,

必须继续改进这种密封套材料抗疲劳 的性

能
。

4
.

热交换器的设计和加工问题
:
热交换器 ( 包

括加热器
、

回热器
、

冷却器和预热器 ) 是斯特林机中

最复杂也是最关键的部件
,

它的性能好坏决定着斯特

林机的成败
。

根据规定的功率要求
,

在热交换器内充

有一定数且的工质
。

发动机满负荷时内部压力在 70 ~

140 大气压之间 ( 目前最先进的 可在 140 ~ 2 80 大 气

压之间 )
,

并按近似正弦规律变化着
。

加热器的热管
一

温度保持在 70 0 ~ s 00
0

C
,

并处于高温燃气的强 烈作用

之下
,

容易产生高应力而引起蠕变
。

回热器实际上象

一块有无数松孔的金属饼
,

用金属丝并迭在一起烧结

而成
。

将这块饼焊接在壳体上有利于回热
,

并不让气
·

体从回热器芯和壳体壁之间通过
。

沿着回热器及其壳

林
,

都存在着温度梯度
,

从而引起热应力
。

预热器的

作用在于把燃烧气体通过加热器热管以后还残存的大

部份热 t 加以回收
。

在预热器中
,

燃气从 800
。

一 10 00 00

玲却到 200
.

~ 30 0,O
,

而新鲜空气则从 室 温加热到

“ 0
。

~ 75 0
O

C
。

它是由许多迭在一起的 金 属 薄板 组

成
,

从而形成对流型热交换器
。

为此需要 有较 大 的

表面面积和狭窄的通道
,

薄板的厚 度 不 超 过 0
.

3 毫

米
。

由此可知
,

热交换器结构复杂
,

加工困难
。

对于

这种由很多小零件组成的复杂结构
,

电弧焊和电阻焊

都不适用
。

近年来
,

菲利普公司采用真空保护焊
,

焊

条材料用 B N i一 5 ( 成份为 19C r ,
105 1

,

其 余 为 N i )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

但真空焊的不足之处 在 于 热 量

的传递仅依赖于热辐射
。

因此必须慎重控 制 加 热 和

冷却的速度
,

以限制温度梯度及其对内部变形 的影

响
。

为了彻底解决热应力和焊缝开裂 问 题
,

最 近 菲

利普公司又采用了浮动式回 热器
一

冷 却 器 (f l
o
at in g

er ge ne ar ot 卜
c

ool er )的设计
,

使工作中所产生的 热 应

力被冷却器中的管子的变形所吸收
,

以避免加热器的

受热部件产生过高的热应力
,

但是否有效
,

尚待实践

证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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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李鹅舀疾

陈省身教授是当代著

名数学家
,

他于今年夏间

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

校退休
。

本期发表的 《从

三角形到流形》 是他最近

的一篇著作
,

这是一篇以简炼的语言对几何学的

历史发展作高度概括的文章
。

为了纪 念 他 的 退

休
,

扬振宁教授特意从海外将他所节译 A
.

韦依

的 《我的朋友— 几何学家陈省身》 一文惠寄本

刊
。

现将二文一并刊出
,

以晌读者
。

本刊前四期连续刊登了国内有关气功研究的

文章
,

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
。

本期发表的林中鹏

同志《国外气功研究一瞥》 ,

有助于气功研究者和

广大读者开拓眼界
,

了解国外研究气功的情况和

趋向
。

美国 《科学美国人》 月刊的皮尔先生来华访

问期间
,

7 月 5 日与本刊同仁进行了友好会见
。

皮尔先生畅谈了他本人和他从1 94 8年接办该刊后

的历程
。

内容丰富
,

谈吐风趣
,

对如何办好一个

科学家的普及刊物
,

语多裨益
,

特志之于 《友谊

与交流》 一栏内
。

本刊曾在 2 卷 5 期中附发读者意见表
。

两个

多月来
,

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以及香港都有许

多读者详细填写了意见表
,

寄给我们
。

意见表中

除肯定本刊在介绍现代自然科学各个方面最新理

论知识所取得的成绩以外
,

还着重提出希望本刊

多在深入浅出上下功夫
,

力求用生动活泼的形式

去表达精深的学术内容
。

我们衷心感谢广大读者

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希望
,

并将采取适当措施
,

积极改进工作
,

以满足各方面读者的殷 切期望
。

级卿返举溺按

. 5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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