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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

人类生活在地球的磁场 中 一 其 场强为

。
.

3 、 0
.

6奥斯特一而从未察觉到它对生命过

程 的影响
。

是否由于其场强过低而不易被察

觉出来 呢 ? 因而在 1 8 9 2年就有人把人和狗置

于场强为几千奥斯特的环境中
,

企图观察磁

场对生命和生活过程的影响
。

结果未发现有

任何影响
。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有大量的事

实表明磁有治疗疾病的效能
。

就是说磁对生

命是有影响的
。

但磁与生命究竟有什么内在

联系呢 ? 这对磁学和生物学
、

医学工作者同

样都是一个陌生而有待研究的问题
。

搞清楚

它们的内在联系
,

为磁体在医疗上的应用寻

找一些理论上的依据
,

对进 一 步 开 展
“

磁

疗
”

和推广这一疗法是有意义的
。

本文将从叙述磁用于治疗疾病的简单历

史过程开始
,
以磁性的起源一电子的 自旋一

为核心
,

来寻求磁与生命的关系
。

试图在此

基础上对
“

磁疗
”

机制作一些探讨
。

二
、

磁在医疗上应用的简单历史
:

在古代医学中磁 已 被 用 来 治疗各种疾

病
,

早在一千多年前
,

我国最早的药物书藉

中
,

就有使用磁石治病的
一

尼载
,

到了明朝李

时珍已把
“

磁石
”

正 式 列 入
“

本 草纲目
”

中
。

当时的
“

磁石
”

都是做为煎剂或研制成

粉末和其他药物混在一起服用的 (如中成药
“

磁珠丸
”

中就含有磁石成分 )
。

清代名医

张锡纯让患者 口 中含上
“

磁石
”

而于耳中插

入铁棍治疗耳聋
1二。

公元前2 0 0年有人用磁石 作为 泻 药
。

公

元 10 0。年又有人用磁石治疗肝病
。

1 5 0 0年有

用磁治疗脱肠
、

浮肿
、

黄胆病和其他疾病的

报导
。

文献山中有用磁石治疗儿童脱肠的记

载
: “

把矿石捣成细粉
,

放在纸上用蜂蜜调

匀
,

涂在脱出来的肠子外面
,

而后在它的外

面洒上细的铁锉屑
” 。

1了了6年制成了用来治

疗疾病和疼痛的金属牵引车
。

后来又出现了

磁性项圈
。

这种项圈的效能被认为是磁化血

液的
。

并用它治疗了很 多 疾 病诩
。

到 1 8 6 9

年出现了一种装置
,

.

在其中有 一 个 椭 圆线

圈
,

它是供在人体中产生磁场用的
。

随后又

有了一种被罩起来的能治疗病的磁体
。

磁性

胸衣也相继问世了
。

关于它的效能有过这样

的介绍
: “

经过长期持续的使用和生理学的

研究结果表明 ! 它是一种用于人体方便而能

治病的磁和电器械
,

它在治疗肺
、

心脏和大

脑疾病方面的效能 已得到承认
” 。

到均世纪

末各种不同的器械象磁椅
,

磁帽带和磁床都

出现了
。

1 9 0 4年制成了用产生磁场治疗由于

神经失调而引起病痛的机器
,

还有其他磁性

疗法的项目也相继出现了
。

到 19 2 2年出现了

一种器械
于4二。 `

它把磁场传递到人体内
,

给予

神经周 围和组织细胞以轻微的兴奋
。

促进血

液循环和皮肤的分泌
,

并调节新陈代谢
。

因

此
,

被认为可促进健康
,

去除和防止疾病
。

1 9 62 年湖南省的医务工作者开始摸索把

磁疗和祖国医学中的针灸穴位结合起来
。

到

1 9 6 5年湖南省干部疗养院刘甫白医生正式开

展试验
,

并写出了治疗小结
。

认为磁铁外敷

于穴位
,

对风湿性关节炎
,

小儿支气管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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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一定疗效以 〕 。
1 9 6 7年国外又制成了产生

可控磁场的仪器
,

经过实验证明
: 磁场可以减

慢衰老的过程
刃5〕 。

1 9了O年包头矿务局医院用

功3
、

4
、

5 m m 的磁珠敷于患者体外穴位可

以治疗高血压
,

三叉神经痛
,

颜面神经麻痹

等病
。

从 1 9了3年开始我国许多单位把稀土一

钻合金作为医用磁体
。

因为这类磁体的开路

剩磁高
,

体积小使用方便
。

在此以前大都采

用铁氧体和铝镍钻合金
。

1 9了4年北京积水潭

医院
,

79 8 厂 卫生科也相继开展 了这方面的

工作
。

并进行了总结
砚6二〔 , 二。

据 〔 6习中介绍目前

磁疗应用范围包括骨科
、

外科
、

内科
、

耳鼻

喉科皮肤科的一些常见病
,

多发病共四十多

种
。

疗效高 达 9 0
.

9 8多
。

并发现磁场对人体

有付作用
,

其发生率 为 DI
.

46 多
。

表现有头

晕
、

恶心
、

乏力
、

嗜睡 … 等
。

表中列出迄今

用磁治病的病种及疗效
,

供参考
。

需考虑电子本征磁矩和轨道磁矩的贡献
。

1 ) 宏观物体的磁性
:

物体的磁性决定于元磁偶极子的集体性

能
。

所谓元磁偶极子是指两个强度相等而符

号相反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

磁荷
” 。

磁矩

矢量

失量

拼定义为
“

磁荷
”

m与偶极 子
“

长度
”

即一ll 的乘积
,

安培所提出的分子 电流
,

就是根据磁体

和电流的相当性定理而假设的 (求电子轨道

磁矩
,

就是利用这一定理 )
。

为了描述宏观

物体的磁性
,

可以选取单位体积 (或单位质

量或每克原子 ) 内的总磁矩来表示
。

单位体

积的总磁矩称为磁化强度 I

了一乏万
。

(单位体积 )

对于弱磁性物质
,

在一定的磁场和温度

三
、

顺磁性与抗磁性
:

磁性现象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

从微观粒

子到宏观物体
。

以至宇宙天体
。

从无生命体

到有生命体
。

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磁性
。

按照

现代原子物理学的观念
。

物质 内部的磁性载

荷者有以下两种
:

1 ) 组成物质的 基 本 粒 子 (电子
、

质

子
、

中子 )
,

都具有本征磁矩 (自旋磁矩 )
。

2 ) 由于 电子在原子 内运动而产生的微

观电流的磁矩 (轨道磁矩 ) 以及质子和中子

在原子核内的运动所产生的磁矩
。

当大量的原子和分子集团组成宏观物体

时 (女口 C
、

H
、

N
、

O 等原子组成氨基酸
、

由氨基酸组成肤
、

肤组成为蛋白质
、

蛋 白质

与核酸组成核蛋 白等等以致 构 成 生 物体本

身 )
。

原子 内的这些无磁性体之间有各种相互

作用 (磁性的或静电的 )
。

这些相互作用就

是宏观物体的磁性的起源
。

由于原子核的磁

矩都是比较小的
。

大约只有核外 电子层的磁

范围内
,

并 当磁化过程是静态的过程时
,

I = 劣 H

矩的 1

1 00 0
0
因而在讨论物质磁性的时候

,

只

二 称为物质的磁化率
。

H 为磁场强度矢

量
,

其单位为奥斯特
。

在各种磁性物质内的磁通量以磁感应强

度 B 来表示
:

B = H 十 4 二 I B 的单位是高斯

除铁磁材料外
,

磁化率 x 都是很小的
。

在生物体中实际上没有铁磁物质存在
。

只有

抗磁物质和顺磁物质
。

目前唯一知道有很高

磁化率的生物物质是叫做石鳖的某种海生动

物齿舌的外膜
〔 8 ’ 〔 , 〕。 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抗

磁性和顺磁性的一般概念
:

如果磁化率 x < 。 ,

则该物质称为抗磁性

物质
。

如惰性气体
,

许多有 机 化合 物 (如

苯
、

蔡
、

蕙等 ) 以及 若 干 金 属 (如 M .g

B i
、

Z n 、

A g ) 和非金属 ( 5 1
、

P
、

S ) 都是

典型的抗磁体
。

它们的磁化 率 ` 一 一 1 0一气

实际上不随温度而变化
。

物质抗磁性的起源

是由于外磁场在原子 内电子壳层所引起的电

磁感应的效应
。

电子在轨道上的运行产生循

环的电流
,

同时建立垂直于轨 道 平 面 的磁

场
。

按照楞茨定律
,

磁矩的方向于磁场的方



向相反
,

所以抗磁体的 x 是负的
。

由此可见

抗磁现象是普遍的
,

所有物体都具有的
。

但

在很多情况下
,

微弱的抗磁效应被更强的顺

磁磁化效应所掩盖而观察不出来
。

当原子系

统的总磁矩等于零时 (即电子壳层内电子数

达到满额时 )
,

抗磁性就容易表现出来
。

如

果电子数未达到满额
,

即原子系统具有总磁

矩时
,

则在外磁场作用下原子磁矩将转向磁

场方向而产生顺磁效应
。

所谓顺磁物质是指

磁化率
x > 。 的物质

。

氧分子 0
2 ,

一氧化氮

N O
,

有机物的自由基如三苯甲基 C ( C 6 H
S

) 3

… 等都是顺磁物质
。

顺磁物质的原子或离子

具有一定的磁矩
。

这些磁矩来源于原子内未

充满的电子壳层
,

它们具有未被抵销的总动

量矩
。

2
.

导 电电子 (自由电子 ) 的抗磁和顺

磁特征
:

生物体 中存在着生物电流
,

这是一个众

所周知的事实
,

它与离子的迁移和电子传递

有关
。

那么
,

传导 电子在磁场中的行为又怎

样呢? 根据经典理论外加磁场不会改变电子

系统的自由能及其分布函数
。

因此
,

磁化率

x 为零
。

但在量子力学 理论内
,

这个结论是

不正确的
。

朗道首先证明
:

外磁场使电子的

能量量子化
。

从连续的能级变为不连续的能

级
,

而表现出抗磁性
。

导电电子在外磁场作

用下
,

运动轨道变为螺旋状
,

在垂直于磁 场

的平面 内产生圆周运动
。

外加磁场迫使红血

球作圆周运动可能与此效应有关
。

如果忽略

导电电子间的相互作用
,

则电子集体应服从

泡令互不相容原理
,

即量子反对称统计
,

在

动量室间的每单位
“

相格
”

中不能存在多于

两个自旋相反的电子
。

因此
,

在 O
O

K 时电子

所充满的动 量 空 间 为一球面所包围
,

球半

径等于泡令原 理 所 允 许 的 最 大 动 量值
上

尸m 一 ( Z m E 。 )
2 ,

其中E m称为费米能
,

。 为 电子的静止质量
,

在这球面 的 动量范

围内的电子数是
:

(式中因子 2 是考虑自旋的正反两个可

能取向 )
。

具有能量在 E 和 E 十 d E 范围内的电子

数等于

4 汀
以 1飞= 不

弓 〔艺灯 2 )
八 J

E m Z
d厂

~ N ( E 。 ) d E ( 2 )

其中N (百 、

卜书
一

( 2机 ) 号
、

: 川 奋

在无外磁 场H 时
,

导 电电子的全部磁矩

在 O
“

K 时等于零 (图 1 ) 故自旋 为正的电

子数 柳 和自旋为负的电子数
n 一 相等并等于

N f E 沉 )
, . ,

_
、 . r

_
六 _ _ _

二

兰上景竺仁
。

加上外磁场 H 后
,

具 有 正 自旋
2

“ “
’

一 ” ~
’ 一 ” 一

’
z 、 ’ “ 一 曰 ~

(平行于H ) 的电子
“

能带
”

沿能量轴降低
“
一 拼;

H
” ,

而具有反 自 旋 (反 平 行于

H ) 的电子
“

能带
”

则 上 升
“ 十 月 : 刀

” 。

(拼B 为 玻 尔磁子
。

—
一个电子自旋所产

生的磁矩
。

; : 一

典
一 0

.

。2了3 又 1。一: 。
尔 格 z高斯 )

。

`
。 2阴 e 一 ’

一
’ 一 ” 一

’ 切 曰
,

~ .vI
,

这是因为磁场把一个反平行自旋的电子转到

正自旋的方向之故
。

因此两个能带相刘地移

动 2拼B
H (图 2 )

。

这个相对移动破坏了原

来的两种 自旋的能量均等状态
。

在热力学平

衡时
,

新状态的能量最小值相 当 于 磁 化状

态
,

亦即两种 自旋的能量达到新的平衡状态

(图 3 )
。

由反平行 自旋转移到正平行自旋

的电子数为
:

一
、 万

(会
一

)而 、
由 ( 2 ) 式可知

:

(
一

斋)
: 。 一

枷
2阴 ,号“ 阴 `

N ( E m )

一 2

_ 4 汀 刀
, ,3

月一 乙 一 二 一一
.

`二厂一一
-

3 八 J 云后(“阴 )
_

.

二L
·

艺 m Z

( 1 )

顺磁性的大小与△。成正比
。

总之
,

在生物体中
,

如果它的各种有机

化合物分子其价键被饱和
。

即电子成对占据

轨道
。

每个电子都有其自旋
。

而一个自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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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就成为一个小磁铁
。

由于占有同一轨

道的二个电子其自旋方向相反
,

因而本征磁

矩互相抵销
。

在外磁场作用下它们呈现抗磁

性
。

但如果这二个电子分离 (有电荷传递时

就如此 )
,

它们就不能再彼此抵销
。

因而使

物质具有顺磁性
。

另外如果这两个电子不再

强烈偶合
,

而是占有不同的轨道
。

此时它们

就不受泡令原理的约制
。

(此原理指出
:

在

同一轨道上成对的 电子 自旋方向必然相反
。

)

而可能出现不偶合电子之一的 自旋 方 向 反

转
,

从而物质就呈现出顺磁性
。

综上所述可知一种物质的抗磁性或顺磁

性不是绝对的
。

主要依其电子的排列和组合

而定
。

以铜为例
,

一价铜 C u 十在 3 d层仍有 10

个电子
,

由于 3 d层的电子是满额的所 以 C u 十

的盐是无色的并显示抗磁性
。

两 价 铜 C u
++

的 3 d层没有充满
,

因此
,

C u
一

卜十

的 盐 是 有 色

的和顺磁性的
。

有趣的是
,

有如此众多的生物学物质例

如黄素
、

黄酮
、

蝶咙和细胞色素等都是有颜

色的
。

在并不受光照射的细胞中颜色意味着

什么 ? 从电子排列和能级的关系来看
,

颜色

表月; 放高填满轨道和最低空轨道的能量值彼

此接近
,

以致能量较小的可见光也能使一电

子从丽者上升到后者
,

如果这种光被吸收就

能使物质显出颜色
。

总之
,

从上述的现象中说 明了顺磁性总

是由于单电子在氧化还原过程中所形成的 自

由基而引起的
。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活性的蛋

白质结构中
,

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实际上是

以传荷络合物的形式存在
。

因此
,

它是一种

自由基
。

只要看看肝的颜色是深棕色就会相

信这一点
。

肝的棕色可以认为是和异咯嗓组

成了一种传荷络合物的结果
。

肾和肾上腺皮

质也是棕色的
。

脑可能是白色的
,

因为它必

须含有体积较大的电介质
。

但富有细胞的皮

层是棕色的
。

在该处细胞聚集在一起
,

成为

一个
“

红色核
” 。

这时棕色就表 得 很 明 显

了
。

四
,

磁性与生命的关系
:

综上所述
,

物质的磁性笼统地说只与电

子及其运动有关
。

在探讨磁性与生命的关系

时
,

最直接的途径显然是寻找生命和电子及

其运动是否存在关系 ? 要有
,

它们之间又是

一种怎样的关系 ?

有人发现各种动物或蔬芽组织所给出的

电子自旋共振讯号和代谢强度成正比
二1。一 几3 ’ 。

因此有人认为
:

生命与代谢越旺盛
,

其顺磁

性也越强 ; 而在 死 亡 时
,

抗 磁 性 就 增 强

了 二14 ’ 。 在文章〔15 」中又指出
:

生命 只 是 由

电子来推动
。

由电子从较高能级向其被光子

激起的能级逐级下降时所放出的 能 量 所 推

动
。

电子的环形就会形成一个小电流
。

因此

推动生命的是小电流
。

根据磁和电流的相当

性定理
,

我们也可以说推动生命的是磁场
。

这种看法有没有道理呢 ? 让我们从生命的基

本过程一物质代谢一开始来考察这个问题
。

生物化学已经阐明了中间代谢的整个复什过

程
。

并且证明这一代谢的主要 目的是使食物

最终被氧化
。

在氧化过程中
,

食物所储存的

能量被用来使一个磷酸根和 A D P (二磷酸腺

试 ) 结合
,

而产生一个 A T P (三磷酸腺贰 )
。



在这过程中
,

食物的能量被转换成一个特殊

分子末端的
“

高能磷酸键
”

的能量
。

食物的

能量只有在这种形式下才能成为推动生命所

需要的燃料
,

使之开动起来
。

并 发 现 A T P

在活细胞的能量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
。

它为

某些明显的生化合成和肌肉纤维的肌动蛋白

收缩所需要
。

几乎所有消耗能量的过程如物

质穿过细胞膜的运输
,

神经传导等等都需要

它
。

因此这种
“

氧化磷酸化
”

作用是代谢的

中心问题
。

尽管它们的机制到 目前 还 不 清

楚
。

但是
,

氧化过程的实质就是电子的给受

过程却是很清楚的
。

(电子从一物质向另一

物质的转移通常被称为氧化 还 原 反 应 )
。

N
.

L e w is 把酸和碱定义为能给出电子 或接

受电子的物质
。

在人体中进行着形形色色的

化学反应
。

酸和碱无疑是化学反应的基础
。

因此
,

在生物体 中电荷传递的给受电子关系

是从更为广泛的酸碱概念引伸出来的
。

因而

有人认为
〔 15 ’ : 电荷传递可能是 最 重 要

,

最

常见和最基本的一种生物学反应
。

这种见介

并得到了承认
〔 1 6一 1 8 ’ 。 事实上在生物物 质 中

有不少电荷传递中的电子给受关系
。

例如
,

有人观察到核蛋白所给出的极宽的电子自旋

共振讯号
。

这一讯号 (如果真正由蛋 白质一

核酸络合物所产生 ) 所代表的未偶合电子密

度几乎可以和金属 中所 出现的情况相比拟
。

金属的导电性就是由这些未偶合的自由电子

所决定
。

另外
,

核黄素 ( F M N ) 和它 的 蛋

白质络合物在部分被还原时所形成的自由基

会给出电子 自旋共振讯号
。

其他自由基也会

表现在讯号中
。

因此
,

其他传荷络合物在转

变为它们的离子态时 也 同 样 表 现 在 讯 号

中
不1 5 ’ 。

事实上当两个电子被分离 时 可 使分

子具有偶极矩
。

因而使每个电子的磁矩不能

相互推销
,

这就使络合物具有顺磁性
。

在极

端情况下
,

这两个电子甚至可以完全分离
,

成为两个独立的自由基
,

从而给出讯号
。

有

人证明当电离势和电子亲合势相近时
,

分子

络合物的顺磁 性增强
。

并证明这类络合物的

顺磁性所能达到的程度相当于有 40 多的电子

完全解除偶合
〔 191

。

还用红外光谱测 出 这种

解除偶合的现象浏
’ 。

因此 无 论 在何种情况

下
,

电子 自旋共振讯号总是生命 的 一 种 讯

号
。

可见任何一个
“

活
”

的东西都会给出讯

号
。

此外
,

象在视觉中
,

视网膜吸收光子后

能使电子向视蛋白转移
。

神经在冲动期间
,

膜电位的极性发生倒转
〔 21 ’ 。

当冲动成长 时
,

有钠离子的内流
,

而当冲动消逝时
,

有数量

大约相当的钾离子外流
砚2 2一” ’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到电过程是生命

现象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过程
。

无论是电子

的传递或离子的迁移都产生电流
。

从而也都

产生磁场
。

所以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磁现象

也是生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现象
。

既

然磁与生命过程存在着如此密切的关系
。

那

么对于磁场可以减慢衰老的 过 程
,

调 节 代

谢
,

促进健康
,

防止疾病
,

以致可以用磁场

来治疗多种疾病… 等等
,

就变得 比较容易理

解了
。

五
、

对磁疗机制的一点认识
:

利用心电图和脑电图的变化可以诊断心

脏和大脑的疾病
,

这是一件早已为人们所熟

知的事
。

它表明这些脏 器的机能改变会引起

电 (或磁 ) 过程的变化
。

换言之
,

病理的变

化与电流 (或磁场 ) 的改变有关
,

也就是说

与电子的传递有关
。

这启示我们作这样的设

想
:

接受或给出电子就能使生物系统因其电

子云的形态改变而完成其生物功能
。

或者由

于丢失传导电子或使系统的电子壳层填满而

抑制或丧失机能
。

某些激素 (生 理 学 家 证

明人体的各种机能都受激素管制和调节 ) 或

药物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起作用的
。

例如
,

氰化物可以破坏整个呼吸链
。

加入甲基兰以

后能使整个电子在脱氢酶和氧之间传递从而

又能恢复 0 2的吸收
。

因此
,

被接受 或 被 给

出的电子可以使一个生物系统工作
,

可以调

节它的功能
,

或者使其严重地受到干扰
。

为了进一步阐明生理机能 (或疾病 ) 与

电子结构及其传递的关系
。

下面举几个实例



来宁饱明
:

1) A
.

P lu l m a n 等从致癌烃的电子 结

构的研究开始建立了 电子结构与致癌能力之

间的关系
。

2) 由于肌离子 C ( N H Z ) 3十与水合钠 离

子 N a ( H Z O ) 3十有相似的电子 云 结 构
,

因而

对缺钠的青蛙神经的有
:

髓鞘纤维 ( A纤 维 )
,

狐离子能恢复它传导冲动的能力
,

而且恢复

后的冲动 的峰电位的持续时间和传导速度实

际
一

仁是正常的仁 , ` , 。

3) 已经证明引垛是极好的 电 子 给 予

体
,

而且具有生物活性的许多分子都含有一
J

个弓}噪环 (如血清素
,

麦角酸
,

叫 噪 醋 酸

等 )
。

引入到血清素分子第五位上的 O H基

团能使药理活性和给 电子能力都有所增强
。

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引睬确实在其生物学反

应 中起着电子给予体的作用
。

此外
,

各种生物碱例如奎宁
、

尼古丁
、

毒扁豆碱
、

吗啡
、

士的宁
、

乌头碱等对于无

水溶液中的碘来说都是较好的给予体
。

有人

证明各种蝶咤衍生物对色氨酸来说接受电子

的能力越强
,

就是一种较强的抗 叶 酸 代 谢

物 〔” , 。

4) 倘若选出药理活性特别强的药物
,

看看它是否具有电子给予体或接受体的那种

性质就能证实 电子转移与药理活性间是否有

联系
。

氯丙嗓是具有单一生物学活性的一种

药物
,

它被广泛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

由于

它是一种极好的单价 电子给予体
,

能形成稳

定的传荷络合物
。

此外假如精神分裂症的症

状可以受到给 电子作用的有利影响
。

那么
,

这种疾病的遗传就可能和缺乏 电子有关
。

假

如真是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

这种病是由

什么引起的 ? 如果给出电子能使这种疾病得

到缓解
。

那么
,

虽然这种疾病的发生是与存

价
:

着缺乏电子的 电子接 受 体 有 关
。

有人发

现几2石’血吓琳既是良好的给予体又是 良 好 的

接受体
。

还发现原吓琳的代谢产物胆绿素是

一种极好的电子接受体
。

这种物质仿佛是氯

丙嗓的对应物
。

它 们 具 有 成 键 的 特 性
。

K l位v e r
多年来都注意到血吓琳和神经 失 调

之间有密切关系
。

在新生儿中常可发现脑有

严重的解剖学损伤时
,

会同 时 出 现 胆红素

血
。

它是一种电子接受体
。

和其他接受体一

样
,

它能抑制氧化磷酸化作用
。

胆红素血还

抑制着正铁血红素的产生
。

假如精神分裂症

是由于血液中存在着一种强的电 子 接 受 体

(如胆绿素或胆红素血 ) 而引起
。

那么
,

这

种物质就有可能被一种强给予体 (象氯丙嗓 )

所饨化
。

因为接受体可以与其组成为稳定的

传荷络合物
,

而使病人解除一 些 痛 苦
〔 1S ’ 。

以
_

L长篇累腆地列举这些事实
,

无非是

想说明当生物系统中的电 (或磁 ) 的过程受

到外界或内在因素的干扰时
,

就 会 失 去 平

衡
,

影响了正常的生理功能从而引起病变
,

此时
,

就需要用药物
、

针灸或 电磁
、

冷热等

物理方法去调节它使之恢复平衡
。

同一种疾

病所以可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去治愈它的原

因也就在于这一点上了
。

但采用各种治疗方

法时其疗效却有显著的差异
。

原因在于生物

系统中的电或磁过程受到干扰后其生物效应

目前还很难预料
,

因为这不仅和电子的得失

有关
,

而且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产

生的部位有关
。

不同疗法对调节这种平衡的

灵敏度往往是不同的
。

对不同部位以及不同

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也不相同之故
。

迄今为止的 实 践 表 明
: “

磁疗
”

对镇

痛
、

肠炎腹泻
、

关节炎等有比较 明 显 的 疗

效
。

为什么磁场能够镇痛呢 ? 生化研究 已经

指出
,

疼痛来 自细胞 破 坏 分 解
,

释出钾离

子
、

组织胺
、

蛋 白质分解形成缓激肤 以及 5 -

经色胺
,

酸性代谢产物等致痛物质的关系
。

当这些物质达到一定的浓度后均 可 引 起 疼

痛
。

通常认为磁场的镇痛作用是由于磁场引

起这些致痛物质从病变部位疏散的结果
〔` ’ 。

这种解释实质上是以致痛物质达到一定浓度

为前提的
。

那么又怎样解释为什么这些物质

的致痛要与一定的浓度有关呢 ?

下面将谈谈我们对磁场镇痛的一些粗浅

认识
。

以蛋白质为例
。

上文 已提到由氨基酸



组成肤
,

肤组成蛋白质
。

当蛋 白质分子中某

一特定部位的电子彼此分离其波函数不再重

叠时
,

破坏了这个部位的键合
,

蛋白质就分

解了
。

分解的产物可能是激肤
,

或徐缓激肤

(也可能是其他的物质 )
。

分解必然牵涉到

电子的迁移
。

我们知道神经组织 是 由 膜 组

成咚 , , ,

大部分细胞膜都是内 部 带 负电
,

外

部带正电的
。

假如分解出来的激肤等是电子

给予体 (或接受体 )
,

那么它有可能与神经

膜的外部产生 电子传递 (若是接受体就可能

与膜的内部络合而交换电子 )
。

膜外部得到

电子则会使膜 电位降低并将产生兴奋
,

随着

分解产物 (即致痛物质 ) 浓度的增加
,

膜电

位不断下降
,

兴奋不断增高
。

当浓度增加到

使膜 电位的极性倒转时产生神经冲动
,

而造

成痛感
。

因此磁场的镇痛作用似乎应该顾及

两个方面
:

即致痛物质的浓度和膜电位的高

低
。

当在痛点及其邻近部位引入磁场时
,

由

于磁场的微扰作用改变了电子的能级分布
,

波 函数也相应 的起了变化
。

原来不相重叠的

彼此又重叠起来
。

于是分解的产物又重新结

合起来
,

激肤等又组成了蛋白
,

致痛物质就

这样不断消失
,

产生疼痛物质基础也就没有

了
。

从另一方面看
,

磁场的作用也可使细胞

膜的组成物质 (类醋和蛋白质 ) 中的电子从

基态转到激发态
,

参与导电
,

从而使膜内的

电子增多
。

导致超极化现象
,

使 膜 电 位 升

高
。

这样膜 电位的极性反转就困难
,

冲动不

易产生而进入抑制状态
。

这相当 于 提 高 痛

阂
,

也可以达到镇痛的目的
。

当然
,

在磁场

的微扰作用下也可能按照相反的途径进行
。

结果将导致疼痛的加重
。

用磁场镇痛有时会

发生痛点转移的现象
。

这可能是电磁偶合的

作用
。

一处的疼痛消失
,

而另一处 (或几处 )

又出现痛点
。

这如同用一个比较弱的弹簧连

结起来的两个单摆
。

给予一个摆的运动在经

过一段时间之后消失
,

而却为另 一 个 摆 所

获
。

据报导
砚1 5 ’
软骨和关 节 滑 膜 含 有 很 多

5 0 3 。

这种物质的机能究竞是 什么 ? 已经发

现了两种抗疟剂一阿的平和氯奎
,

它们都是

良好的电子给予体
,

都能减轻关 节 炎 的 症

状
。

而另一种给予体皮质素也能起缓解的作

用
。

这些作 用可能提出有关这一疾病的新观

念
。

5 0 3基团是
“

酮式
”

接受体
,

由于它 的

存在而显得缺乏 电子
,

造成了 关 节 炎 的症

状
。

因此良好的 电子给予体 (如阿的平等 )

可 以减轻症状
。

在磁场的作用下
,

由于改变了能级的分

布
,

使 电子从基态转入激发态
,

此时一个接

受体很可能失去其接受体的作用
,

甚至变为

电子给予体
。

因而也可达到同样 的 治 疗 目

的
。

由于磁场调动了 5 0 3中 电子内 在的
“

积

极性
”

比与通过药物引入 电子更直接
,

所以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还有效些
。

关于肠炎
、

腹泻的问题
:

虽然 已有迹象

表明磁场有杀菌作用
。

似乎无需再讨论了
。

但问题是杀菌试验所用的磁体开路剩磁都在

5D 0高斯以上
。

而用贴敷磁体来治疗此 类 疾

病的磁体开路剩磁为 50 0 、 1 5 0 0高 斯 皿 ’ 。

进

入肠道的磁 通恐怕所剩无几了
。

不知在这种

情况下是否仍有杀菌效应
。

若从 电子传递的

观点看
。

由于磁场的作用导致电子的传递
,

可使细菌获得或丢失 电子从而改变其电子云

结构
,

使致病的细菌变为不致病的细菌
。

因

此
,

达到了治病的目的
。

恩格斯在 《 自然辩证法 》 中指 出
: “

生

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
,

即始终作为种子存

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
,

辫证

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
” 。

由此可见生命系

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亚稳定状态
,

为了维持

这种状态需要不断供给能量
。

这种能量来源

于新陈代谢
。

恩格斯同时指出
: “

生就意味着死
” 。

死亡就是一种稳定态
,

从亚稳态向稳定态的

过渡是 自然界的必然规律
。

物质的代谢是使生命能够维持的依据
。

而物质代谢过程是 电子由高能态逐步向低能



态过渡时不断释放能量的过程
。

换言之
,

电

子传导所形成的小 电流 (或磁场 ) 推动着生

命
,

使亚稳态得以维持
。

因而通过 电子
,

使磁和生命有机地联系

起来
。

以此为基点来探讨
“

磁疗
”

的机制
,

想必应当成为一条直接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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