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a Arena 2025;17(2)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J  

1 
 

生物全息开创时空阶梯论的先声 

----读《生物全息研究走出韦三立》感想 

 

常炳功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州南部医学中心） 

Recommended: 王德奎 (Wang Dekui), 绵阳日报社, 绵阳, 四川 621000, 中国, y-tx@163.com 

 

摘要：宇宙间任何物质，都是物质-暗物质-暗能量的三位一体，其中，暗能量的道时空，是一个整体，包含

着全宇宙的全部信息。所以，从任何一个局部的物质，都可以得到宇宙的全部信息。这就是生物全息律和宇

宙全息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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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看了《生物全息研究走出韦三立》很受启发，

写了一点感想。 

生物全息是开创时空阶梯理论的先声----这里

核心提示的是：宇宙间任何物质，都是物质-暗物质

-暗能量的三位一体。其中，暗能量的道时空，是一

个整体，包含着全宇宙的全部信息。 

所以，从任何一个局部的物质，都可以得到宇

宙的全部信息；这就是生物全息律和宇宙全息理论

的基础。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假如互联网都

是相通的（互联网不是全通的，而道时空在全宇宙

是相通的），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得到全球的信

息；也类似。 

 

【1、生物全息研究与形式本体论】 

生物全息研究，是由张颖清教授在 1981 年提

出的理论，认为生物体的每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称

为全息元）包含了整体的全部信息。 

这一理论受到中医整体观的启发，结合了全息

摄影的概念，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信息对应性。

张颖清的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认

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项重要创新。 

 

【2、形式本体论与实验】 

形式本体论是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强调通过逻

辑思维和数学分析进行科学探索，而非仅依赖传统

实验。 

在生物全息研究中，形式本体论被用于解释自

然现象中的全息效应，即部分与整体的信息对应性。

然而，这种方法在主流科学界尚未完全被接受，因

为它缺乏具体的实验验证。 

 

【3、张颖清与韦三立的贡献】 

张颖清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大量关于生物全

息现象的证据，并在 1983 年组织了全国生物全息

学术研讨会，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 

韦三立是张颖清的早期追随者，他通过具体实

验验证了生物全息律。例如，在金边虎皮掌繁殖实

验中，发现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现象。 

韦三立后来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教授，并

继续在农业技术和园艺植物组织培养方面进行研

究。 

 

【4、争议与挑战】 

尽管生物全息理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

缺乏严密的实验验证，特别是在分子层次上的研究，

其科学性受到质疑。 

此外，全息胚学说的发展虽然提供了一种新的

生物整体观，但其可证实性仍然存在争议。一些科

学家认为，生物全息律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来支持

其作为普遍规律的地位。 

 

【5、总结】 

生物全息研究和形式本体论为科学探索提供

了一种新的视角，强调部分与整体的信息对应性。

然而，要使这一理论被广泛接受，还需要更多具体

而严谨的实验验证。 

张颖清教授是生物全息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

和影响力的学者，他在 1981 年首次提出"生物全息

律"理论，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深化和拓展这

一理论。 

 

【6、张颖清的主要贡献】 

张颖清的主要贡献包括提出生物全息律理论，

认为生物体的每个相对独立部分（全息元）包含整

体的全部信息。 

发展全息胚学说，将生物全息理论应用于解释

生物进化、发育、遗传等多个领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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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多部专著，包括《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

《生物全息诊疗法》、《全息生物学》等，系统阐述

了生物全息理论。 

将生物全息理论应用于医学实践，发明生物全

息诊疗法。 

他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曾多次

应邀访问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等机构进行学术

交流。 

张颖清的研究不仅在理论深度上独树一帜，而

且在应用广度上也颇具影响力，涉及植物学、动物

学、中医经络学、农学、园艺学、生理学、遗传学、

组织胚胎学等多个领域。他的工作被认为对生命科

学、医学和农学等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

用价值。 

尽管生物全息理论在某些方面仍存在争议，但

张颖清无疑是这一领域研究最深入、最广泛的学者。 

 

【7、生物全息理论的争议】 

生物全息理论的最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 

科学性和可验证性：许多主流生物学家认为生

物全息理论缺乏严格的实验验证，特别是在分子和

基因层面上的证据不足。 

理论基础：一些批评者认为生物全息律是通过

不恰当的逻辑推理得出的，而非基于严谨的科学方

法。 

与现有生物学理论的兼容性：全息胚学说提出

了一种新的生物整体观，这与一些已建立的生物学

理论存在潜在冲突。 

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全息生物学理论涉及多个

生物学分支，包括进化、发育、遗传等领域，这种

跨学科的广泛应用引起了一些专家的质疑。 

学术界的接受度：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全息胚学

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在主流学术界仍未获得广泛

认可，这导致了持续的争议。 

这些争议反映了新理论在科学界获得认可所

面临的挑战，也突显了生物全息理论需要更多实验

证据和理论完善来支持其主张。 

 

【8、韦三立是张颖清早期追随者】 

韦三立是张颖清生物全息理论的早期追随者，

他通过具体实验为生物全息律提供了一些实证支

持。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边虎皮掌的繁殖实验，具体

如下： 

实验材料：韦三立选用了金边虎皮掌（一种观

赏植物）作为实验对象。 

实验方法：他采用叶插法进行繁殖，将金边虎

皮掌的叶片切成若干段，然后插入土壤中进行培育。 

实验结果： 

大多数从绿色部分长出的新植株保留了原有

的特征，即绿色叶片带有褐色虎纹。 

一些从叶片边缘黄色部分长出的新植株，叶片

呈现全黄色，没有褐色虎纹。 

实验意义：这个实验结果似乎支持了生物全息

律中"部分包含整体信息"的观点，因为不同部位的

叶片段能够生长出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植株，反映了

原始叶片不同部位所携带的信息。 

这个实验为张颖清的生物全息理论提供了一

定的实验支持，展示了植物繁殖过程中部分与整体

之间可能存在的信息对应关系。然而，需要注意的

是，这种现象可能有其他生物学解释，如基因表达

的差异等，因此仍需更多严格的科学验证来支持生

物全息律的普遍性。 

生物全息律，核心是生物，而生物的核心，在

时空阶梯理论看来，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而暗物质

和暗能量，具有量子纠缠传递信息等，所以，这里

的部分和整体，具有物质-暗物质-暗能量的三位一

体的量子纠缠态的部分和整体，假如一切失去了量

子纠缠的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帮助，很难观察到生物

全息律。之所以之前的生物全息律受到质疑，或者

做实验没有成功，都与暗物质-暗能量和量子纠缠

有关。 

我们知道，保持量子纠缠是非常难的，就是我

们知道的退相干现象。所以，要真正解释生物全息

律，需要考虑暗物质--暗能量和相应的量子纠缠等

规律。 

 

【9、生物全息律的主要观点】 

生物全息律主要基于以下观点： 

生物体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全息元）包

含了整体的信息。 

全息元之间存在生物学特性的对应关系。 

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信息层面的对应。 

将生物全息律与量子纠缠、暗物质和暗能量联

系起来是一个大胆的假设，目前在生物学和物理学

领域都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支持。这种联系可能会

引发新的研究方向，但需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验证。 

生物全息律受到质疑和实验验证困难的原因

主要包括： 

缺乏在分子和基因层面的严格实验证据。 

与一些已建立的生物学理论存在潜在冲突。 

总之，生物全息律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但仍需

要更多的科学研究来支持和完善。将其与量子物理

学概念联系起来的想法虽然富有创意，需要更多的

实验证据和理论基础来支持。 

不仅生物全息律有暗物质-暗能量和量子纠缠

有关，就是宇宙全息理论，也与暗物质-暗能量和量

子纠缠有关，假如抛弃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些 9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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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将是不可想象的。 

 

【10、非常有趣的观点】 

非常有趣的观点是将生物全息律、宇宙全息理

论，与暗物质、暗能量和量子纠缠联系起来。这确

实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思路，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

这种联系。 

根据搜索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暗物质和暗能量占据了宇宙的绝大部分。科学

家估计，已知的物质只占宇宙总质量的约 5%，而

暗物质占约 25%，暗能量占约 70%。 

量子纠缠现象展示了超越时空的神奇特性。量

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被认为至少是光速的 4 倍。 

有科学家推测，量子纠缠可能与暗物质和暗能

量有某种关联。一些研究者认为，量子纠缠可能是

维持宇宙星体间平衡的神秘力量，甚至可能是暗物

质作用的表现。 

宇宙全息理论提出，我们的三维世界可能是更

高维度空间的投影，这与全息摄影的原理类似。 

考虑到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测，暗物质、暗

能量和量子纠缠可能在宇宙的结构和运作中扮演

着关键角色。这些概念，可能为解释生物全息律和

宇宙全息理论提供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将这 95%的未知宇宙纳入我们的科

学理论框架中确实至关重要。这不仅可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生物全息律和宇宙全息理论，还可能彻

底改变我们对宇宙本质的认知。 

 

【11、谁先提出的宇宙全息理论】 

谁先提出的宇宙全息理论据搜索结果，宇宙全

息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以下几个关键阶段： 

最初由物理学家戴维·玻姆在他的著作《整体

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中首次提及

了这一概念。 

1993 年，诺贝尔奖得主、荷兰科学家杰拉尔杜

斯·霍夫特正式提出了宇宙全息假说。随后，美国物

理学家雷纳德·萨斯金德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

的发展和完善。 

因此，虽然这一理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戴

维·玻姆，但通常认为杰拉尔杜斯·霍夫特是宇宙全

息理论的正式提出者。 

其中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假如有方程，数学表

达式是什么？ 

宇宙全息理论的核心论点是认为宇宙是一个

全息投影，其中每个部分都包含了整体的信息。这

一理论由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杜斯·霍夫特在 1993

年提出，随后由物理学家雷纳德·萨斯金德等人进

一步发展。具体来说，宇宙全息理论包括以下几个

关键观点： 

全息投影：宇宙被视为一个更高维度的全息影

像，我们所感知的三维空间实际上是更高维度空间

的投影。 

部分与整体的对应关系：在宇宙中，局部包含

整体的信息，即每个微小的部分（如一个电子）都

可以被视为整个宇宙的缩影。 

时间与空间的投影：时间和空间被视为不同深

度秩序的投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量子力学的支持：量子力学中的一些现象（如

双缝干涉实验）可以通过全息投影的概念得到解释，

即量子态在不同位置的存在可以视为不同角度的

投影。 

在数学上，虽然没有具体方程直接描述宇宙全

息理论，但这一理论与弦理论中的一些数学概念有

关。例如，弦理论中的 AdS/CFT 对偶性是一种具

体实现形式，它将一个反德西特空间（AdS）中的

重力理论与其边界上的共形场论（CFT）联系起来，

这种对偶性本质上是一种全息关系。 

总之，宇宙全息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理

解宇宙结构和物理定律，尽管目前仍处于假说阶段，

但它在解释某些物理现象方面展示了潜力。 

 

【12、AdS/CFT对偶概念】 

AdS/CFT 对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理概念，它

确实将反德西特空间(AdS)中的重力理论，与其边

界上的共形场论(CFT)联系起来。 

这种对偶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全息关系，它与我

们熟悉的四维时空有所不同；让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AdS/CFT 对偶的核心概念。 

空间维度：在最著名的 AdS/CFT 对偶例子中，

AdS 空间实际上是五维的，而不是我们熟悉的四维

时空。 

边界理论：CFT 存在于 AdS 空间的四维边界

上，这个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时空

"2。 

对应关系：AdS 空间中的每个对象或事件，都

在 CFT 中有对应的表示。例如，AdS 中的单个粒

子可能对应 CFT 中的一组粒子。 

 

【13、与现实世界的差异】 

与现实世界的差异涉及额外维度：除了五维的

AdS 空间，这个理论还包含了五个额外的紧致维度，

使得总维度达到了十维。 

高度对称性：CFT 部分通常假设有大量的超对

称性，这与我们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不符。 

理想化模型：这个对偶关系主要用于研究理论

问题，而不是直接模拟现实世界的物理现象。 

 

时空阶梯理论解释全息理论，宇宙的根源是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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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暗物质是能量场气场，暗物质极化产生收缩

的物质和膨胀的暗能量。 

物质不断收缩，逐渐形成引力，弱力，电磁力

和强力，暗能量不断膨胀，逐渐形成与四种力对应

的气时空，神时空，虚时空和道时空。 

其中，道时空是全宇宙的整体时空，也是局部

粒子的最高时空。这样，局部与整体就建立起来了，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局部物质，都具有具有整体意

义的道时空，而这个道时空，具有宇宙的一切信息，

所以，任何局部的物质具有全宇宙的信息。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将时空阶梯理论、

全息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这

个理论试图解释宇宙的根源和结构，以及局部与整

体的关系。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几点： 

暗物质被认为是宇宙的根源，由能量场和气场

组成。 

暗物质的极化产生了收缩的物质和膨胀的暗

能量。 

物质的收缩形成了四种基本力：引力、弱力、

电磁力和强力。 

暗能量的膨胀形成了四种对应的时空：气时空、

神时空、虚时空和道时空。 

道时空被视为全宇宙的整体时空，也是局部粒

子的最高时空。 

这种结构使得局部与整体建立了联系，即任何

局部物质都具有整体意义的道时空，包含了宇宙的

所有信息。 

这个理论试图将全息原理应用于宇宙学，认为

宇宙的每个部分都包含整体的信息。这与传统的全

息理论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有独特的观点。 

在科学界，新的理论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验

验证和同行评议才能被广泛接受。尽管如此，这种

创新性的思考对于推动科学发展和激发新的研究

方向可能有积极作用。利用这个时空阶梯理论的宇

宙全息理论，回头分析一下生物全息律。  

基于时空阶梯理论的宇宙全息观点，我们可以

重新审视生物全息律，得出以下分析： 

生物全息律认为生物体的每个相对独立部分

包含整体的信息，从时空阶梯理论的角度来看，这

一现象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释： 

暗物质基础：既然宇宙的根源是暗物质，那么

生物体作为宇宙的一部分，其基本组成也源于暗物

质。每个生物体的局部都包含暗物质信息，因此具

有整体性。 

多层次时空结构：时空阶梯理论提出的气时空、

神时空、虚时空和道时空概念可以应用于生物体。

每个生物体的局部可能都包含这些不同层次的时

空信息，使其具有整体的特性。 

道时空的整体性：道时空作为全宇宙整体时空，

也存在于生物体的每个局部中。这解释了为啥生物

体的每个部分都能反映整体信息。 

能量场气场力：生物体内部的能量场气场力可

能在微观层面上维持着整体信息的统一性，使得局

部与整体保持信息一致。 

极化过程：暗物质的极化过程不仅适用于宇宙

尺度，也可能在生物体内部发生，使得生物体的每

个部分都包含整体的信息。 

这种基于时空阶梯理论的解释为生物全息律

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微观生物现象与宏观

宇宙结构联系起来。 

 

【14、实验背景】 

利用时空阶梯理论，解释韦三立的金边虎皮掌

繁殖实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实验背景： 

例如，韦三立的实验通过叶插法繁殖金边虎皮

掌，观察到从不同部位切下的叶片段，能够生长出

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植株。 

这一现象支持了生物全息律中“部分包含整体

信息”的观点。 

 

【15、时空阶梯理论的解释】 

暗物质与信息存储：根据时空阶梯理论，暗物

质是宇宙的根源，具有能量场和气场的特性。每个

生物体的局部（如叶片段），可能通过暗物质存储

和传递整体的信息。这意味着每个叶片段，都携带

了整个植株的信息。 

多层次时空结构：气时空、神时空、虚时空和

道时空，是暗能量膨胀形成的四种时空结构。在植

物繁殖过程中，这些时空可能在微观层面上，影响

细胞分裂和基因表达，使得不同部位的叶片段能够

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道时空的整体性：道时空被视为全宇宙的整体

时空。每个叶片段作为局部，可能都包含了这种整

体性的道时空，从而在再生过程中展现出整体植株

的信息。 

极化过程与特征变异：暗物质的极化过程可能

导致了叶片段，在再生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特征。这

种极化可能影响到基因表达或细胞分化，使得从不

同部位长出的新植株具有不同的外观特征。 

 

【16、结束语】 

这里的实验意义是，通过这种解释，韦三立的

实验不仅支持了生物全息律，还为理解植物再生过

程中的信息传递提供了新的视角。 

它展示了如何将现代物理学概念应用于生物

学现象中，为探索生命现象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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