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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因与外基因形式本体论之程说明，数理形式本体论的标准模型并不是不允许批评，恰恰是在众多的

批评与完善中巩固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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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从生物进化论到基因学说，生物形式本体论逐

渐清晰起来。形式本体论分人文形式本体论和数理

形式本体论；前者也称形式知识本体论，曾长期在

内容本体论中挣扎，是属于类似向上的整体本体论

的发展；后者属于类似向下的还原本体论的发展，

但两者是既对称破缺又有相似的联系。如它们都追

求基本框架上的逻辑推理的包容与完备，并又追求

落实到具体的有成效的运用上。 

例如，数学形式本体论的发展，不但有元数学

的形式数理逻辑推理体系的完备，而且落实到了通

用计算机与电脑的产生和普及。主导生物形式本体

论的标准模型，是孟德尔和摩尔根在实验基础创立

的基因理论，到华森和克里克做出 DNA 双螺旋结构

的划时代发现，目前生物形式本体论已落实到了干

细胞的克隆应用领域。 

数理形式本体论的标准模型并不是不允许批评，

恰恰是在众多的批评与完善中巩固起来的。现以基

因与外基因形式本体论之程来说明。 

 

【1、外基因不是伪科学】 

形式本体论与内容本体论、整体本体论与还原

本体论的研究过程中，在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科

学家与业余科学家之间、业余科学家与业余科学家

之间，相互指控对方是“伪科学”，已成为当今一些

国家的老大难问题，给和谐社会的建立蒙上了阴影。 

但解决的出路仍然是要坚持建立数理形式本体

论的标准模型，不管这类标准模型是错误还是正确，

因为它允许批评，而且有众多人的清晰的实验和逻

辑推理作基础的示范，任何人可以寻此道前进。 

所以科学技术类似一株“塔柏”，容得下任何人

诚实的科学技术创新。因为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

科学家与业余科学家之间、业余科学家与业余科学

家作这株“塔柏”的旁枝侧叶，还是主干顶尖，都是

自得其乐，都是相辅相成。“塔柏”需要“整枝搬芽”，

防治“病虫害”，但不应该有“打手”式不教而诛。基因

与外基因形式本体论之程中的得与失的启示是深刻

的，这里有两个置疑“基因”理论和“基因工程”技术理

论不完备的案例，引出如何让批评者与反批评者取

得双赢的效果？ 

第一个案例，还是业余科学家时的张颖清，提

出的全息生物学，也是用的类似孟德尔对碗豆的相

对性状（如高茎与矮茎，开红花与开白花等相对性

状）进行多年的杂交试验的宏观调控与观察的方法

得来的。张颖清只因赞成获得性遗传，如只顾自己

提出的生物学全息胚概念，置疑“基因”理论。其实

他的“全息胚”，也有类似孟德尔所假想的“基因”概念

那样的性质，但他不像牛满江教授会用“外基因”概

念，把基因与外基因理论推向发展。因此，后来遭

到是“伪科学”的指责。 

但也有人认为，21 世纪前后开始的 RNA 研究

热、转基因技术等，都与牛满江的“外基因”研究没

有任何关系。其中兴起的 “ 非常态遗传学 ”

（epigenetics），虽然英文单词看上去和牛满江说的

“外基因”（epigene）很像，二者也毫无关系。2020

年全球漫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却发现与 RNA 变异有

关。但当年，除了牛满江及其追随者，没有人会把

信使 RNA 看做“外基因”，也没有人认可牛满江号称

从金鱼卵中纯化出来的逆转录酶及其神奇作用。 

牛满江的“外基因学说”及其相关研究，从来没

有得到国际承认。所谓“牛教授的‘外基因学说’经住

了历史的检验，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同和支持”，完全

不符合事实。但外基因不是伪科学。2020 年全球漫

延的新冠肺炎病毒可以作证。牛满江教授自 1950 年

到 2000 年，第一个重要发现是 mRNA 是施培曼中

心功能的物质(分化因子)。为证明它是卵发育的因子，

首先证明卵中有器官形成的 mRNA，接着他又证明

卵内mRNA与外源器官mRNA具有同样外基因功能。 

“外基因”不丢掉“基因”概念，虽遭到“伪科学”

的判刑，但它可以在“基因”与“外基因”概念之间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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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自得其乐。他的这一招，也能让别的科学家

与业余科学家去实践 RNA 分子是否具有基因激活

功能 ？例如，武汉同济医院泌尿外科医师的美国加

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助理研究员李龙承博士，历经三

年实验，证实了细胞内的小 RNA 分子的基因激活功

能，能命令细胞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某个“有利”基

因，比如在癌细胞中的抑瘤基因，他将该发现命名

为“RNA 激活”，并利用这一现象去激活肿瘤抑制基

因，达到了遏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目的。 

其他的科学家也发现，RNA 是细胞内的一种神

奇的分子，不仅是可以传递遗传信息的“信号兵”，

而且是将遗传信息显现出来的“搬运工”。此外，其

中的一些小 RNA 分子片断还有更重要的“RNA 干扰”

功能，即抑制基因表达，防止病毒和控制有害基因

活动。“RNA 干扰”这一发现于 1998 年的成果，2006

年 11 月初刚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 

郑世厅教授介绍牛满江的外基因学说，提到孟

德尔发现遗传定律后，施培曼及曼尔德提出背唇(后

被命名为“施培曼中心”)诱导第二个体的形成，促使

第二个体形成的是什么物质呢？到 1953年牛满江教

授以原创性的实验结果提出，mRNA 是该中心发挥

功能的物质，到 1960 年证明了 mRNA 具有特殊功

能。因为牛教授用牛肝 RNA 处理癌病细胞，实验培

养 RNA 处理及未做处理的癌细胞，发现只有经 RNA

处理的癌细胞能合成牛肝白蛋白。说明 RNA 将癌细

胞的特性改成具有牛肝 RNA 的功能，这是首次看到

RNA 具有改变细胞的功能。同时将处理及未经处理

的细胞注入小鼠大腿，两月后，将腿切下，固定切

片，在显微镜下观看，发现细胞中几乎没有分裂细

胞(即失去了癌细胞功能)，可以说 RNA 改变体外培

养癌细胞(正常细胞)。实验在体外获得成功，但如何

用 RNA 治疗癌症，需要医学做进一步研究。 

又如，卵细胞的发育由核与质相互影响获得个

体，卵细胞质内的不同成分，相当于基因产物，

mRNA 即储存于细胞质内。牛教授分别用多种实验

证明，不同细胞质(mRNA)分别促使卵子发育成个体，

具有不同器官：他将鲫鱼卵 mRNA 及 3 组对照分别

注入金鱼受精卵中，发育成鱼的尾巴由金鱼四叶改

变为鲫鱼两叶叉型(33％，对照少于 3％)；反过来，

注射金鱼卵 mRNA 到鲫鱼受精卵，鲫鱼尾并没有变

异(金鱼尾是隐性，鲫鱼是显性)，结果发现显性基因

修补隐性基因。 

同样在植物菌类中，如面包酶，显性基因 mRNA

修补隐性基因(突变种)，代代相传，合乎孟德尔定律，

所以在动、植物中创建了 mRNA 修补突变种及隐性

基因。他又将兔血红蛋白 mRNA 注入金鱼受精卵内

(并与未注入者作对照)，成鱼中只有注入兔血红蛋白

mRNA 的金鱼的红血球内含有兔的血红蛋白，从这

些鱼的红血球内分析乳酸脱氧酶，发现它是兔与金

鱼的杂交型。 

这些结果发现：(1)金鱼卵内有与兔血红蛋白同

源的 mRNA；(2)mRNA 具有 DNA 基因的功能，故

名为外基因(Epigene)；(3)外基因功能作为产生转基

因动植物的新方法。为了解卵 mRNA 功能的机理，

牛教授首先证明金鱼卵内具有一种酶(RT，逆转录

酶)，并把它纯化，发现与其他 RT 不同。当兔血红

蛋白 mRNA 注入去核金鱼卵，RT 催化 mRNA 转录

DNA(cDNA)。转录的 cDNA在受精卵发育的分裂期，

回归细胞核，同时激活分裂期卵 DNA 不转录 mRNA

的基因，使它产生引诱分化的 mRNA。这项

mRNA(外基因)促使卵发育成鱼的器官。因此为生命

科学解答了一个问题，外基因(mRNA)是卵发育的模

版。 

 

【2、转位基因不是伪科学】 

如果外基因学说类似向上的发展整体本体论的

人文形式本体论，DNA 双螺旋结构更类似向下发展

的还原本体论的数理形式本体论。 

我国古代早期的周易及其八卦符号、阴阳五行

逻辑推理，以及落实到的类似通用计算机的算盘产

生和普及，就类似现代的数理形式本体论。但与现

代数学形式本体论发展出的数理逻辑推理体系，和

落实到的通用计算机电脑的产生和普及比起来，只

是一个人类早期科学与人类现代科学之分。中间的

连接虽然遥远，但国家媒体和科学院等应当慎用“伪

科学”对待古代数理形式本体论和现代数理形式本

体论。 

生物形式本体论类似物理学界谈论层展或呈展。

顾名思义，层展是对比联系类似宏观的量子现象与

微观的量子现象之间的印记。基因是比细胞小的概

念，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抽象概念，是指存在于细胞

内有自繁殖能力的单位，这是孟德尔最早建立的基

因层展概念。摩尔根把它发展为，这种单位在染色

体上占有一定位置而作直线排列的层展概念。即摩

尔根认为，生物细胞的遗传物质是很稳定的，遗传

基因在染色体上有固定的位置，并且以一定的秩序

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虽然基因之间有时也会发

生有秩序的交换，但只限于在同源染色体的等位基

因之间进行，并且不会打乱原有的顺序。 

除了频率极为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易位之外，

人们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机制可以改变基因位

置。因此出现的第二个案例是，继业余科学家张颖

清之后，是业余科学家宋安群的基因质疑。 

宋安群通过收集大量的资料，通过实地考察及

多年的试验等，总结出一些生物遗传规律，认为作

为生物的遗传物质并非细胞内的某一孤立物质，而

是细胞本身是一个整体，有整体统一的运动规律，

它制约着里面所有物质的运动。人体生殖细胞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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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条染色体，基因工程将操纵所需性状的基因切割

下来，进行重组与拼接。如果定要认为“基因”就在

DNA 分子上，那么细胞核内的 23 个 DNA 分子如何

能控制人体各种各样数不胜数的性状呢？即便DNA

能分成“片段”，当 DNA 分子分成上千个片段后，它

还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分子？它到底是以一个完整的

分子发挥作用，产生功能，还是它本身没有功能，

只让它上面的“片段”各行其是？ 

好在宋安群没有把“基因理论”说成“伪科学”，而

是从自己的理解出发，讲道理。因为她只是在丢掉

生物数理形式本体论和不了解中医存在古代数理形

式本体论的情况下，强调中医的内容本体论，质疑

基因理论，总结出生物共有的几条基本运动规律的：

（1）方向性；（2）“反抗性”变化；（3）平衡运动；

（4）基本的运动形式；（5）基础间的关系；（6）

相应关系；（7）运动惯性；（8）特殊系统等。但

问题在于，它如何解释在微观尺度上也是可观测和

实验的生物量？ 

再看美国女科学家麦克林托克，她也质疑摩尔

根的基因理论。但她不是像宋安群和张颖清，而是

类似牛满江，把自己的反摩尔根基因理论称为“转位

基因”。1932 年麦克林托克发现某些玉米秧苗叶子的

颜色会自动消失，而另一些叶子，则呈现这种颜色。

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1947 年，她提出了基因可

以移动的“转座因子”理论。 

她认为，转移后的基因，可以从染色体上的某

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可以从一条染色

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即麦克林托克不认为基因理

论带有根本性错误，而是要发展基因的层展理论，

为美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添一块砖。但麦克林托克的

这一“转座因子”理论，是同美国当时遗传权威摩尔

根关于“基因是固定不变”这个传统学说相悖，因此

被视为异说。 

我们主张把拓扑学上的环面与球面不同伦理论，

引进到量子力学中。现在如果再把球量子与环量子

引进到基因层展中来，就能看清类似麦克林托克的

基因“转座”理论与摩尔根的直线固定排列之争。 

麦克林托克的“转座因子”概念，类似环量子类

圈体上的转座子概念，即把 DNA 分子上的“片段”看

成“转座子”，转座子层展类似“基因”。但象基因的转

座子迁移，中性突变的起源等问题，是仅限于球量

子与环量子的几何拓扑范畴还不能解释的，因此基

因环量子的转座子三旋模型，是站在发展后的层次

上，处理多出的空间信息量。从这种意义来理解基

因，基因层展之争中存不存在环路排列？ 

球量子圈态理论，只研究一种循环或一种圈态

运动，因此在数学上产生不了类圈体转座子的漂变

现象，而这正在显秩序背后存在着的一种永恒的隐

秩序运动。但如何定性、定量去测量它们呢？环量

子类圈体存在 62 种三旋，比球量子类粒子自旋多 58

种状态的统计。 

如果我们再对一个复合三旋元素的集 ABG 用

置换群 S（3）来研究，即仅仅讨论球量子三旋起动

的次序排列的变化，那么仅 ABG 就有 36 个置换群

元素。我们知道，通常在显微镜下看到的染色体的

几何形状是一些不规则的图形。并且，同一染色体

的几何形状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它们排列队形随着

染色体的几何形状的改变而改变。但“转座子”的转

动，不指这种橡皮变形移动。 

因为遗传基因在生物细胞内染色体上的定位，

是直线排列还是环圈排列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因素

是基因层展环量子的自旋。球量子与环量子之争涉

及所谓橡皮变形，即指考虑平面或空间中任意一个

图形 P，设想 P 是用橡皮薄膜做成的，可以伸缩，

可以任意改变形状。当图形 P 变成图形 P1 时，要求

图形 P 上一点变成图形 P1 上一点，不把 P 的两点粘

合成 P1 的一点；不把 P 的任一小块撕破，我们把 P

变成 P1 这种图形的改变叫做橡皮变形。在这种意义

上，遗传学讲的染色体上基因作直线排列，可以包

括曲线排列。 

例如，虚线 a、b、c、d 表示基因排成的曲线队

形，随着相应的橡皮变形，可以使其中一条曲线变

成另一条，特别是曲线排列 a、b、c，可以经过橡皮

变形变到直线排列 d。但生物的染色体，它们当中的

基因排列并不仅限于直线排列或曲线排列。象某些

细菌或病菌的一个染色体在显微镜下所呈现的几何

图形，是一个环圈面；即位于这种染色体上的一切

基因排列的队形是一条环路。 

关于基因排列的环路证明是这样：设同一个染

色体上有 ABCD 四个基因，通过互换频率，测得 A、

B、C 的排列次序是 ABC；测得 A、B、D 的排列次

序是 DAB；测得 B、C、D 的排列次序是 BCD。如

果这四个基因是作直线排列，那么由 A、B、C 的排

列次序是 ABC，所以在直线上排起来只能出现直线

排列图的情形。这时因为 A、C、D 的排列次序是

ADC，说明 D 在 A 与 C 之间。这时 D 只能在 A 与

B 之间或在 B 与 C 之间。当 D 在 A 与 B 之间时，A、

B、D 排列次序是 ADB，这与已知测得 A、B、D 的

排列次序是 DAB 矛盾。当 D 在 B 与 C 之间时，B、

C、D 排列次序是 BDC，可是这又与已知测得 B、C、

D 的排列次序 BCD 矛盾，所以这四个基因不作直线

排列，而跟这四个基因排在圆周上才符合。 

球量子与环量子之争，是因为基因的圆圈排列

和直线排列是不相同的。但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

例如，我们可以把直线看成是圆圈的破缺。这跟把

环形体在某处剪开，拉直相类似。当然剪开，拉直

的变形，已经不是前面定义的橡皮变形了。即环路

不可能在线段之间变来变去。然而在有关物种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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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的寄生 DNA 研究中，发现寄生 DNA 序列可认

为是基因中的病毒，但又不象病毒；因为它们的传

播不是通过感染一个细胞，在其中繁殖，然后从中

逃脱，而是通过“重复转位”----“自由浮动”的拷贝由

位于染色体上的一个拷贝复制，然后在不失其原有

DNA序列顺序的情况下，附着在染色体新的位置上。 

因此，这样一种可转位因子通常会遍布于整个

染色体。而我们已经知道有许多不同的可转位因子

遍布生物界，甚至有些基因也许几乎完全是由可转

位因子或者由其无活性的片断构成的。其次，设想

染色体基因转座子象是一种魔方类似的移动，即魔

方的 26 个转块，就是 26 个"转座子"；它上面可着

54 种颜色，就类似基因的标记。 

它们为什么会动？由谁来转动？我们可以先不

管。我们知道这样的转座子，是可以回答基因移位

遍布整个染色体的问题的。但是我们知道，某些细

菌或病毒的染色体，以及细胞中的质粒----它是染色

体呈环状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它们在显微镜下所

呈现的几何图形，都是呈环状的类圈体。那么进一

步把这种类圈体和魔方对应，设想一种物体可以称

之为魔环器；这种魔环器我们可以看成由一个魔方

接一个魔方，粘合成的大魔环。并且，魔方上的转

座子，不但可以绕着魔环体内的圈线轴移动，我们

称线旋；绕着垂直于魔环圈面的轴线移动，我们称

面旋；而且整体还可以绕魔环圈面内的轴线转动，

我们称体旋。那么基因转座子的转位不但跟三旋有

关，而且跟三旋的速度，以及染色体或质粒上基因

的碱基对数目、类型和环圈破缺的情况都有联系。 

例如，把魔环型的染色体上基因环路排列的转

座子，按自然数列的顺序作上标记。在这里，当然

我们已不是设想象人移动魔方的转座子一样，是靠

人手去移动基因的转座子，而是自然的隐秩序象时

间流逝一样地在支配它们作自旋运动。那么这些数

列在染色体上无论是单独作面旋、线旋、体旋，还

是作它们的双动态、多动态的复合自旋，以及三旋

的速度有变化，它们的排列顺序一般都是不会改变

的。 

而且，如果环圈破缺成直线和曲线排列，由于

它的面旋、体旋也随之破缺而自然消失，仅存在原

先的线旋或染色体的伸长、压缩，也不会改变这个

直线排列的顺序，因此这个排列的顺序更是容易被

固定下来。其次，基因染色体的复制，也将保持这

个顺序。要想改变这种直线排列，只有将线状染色

体接成环圈状或复制在环状染色体转座子上，再在

另一处破缺成直线型排列。但这种基因排列次序的

改变，也是不大的。可以证明其中任何两种排列，

至少有一段顺序是相同的。而这种模式，只能是生

物进化之初的原始基因排列转位的情况，或者是单

纯的有机大分子化学物质的情况。 

 

【3、中国克隆鱼和中医不是伪科学】 

在遵纪守法的科学技术研究或探索中，争鸣和

争辩，批评与反批评者，都可能犯错误；而且不同

时代的局限性，正确与错误也是可变的。大家向前

看，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科学家与业余科学家之

间、业余科学家与业余科学家之间，都维护我国目

前的创建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和科学创新的

局面，那么就能取得双赢。 

如果说我国的层子模型不是伪科学，那么中国

克隆鱼和中医也不是伪科学，因此它们都是国家曾

经组织的。1956 年 8 月，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

部共同主持在青岛召开的遗传学座谈会，中国科学

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院士在闭幕词中说：

“摩尔根学说的研究和米丘林学说的研究，都应当发

展，都应当扩大它们的领域。本着提高我国科学技

术水平，各学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对于

遗传学的发展，不但没有妨碍，相反地将会起很大

的作用。”今天，在一些反“伪科学”看来，这也许是“和

浠泥”，但这是历史。而且正是这，成就了童第周院

士的国际卓越的“克隆先驱”地位。 

鱼类的克隆研究，过去叫鱼类的细胞核移植，

是著名实验胚胎学家童第周教授于 1950年代末提出

的。童第周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于 1961 年开始进行的鱼类细胞核移植，经过两年的

摸索证明，细胞核的移植也可以在鱼类中进行。 

童第周的学术思想偏重于用此研究细胞质的功

能，并同时研究细胞核和细胞质对发育和遗传的作

用。其中，遗传特征的变化，在同种动物间移核所

得到的胚胎和个体中无法判断，因此着重于不同鱼

类之间的核移植研究。动物克隆的基本技术是细胞

核移植。将一个胚胎的细胞核移入一个去核的卵细

胞中，或者将一个体细胞的细胞核经培育移入一个

去核的卵细胞中，由此获得的成体动物叫克隆动物。 

克隆又分为胚胎细胞克隆和体细胞克隆。一个

已经分化的体细胞究竟只是保留了相关的特定性能，

而丧失了其他的所有基因呢？还是保留了所有基因，

只是选择性沉默和启动个别基因？这只有实验才能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中医和西医概念的确立，随“科

学”谁“伪科学”？也许中医的类似“风、湿、寒、热”

等概念，要比西医对应着的概念更抽象些。这里，

我们不是说，自然界的“风、湿、寒、热”等概念，

比西医理解这些概念更抽象。我们是说，中医运用

自然界的“风、湿、寒、热”等概念，把它们深化了。 

但这种深化，不是用的现代的数理形式本体论，

而是类似用的古代的数理形式本体论。 

 

【4、结束语】 

现代的数理形式本体论，类似膜理论的 D 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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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D 膜，类似复数的实部与虚部，这也是一种抽象，

它们并不与观察、实验和思维总结的方法对立。正

与反、正与负、虚与实，在数学上是两层意思。 

例如“虚”，一层意思是指在实数范围内的正与

反、正与负，即类似“有”与“无”。另一层意思是指在

复数范围内的实数和虚数，以及它们中的正与反、

正与负。具体联系生物医学上的中医和西医，谁为

实？谁为虚？都是相对的。上世纪 60 年代，朝鲜有

一名科学家，宣称找到了经络----他把一些细胞小管

和小体，说成是经络的物质结构，轰动了国际医学

界。接下来的几年，国际上不少同行不断要求他公

布研究成果，他始终拿不出确定的具体证据。 

现在国外的科学家，搞出了 D 膜和反 D 膜的量

子数学理论，引进来认识中西医学，会有些深度，

也许有些帮助。因为有生物生化医学专家费伦教授

讲，中医的经络，放弃传统上成立正式组织的方式，

采用一种名为虚拟组织的新式组织，能获得，已获

得了进展。 

这实际是类似反 D 膜的量子数学理论。即如果

D 膜为实数概念，那么反 D 膜就类似为虚数概念，

也类似虚拟生存，实际中西医学类似构成 D 膜和反

D 膜医学。但反 D 膜和虚拟生存也是一种实在，因

为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抽象和延伸。传统上的成立

正式组织的方式，只是一种 D 膜方法。把虚数排斥

在实在之外，是实在论的一个悖论。 

即实在论，是以实物为基础引出“物质”概念的。

反之，“物质”概念是实物概念的抽象和延伸。同理，

虚数概念也是实物概念的抽象和延伸 。例如，真空，

从宏观上说，它是没有实物概念的，因此它的微观

世界的微单元，就类似虚数概念。而真空在宏观上

说，也是存在的，但实在论从实数出发，就无法定

义它，只把它作为“零”看待。 

这在“有”与“无”上是成立的，但在量子力学中就

难应付真空微观世界的微单元的复杂性。类似的问

题，D 膜和反 D 膜相互排斥的医学也会遇到难题，

而类似有 D 膜和反 D 膜对立统一的医学却很轻松。

例如，我们可以说，人吃饭吸收的是 D 膜；人睡眠

吸收的是反 D 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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