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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要：中文是未来科学类似的“青藏高原”，因为中文能谱写更多的科技创新，科学类似的“珠峰”就

包藏在里面----2006年佩雷尔曼证明庞加莱猜想（正定理），但没有证明没公开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

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她是中文“青藏高原”类似科学的“珠峰”，超前现代西方超弦理论的发现，简称为“柯

猜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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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名世界顶尖科学家看未来说珠峰 

2020年 11月 1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100 多名世界顶尖科学家畅谈他们

眼中的未来科学的消息传开----视频连线，被提问未

来科学类似的“青藏高原”和“珠峰”，有些是专注自

己的研究领域；有些是宕开一笔谈全球问题；有些

是更乐观展望机会；有些是更直白指出困难；有些

是娓娓道来。进入第三天的“莫比乌斯论坛”，就是

这样一个特殊的堪称信息爆炸的环节。 

未来科学有类似的“青藏高原”和“珠峰”，是

啥？ 

这里我们说的是振兴中文科技，中国要科学崛

起，学《自然》、学《科学》等英文版科学期刊的

内容，可以。但要说在《自然》、《科学》等英文

版的科学期刊上能发表论文，才是学术特区显优势

的证明和标杆，就以偏慨全了。如果还以此“单边主

义”式孜孜以求：作评选诺贝尔奖、竞选院士、展示

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的实力，方向可能错了。为啥？

振兴中文科技，对世界来说是具有双重意义的。 

例如，2020 年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率先打响同舟共济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

阻击战，取得首战胜利。这除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好以外，中医药战“疫”抗新冠功不可没。中医

药书是用中文写成的----中文就类似“青藏高原”；她

的成就，如屠呦呦获诺贝尔科学奖，类似攀上了“珠

峰”一角。中文是未来科学类似的“青藏高原”，因为

中文能谱写更多的科技创新，科学类似的“珠峰”就

包藏在里面。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集若干学者

的智慧，完成的“汉字简化方案”----从 1952 年中国

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编拟《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

第一次稿，到在 1964年发布、1986年重新发表《简

化字总表》，解决《汉字简化方案》的一些缺点和

不足，现行简化汉字的使用，以 1986年 10月经国

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应该说

这主要是一项科研成果，有利方便各族人民，她的

人民性、全民性赛过其他重要标志，是未来科学类

似的“青藏高原”。但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后，文字

应该统一；在今天数字化时代比汽车改方向盘位置

还容易。即使中华民族，一个中国还有海峡两岸之

分。但香港、澳门至今还使用 71年前的繁体字，谁

之责？ 

而中文“青藏高原”类似科学的“珠峰”在哪里？

公开点出的是 2012年第 7期《环球科学》杂志，发

表陈超教授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文章说：“2006

年借助于俄罗斯数学家佩雷尔曼证明后，公开的庞

加莱猜想外定理----空心圆球内外表面翻转熵流，人

们把时间和热力学、量子论、相对论、超弦论等联

系了起来，点燃了第三次超弦革命”----2006 年虽佩

雷尔曼证明的是庞加莱猜想（正定理），但没证明

没公开的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即“柯召--魏时珍--

赵华明猜想”。 

“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超前现代西方超

弦理论的发现，其中又有不同，我们简称为“柯猜弦

论”。从“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到获得证明的

“柯猜弦论”，是我国重要发现的数理化理论之一。

俗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2020年 1月人民日报

出版社传记编辑室第一任主任陈志明先生担任社长

和出版人，出版的《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书

号为：ISBN 978-988-74423-1-8）公开的“柯猜弦论”，

预测了中西医“双边现象”能无撕裂的“翻转”：如 a、

中医药翻转治新冠；b、认识实数空间如感冒，有翻

转到虚数空间共识，如带厉害新冠的无症状感染者；

c、封闭空间，两地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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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电信等交流翻转；d、调查“感染源和感染路径”

有难度，如 2020年 10月青岛一出租车车牌号，因

司机感染新冠，多天疫情防控难点是感染源和感染

路径不明确；e、流行病学调查难度大原因是自然界

里，病毒可以更厉害翻转成新冠。全球抗疫，东亚

为什么能胜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刘学伟教授说：

“好像不只是国运。东亚国家，无分穷富大小，也不

论政治体制，整体表现比其它任何地区要好出太多”。 

2020年 10月 14日新华社就报道 8月 23日乌

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且病情严重，

24日晚接呼吸机治疗。在中国驻乌使馆帮助下，季

莫申科的医疗团队与中国中医专家取得联系。9月 5

日季莫申科服用了中国专家提供的中药后，体温开

始下降，病情出现好转。服用数日后，9月 11日季

莫申科新冠核酸检测呈阴性，并于 9月下旬开始恢

复正常生活和工作。季莫申科说：“千百年来中医药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实践，各国应当认真研究中医

药并将其用于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其实类似“青藏

高原”的“珠峰”，至今攀登到顶的人很少，而且还遮

盖了人们往南望的眼睛----这类似上海召开第三届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的科学家们，也许到过全球

范围内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等高

原，却没有到过“珠峰”一样。美洲的安第斯山脉、

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等虽然也都存在类似“珠峰”的遮

盖情况，但影响远没有青藏高原这么大。 

1963年柯召院士、魏时珍教授和赵华明教授等

“共一”作者，虽然按下“暂停键”，但 57 年间“柯猜

弦论”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例如，“柯召--魏时珍--

赵华明猜想”这个的概念，类似 57 年前就预见到全

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中西医药结合救治

的办法，及隔离空间之间交流的办法----这就是我国

独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药多体自然叩问》一书。

该书第 9页上说：“中国‘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

是说证明‘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

面翻转成外表面’----以此类比中医药和西医药，传

统的中医药类似空心圆球的外表面，而近代的西医

药类似空心圆球的内表面。翁经科教授说：‘对于中

国人来说，我们是吃着中药长大的，所以情感上很

容易接受中医药这种疗法。但对于西方人来说，生

病时突然要跟让喝完全没听说过的植物煮出来的苦

汤，这很难接受’----这类似不相同、不相通的‘空心

圆球不撕破的内外两个表面’”。 

“柯猜弦论”的定义简明，接地气，也高深；高

得像“青藏高原”上的“珠峰”，是 57年间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解答 1维和 0维结合的三旋宽窄数学，发现

这跟弦论、圈论、旋子论、扭子论、时空非互易论、

平行宇宙论、宇宙轮回论等联系的弦膜圈说一样，

可解答时空连续与间断的统一----道理就像《羊过河》

寓言中的独木桥的弦图，是拟设独木桥变形为“魔杖”

的弦线，可类比萨斯坎德的《黑洞战争》一书中的“持

球跑进”，和特霍夫特的全息信息守恒的疑难解答。

即“魔杖”类似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连接的

“弦线”桥，两只羊在桥中间碰头的“转点”，有类圈

体宽窄三旋式的自旋能化解矛盾。 

“柯猜弦论”之所以能精准一网打尽庞加莱猜想、

灵魂猜想、圆锥曲线、中国格物，直到今天的超弦

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多维时空、虫洞、黑洞、

白洞、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反宇宙、宇宙轮

回，以及联系上“千僖难题”之四的黎曼假设，和美

国克雷数学所 2000 年公布的其余千禧六难题的全

解等模型空间，是“柯猜弦论” 57年间已形成了架设

朗兰兹纲领桥梁的工具链。即柯猜弦论，是与以下

成果相关的，它们是环量子三旋理论、点内空间、

自然全息隐秩序、黎曼切口轨形拓扑、物质族质量

谱计算公式、芝诺坐标、分形宇宙作图法、基因孤

子演示链法、大脑密码学、系统拓扑论、真空辐射

弦论，物质是避错码、暗物质是冗余码、量子色动

化学、时间量子辐射原理等观点。以及能明快解释

量子分隔、费米子和玻色子互相转化，明快解释全

息信息守恒黑洞战争等疑难。对此，很多人是听不

懂的。 

2020年 11月 1日陕西省机械研究所姚克信高

工给我们的来信，把此原因说得很真切：“我是 1935

年生人，今年已经 85 岁了。1959 年我分配在陕西

省机械研究所工作。1977年，我负责研制可控硅变

频电源，发现电源的运行启动过程增高频率，可以

实现电源的顺利启动，从而创造了增频启动变频电

源，成果获得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我兄弟姐

妹 7人，我父亲在济南植物油厂工作，一家九口，

人均不足 6元。贫困限制了我的学习，初中毕业后，

我有幸成为济南工业技术学校一个中专生。毕业后

我分配在陕西省工业厅工作，又有幸进入西安交通

大学夜大学习。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掌握的知识就

是大学所学的数学物理基本常识，工作后，我再也

没有学习过大学书籍。除工作，我很多时间都花在

做吃和看武侠小说上。现在我老了，新知识学不进

去了。2011年，我因车祸大腿骨折，不得已辞职回

家。闲得无聊，才写些论文，来打发时间。由于我

根本不懂什么是拓扑，环量子，球量子，三旋，胶

质细胞，夸克，神经信息学等等名词，我只好迷迷

糊糊看高深论文”。 
 

二、对二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划的重点解答 

2020 年 11 月 1日“澎湃新闻”记者虞涵棋和张

唯，发表整理出上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会议”的《20 名诺奖得主，34 个关键词：他们

给未来科学“划重点”》一文。据此，我们来联系未

来科学类似的“青藏高原”和“珠峰”，作解读，仅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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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名诺奖得主是：1、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大卫•格罗斯；2、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本

•费林加；3、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兰克•

维尔泽克；4、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托马斯•苏德霍夫；5、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埃里

克•马斯金；6、2013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兰迪•谢克曼；7、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谢

赫克曼；8、199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罗姆•弗

里德； 9、2012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塞尔日•阿

罗什；10、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特凡•黑尔；

11、2011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亚当•里斯；12、

2014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梅•布莱特•莫索

尔；13、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爱德华

•莫索尔；14、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

二；15、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

16、199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伯特•萨克

曼；17、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亚利耶•瓦谢尔；

18、200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哈拉尔德•

楚尔•豪森；19、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谢尔

顿•李•格拉肖；20、2017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阿

希姆•弗兰克。以上 20名诺奖得主给未来科学“划重

点”类似的“青藏高原”和“珠峰”的内容，可分五大类

（诺主编号-重点编号）： 
 

A、物理学方面有 7条： 

（1-1）格罗斯的理解“时空”本质，觉得科学探

索就像在雾夜里爬山。（3-2）维尔泽克的粒子物理

领域“暗物质”----可能是一种新粒子。（8-3）弗里德

的更大的对撞机----建更大的加速器，很难得到政府

的支持。与暗物质的问题有关----通过不断地升级加

速器，获得突破。（8-4）弗里德的大统一理论----

统一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自然界有完整的了解。

（9-5）阿罗什的常温超导体----引力和量子力学的

结合。（15-6）斯穆特的找到暗物质----宇宙资源物

质，能够让地球上的材料学有很大的进展。（17-7）

瓦谢尔的能源问题----等离子也许是个机会。（20-8）

弗兰克的低温成像技术----600万美元的高端显微镜，

太贵了等。以上都能联系如 2012年第 7期《环球科

学》陈超教授的《量子引力研究简史》文章，结合“柯

猜弦论”给予梳理。 

第一个要说的是“暗物质”，联系“柯猜弦论”的

环量子三旋编码，类似“冗余码”，对应如魔方的多

头自旋。而“明物质”基本粒子,类似“避错码”，对应

如陀螺的整体自旋。其次，二次量子化“柯猜弦论”

与环量子三旋结合的新机械科学模具，已能解决类

似机械宇宙暗物质、暗能量等的分布难题----量子科

学回采机械称为新机械科学，它的基本模具就球面

和环面；揭示的圣杯就是“圈与点并存，且圈比点更

基本，以及物质存在有向自己内部作运动的空间属

性”。  

例如，拓扑学中的约当定理说：在平面上画一

个圆，把平面分成两部分；作圆内外两点的任一连

线，都必定要与圆周线交于一点。这个定理在平面

和球面上是成立的，但在环面上却不一定成立。如

沿环圈面画一个圆圈，并没有把环面分成两部分；

圆圈两边的点，可以通过多种曲线彼此连接。这说

明平面和曲面，并不是本质的区别。本质的区别，

是在曲面中环面和球面是不同伦的。这个定理是机

械拓扑学、机械微分几何的方法抽象，球面和环面

模具的第一次量子化，是按庞加莱猜想定理的整体

对称扩张与收缩处理，各自还是球面和环面。 

而第二次量子化，是减少维度的不对称处理。

这次球面变为杆线，弦论称为“开弦”，即类似线段。

开弦两端圈合，弦论称为“闭弦”，这已是不同伦的

环面了。第二次量子化属于奇异超弦论。例如设定

开弦等价于球点扩散，但不是向球面而是向定域对

称的杆线扩散，我们称为“杆线弦”。而化学试管类

似的三维空间，也是能收缩到一点而等价于球面，

所以称为“试管弦”。这样开弦就有两种：杆线弦和

试管弦。同理，闭弦不是向环面而是向定域对称的

管线扩散，称为“管线弦”。而套管类似的双层管外

层一端封底，也能收缩到一点而等价于环面，所以

称为“套管弦”。这样闭弦也有两种：管线弦和套管

弦。 

把杆线弦及试管弦、管线弦及套管弦作纤维看，

量子力学已提出有编织态区别，其次相互交缠的诸

环还可构成一个 3维网络。由此描述大小时空尺度，

无论是宇宙还是极小子流形，也可以看成是“机械”。

而且再加进“泰勒桶”类似的机械模型模具，泰勒桶

的桶、流体、搅拌棒等三个部分的构成，可对应宇

宙、物质和能量。 

因流体要装桶或要流动，以杆线弦及试管弦、

管线弦及套管弦等 4种结构对应。杆线弦是全封闭，

只有试管弦、管线弦及套管弦等 3种符合，占 75%，

可射影约 73%的暗能量。剩下 25%的杆线弦，如果

射影约 27%的物质，说明杆线弦射影的是搅拌棒和

流体。这使弦论计算暗能量、暗物质及显物质，有

了联系和推证数学及方向。 
 

B、化学方面有 3条： 

（7-9）谢赫克曼的电池----白天的太阳能储存

起来放到晚上用。（7-10）谢赫克曼的柔性陶瓷----

微电子新材料，用在飞机发动机上，成本会更低廉。

（10-11）黑尔的实现锂电池回收，省钱又环保等。 

以上 3条也能联系“柯猜弦论”的环量子三旋、

移动量子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等编码，联系第五代的

“核电宝”----核辐射量减少现象，造“色电宝”芯片，

为智能手机等不用充电的电池服务的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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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物医学方面有 9条： 

（2-12）费林加的“赛博格”----人体既然可以使

用义肢，能不能植入芯片？（1-13）格罗斯的理解

细胞和大脑的工作原理，我们连严谨的模型都没有。

（3-14）维尔泽克的生物物理交叉----如冯•诺伊曼曾

提到的自繁殖机器。（5-15）马斯金的神经科学----

经济学家感兴趣人的大脑，是怎么做出经济决策的。

（6-16）谢克曼的神经退行疾病，如心脏病和癌症，

仍两大健康杀手。关于神经疾病，问题会变得越来

越严重。（12-17）莫索尔的神经科学和其他学科的

结合----大脑，神经科学与物理学、数学等科学的交

流，会带来多元的想法。（13-18）莫索尔的大脑认

知----对大脑皮层进行深入研究，记录甚至干预成千

上万个细胞的活动，会更好了解人类的认知能力。

（16-19）萨克曼的古人类 DNA----如寻找尼安德特

人等古人类的 DNA基因遗存，很有趣。（19-20）

格拉肖的新冠疫苗、能源研究。 

以上 9 条可分为 4 类：生物物理交叉；大脑；

健康杀手疾病；古人类基因遗存。以上 4类联系“柯

猜弦论”的“翻转”及三旋理论，其中“大脑”的认知原

理，要弄懂“大脑密码学”。心脏病、癌症、新冠和

神经疾病等健康杀手，要弄懂霍金说的“黑洞辐射”

类似的“基因辐射、经络辐射”。古人类的 DNA基因

遗存，要弄懂古地球气候、板块“翻转”，形成世界

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和珠峰，可推证古欧洲尼安德特

人、古西伯利亚丹尼索瓦人、古非洲“智人”等进化

起源。 

例如，2007年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的考察队邓涛等专家，在喜马拉雅山西部海拔

4200多米的扎达盆地中，发现的一具远古完整的披

毛犀头骨和下颌骨后，推证全世界的人类起源的“动

物”类，来自青藏高原雪岭地带的“雪人”类。因为不

仅西藏披毛犀，有带着对寒冷的适应能力基因，而

且有带着适应高寒缺氧环境的能力基因，走出西藏，

扩展到包括北极圈在内的欧、亚、非大陆地带，最

后演化为最成功的冰期动物之一。由此西藏的贡嘎

山视角是：人类进化到类人猿，与人类文明起源于

非洲是有区别的。 

因为世界亚、欧、非、美等各洲都有类人猿，

以及中国有类人猿，这只与生命起源来源于共同的

动物祖先有关，而与后来人类文明起源的孵抱地的

单一没有关系。即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

沙开始，而与有早先优胜动物社会群体的传承性有

关。“贡嘎山雪人”约 200 万年前到非洲，其杂交后

代约 20万年前从非洲，沿陆路和海路走出，是已经

进化到“智人”的一部分现代人种。而与“贡嘎山雪人”

同类的自 2010年开始，由现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所长、中科院院士陈发虎带领的兰州大学环境考古

团队，发现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

下颌骨化石的研究，推证“贡嘎山雪人”、“夏河人”

等在 70 万年前扩展至欧洲成为尼安德特人；至 16

万年前到达西伯利亚地区成为丹尼索瓦人，为全面

了解夏河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非洲“智人”

等古人类 DNA 基因遗存，能揭示其杂交的链路起

源。 

再说冯•诺伊曼的“自繁殖机器”和费林加的“赛

博格”类似科幻----赛博格这一术语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两位美国科学家克莱恩斯和克莱恩提出了一个

设想，通过机械的和医学的手段来增强人类的身体

机能，以便能在太空环境中生存。在此之后，赛博

格形象便在各种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蔓延开来。赛博

格的观念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赋予更广泛的文化

或哲学涵义：从单纯的机械人，延展到一切模糊了

技术与自然边界的事物。如今在最尖端的现场，用

机械替换部分大脑机能的赛博格技术，也在飞速发

展。这项技术已开始运用于治疗忧郁症、强迫症等

疾病，正试图闯入调整人类内心世界的领域。人工

耳蜗，帕金森，美尼尔氏综合症，忧郁症的治疗，

正如修理电器一样神奇。用脑电波指挥电脑发出指

令给瘫痪病人以自由，指挥老鼠像使用遥控汽车一

样，但这一切如果用到军事目的，高科技历来就是

双刃剑----人被视为一台精密的机械进行改造，这到

底是福还是祸呢？ 

对此联系“柯猜弦论”的“翻转”及三旋理论，人

是自然、社会进化的结果。人体类似的量子计算机

与自然、社会环境的联系，密不可分：即使对一个

现象要同时处理来自社会、自然有关的和无关的处

理数据量之大，之多之复杂，是人-机分离的机器学

习的电子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不可同言而语的。

由此也类似量子信息隐形传输，将原物的信息分成

显序经典信息和隐序量子信息两部分：量子纠缠信

息隐形传输，涉及的量子通道、量子虚数超光速；

是以普通物质原子量子，涉及的经典通道、经典光

速，传送给接收者时才为准，开始整体统一行动一

样，是分为“体内解（无意识）”和“体外解（有意识）” 

两部分。“体内解”类似量子通道、量子虚数超光速

的隐序量子信息传输，是以“体外解”类似经典通道、

经典光速，传送给有意识的大脑思维时才为准，开

始整体统一行动指挥的。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 545-563页解读“大脑储

存与智力开发”一节分析“体内解”和“体外解”----《伊

甸园的飞龙》一书对区别体内与体外界限明确地说：

“地球上大多数机体主要依赖于在神经中先天就有

的遗传信息，而对后天获得的非遗传信息依赖性较

小。对于人……当我们的行为还在很大程度上受遗

传性控制的时候，我们就能通过大脑在短期内得到

较多的机会，产生出新行为，开辟出接受教益的新

途径”。并且还提出体外知识意指存储在我们体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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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如文字为一个突出的例子。这里，我们可以

把体外知识看成是一种“解”。 

在定义人工自然时，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依赖

体外知识所做的事情。这样我们就看到，诸如学习、

记忆和吃药一类事情，都是一种从体外向体内输入

“解”。孩子要会开平方，需要有体外循序渐进的学

习过程。电子计算机是人工自然的产物，它的运算

更需要事先编好程序输入进去。因此，人脑开平方

可以想象为类似电子计算机开平方。 

这些都属人类对体外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某一

种意义下可以看成是属人工自然的范畴。那么像白

痴学者心算开平方又属什么呢？我们说，这虽是一

种待求“解”问题，但从分子生物学和物理学结合的

水平上认识体外解发生的机理，它是慢慢进化才转

属于人工自然，并能向社会释放的。即开平方不是

白痴学者首先发明的，而是在这之先就有结果才行。

因此“解”是一种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间关系的互动

变化。人类的文明史、科学技术的发展史都在告诉

我们，宇宙的“解”存在最大值。其次，“解”具有物

质和工具的作用，受全息的指导。 

全息是指含带“工具”意义的信息，它是理解事

实的拆装器；而事实指含有明确的组织的结构。要

理解“解”的物质作用，我们可以举出象遗传工程上，

对基因片段的剪接；以及如基因的移动、放射性元

素的蜕变。定型智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人

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的种质是一代传一代，人

的种质里就包含了量子圈态线旋，就包含了意念的

第一推动力；它含在基因内，在把微观 AB 两种物

质界面的效应传下去。虽然有人用“狼孩”不能再发

育出正常人的智力来说明环境的作用。但这也只说

明环境是通过特定的智力结构才能起作用。因为即

使是定型智力，也是必须在智力圈的耦合调剂中才

能启动发挥作用。很多动物学家早就证实，一些鸟

雀和家禽是在孵化出蛋壳时，就要产生和母体的声

音，信息和指令的交流、才能较快地学会启动隐藏

在自己身体内的本种类族那一部分第二信号系统的

程序编码开关。正如收音机、电视机也必须启动，

才能显音、显影一样。 

体外的智力运动锻炼，也许正是继续从体外进

行的自激强化或作的增补。因此有可能把第一随意

运动和第二随意运动，在更大背景上统一起来。这

是因为第二运动虽仅是大脑劳动的行为，但它要用

到意念、意识等思维活动，而意念、意识等思维活

动，是与智力分不开的。思维的主要形式是联想和

记忆。如果我们把知识与记录知识的纸，拿来类比

“解”和知识，那么这种变换中，知识却成了纸，“解”

就是知识。并且我们认为“解”是物质性的，是本体；

知识只是一种载体。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单纯

取决于肌纤维数量的工作肌或休息肌收缩的第二随

意运动。这里“解”主要是来自研究基本粒子三旋理

论产生的概念。因为如果认为前夸克的结构不是点，

而是一维的圈，那么圈态结耦才能构成了物质。圈

态结耦，必然要有解耦，这就是“解”。 

其实任何知识、感受、经验都是经过变换，这

犹如手按琴弦，不管大脑里有多少个千思万绪的曲

子，面对琴弦，都要变换为手指按的运动。琴弦释

放出的音乐，如果是被看作一种“解”，那么大脑即

如是琴弦。在这里，问“解”是音乐多，还是指法多；

或问“解”是音乐多，还是大脑里的曲子多，这是无

法用数学概念对比、对应计量的，但是我们总可以

理清两条线。人的体外具有解耦作用，这好理解。

如解题，解绳结。这里的解还有两层意思，如一种

是计算有答案；一种证明没有答案，即证明不可解

也是一种解。但是要明白体内也具有解耦作用，这

就需要扩大我们的认识范围。 

人的计算速度不如电子计算机，就更要说量子

计算机，不是因为人类似的量子计算机不具有“比

特”、“量子比特”、“量子众特”、“量子囚特”、“量子

多特”和“高维量子比特”等三旋共轭编码场的功能，

而是“体内解”无意识中，对“体外解”要求的正确解

答，要结合个体生存期间已积累的知识、感受、经

验和具体情况，处理其中庞大的数据量----这是今天

世界上任何一台或数台超级电子计算机，能解决某

个问题，但遇到要处理的数据量多得多。 

所以人能正确处理相同问题的计算速度，比电

子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慢，就很自然。人-机分离，

人类要发明出电子计算机和量子计算机，正是要把

“体内解”中各个人千奇百怪、不同经历积累的知识、

感受、经验量子纠缠要处理的数据，削减为只针对

具体情况能得出每个人是“千篇一律”的正确答案。 

正如川大校长李言荣院士说：新冠疫情跌宕起

伏，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错愕和目瞪口呆。而各种

自媒体信息鱼龙混杂，让人难以追踪溯源、难以理

性分析、难以独立判断。在复杂中明方向、在混乱

中辩是非、在迷雾中定目标，世界越是复杂多变，

事情越是千头万绪，情况越是盘根错节。在纷繁复

杂的世界中通过深度学习触摸到问题的底部，在高

处俯视而洞悉事物的本质并看到更多的关联；越是

复杂就越要探寻背后简单的逻辑，越是应对多变就

更要把握那些不变的规律，这说明你的水平很高，

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中始终把握住自己的人生方向。

而人类似的量子计算机，正是不同于机器学习，而

类似在环境复杂多变，事情千头万绪，情况盘根错

节中，寻求握住各人正当方向的量子计算机。所谓

未来机器人超过人类整体，只能是科幻。 
 

D经济学方面有 3条： 

（4-21）苏德霍夫的科学交流----商业期刊主导

的科学交流是低效、扭曲，须范式转换，也蕴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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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6-22）谢克曼的传染病与制药行业----经费

支持与利润保证的研究不够，如新冠肺炎病毒，现

在就都吃到了后果。（14-23）中村修二的科研难点

是缺经费。当然能源、粮食、全球变暖都很重要。 

以上 3 条联系“柯猜弦论”的“翻转”及三旋理论，

有“三旋经济学”、“转座子经济学”和系统拓扑在经

济学应用上的可持续发展。 
 

E、人工智能方面有 4条： 

（10-24）黑尔的人工智能。（11-25）里斯的

大数据研究宇宙物理学----太多数据，汇集起来分析，

有挑战也孕育着机会。如利用大数据，解决全球健

康问题。（17-26）瓦谢尔的用充足的数据做准确的

预测难；突破总是在突破发生之后。（18-27）豪森

的人口问题、气候变化，后果已经出现，但很多人

还在否认。 

以上 3 条联系“柯猜弦论”的“翻转”及三旋理论，

首先要说明科学“回采”的意义。因为《环球时报》

2020 年 10 月 9 日，发表北京交通大学王元丰教授

的《诺贝尔奖过时了吗？》的文章中说：“为什么诺

奖已经过时了？首先，时代不同了！110 多年前开

始颁发诺奖时，正在发生第二次科学革命，科学的

进步使人类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大为深化，物理、

化学、生理学/医学这些科学诺奖授予爱因斯坦、波

尔、普朗克等著名科学家，使诺奖赢得极大的声誉，

也让诺奖成为科学发展的风向标。但是，21世纪与

过去大为不同，技术对社会的驱动作用远远大于科

学，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是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物联网、5G 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为动力。

第二，诺奖即令是在科学领域，这几个学科也不是

对人类影响最为重要的”。  

王元丰教授把“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社

会的驱动作用”，抬高到“远远大于科学”的地步

----“诺奖即令是在科学领域，这几个学科也不是对

人类影响最为重要的”。这说明在我国的精英科学家

中，有人也不懂“柯猜弦论”的和谐“翻转”----“以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

正是从类似“科学诺奖授予爱因斯坦、波尔、普朗克

等著名科学家”，深化“物理、化学、生理学/医学这

些科学” 的进步，“使人类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

中才“翻转”出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数据”

也变为“小概率”。 
 
三、青藏高原和珠峰泛第三极到柯猜弦论 

“柯召--魏时珍--赵华明猜想”，即简称的“柯猜

弦论”，为啥发生在近代的巴蜀大地？这像“青藏高

原”是因大陆板块有几块碰撞隆起一样----在近代巴

蜀大地，发生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人口大灭绝

与人口大“翻转”，到 1911年在巴蜀大地率先发生的

震惊全国“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发生的大

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成为“旧中国”和“新中国”的

先声。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

时期，类似《南渡北归》等书和文章，介绍大批知

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对

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的释解，描

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

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解放后，他们中很多人留

在了四川。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上下一心共赴国

难。民族危难之际，华东、华北等沦陷区工厂、高

校等纷纷西迁，海外学子纷纷归国，即便在世界留

学史上亦属罕见。巴蜀地区处于拯救民族危亡,实行

持久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接纳了流离的友校和失学的学子，为保中国

高等教育的精华作出了重要贡献。战时各校精诚团

结联合办学的历程，铸就了传承至今的和谐包容、

团结协作精神。巴蜀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

大后方的重要基地,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贡献，也成

为四川近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节点。 

其中诞生的“柯猜弦论”翻转说，早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就建立起的类似反对“单边主义”的中国科

学品牌----这是与世界人类古文明起源的泛第三极

第二个孵抱期“类珠峰辐射”原理相连的----第二个

孵抱期在巴蜀远古盆塞海山寨立足起城邦文明和海

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五千多年前因巴蜀远古盆

塞海干涸，“远古联合国”逐渐瓦解之后，远古人类

命运共同体迁徙转移，分裂为多个多种文明国家的

起源，至今还是分离分裂的。 

“青藏高原”和“珠峰”之奇，是几乎伴随着大批

恐龙的灭绝，6500万年前，在特提斯洋里“漂”了近

1 亿年的印度次大陆终于“靠岸”，与欧亚大陆碰在

了一起。这次碰撞是 5亿年以来地球历史上最重要

的一次造山事件。这一碰，碰出一个青藏高原，也

碰出了华夏大地“三级阶梯”的地理格局，甚至还导

致了与中华文明起源息息相关的东亚季风的形成。

然而，辽阔空旷的地域、高寒缺氧的环境、技术条

件的限制，使得在青藏高原寻找化石的难度极大。

在 21世纪之前，人们对那里的生物演化历史一直不

甚明了。  

近 20年来，中国科学院高原古生物科考队（以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队员为主），对青藏高原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

研究，大量存封于岩层千百万年的化石重见天光，

高原地质和生命的历史画卷日趋明朗。直到西藏的

攀鲈化石“面世”，疑问才得以解开----西藏攀鲈化石，

是迄今所知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攀鲈化石。“攀鲈”，

实际上可能是个误会，这类鱼能出水上岸，在陆地

上爬行倒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用它以及其他几个化

石校正攀鲈家族的“分子钟”，我们知道亚洲和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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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鲈是大约在 4000万年前分道扬镳：在空间上，从

东南亚起源后，它们一路西征，经西藏，过印度最

终抵达了非洲大陆。换言之，印度次大陆与欧亚大

陆的碰撞（联结），很可能为攀鲈西扩非洲提供了

关键条件。 

在藏北化石攀鲈的产地，同时代的大量热带--

亚热带森林植物化石类群里，一样也有巨大的掌状

棕榈叶，整体长度达到一米。科技的进步为高原研

究带来了很多新机遇，集大数据做模型、用同位素

测古高度，各种宏观、微观的新方法正在地球演化

史的探秘中，发挥着很多传统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提出，包括披毛犀在内的冰

期动物们，它们的祖先是从北极起源的。然而，近

年来，古生物学家在西藏阿里地区札达盆地上新世

地层，发现了诸多冰期哺乳动物祖先的化石，由此

已可认定达尔文的看法并不准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所所长姚檀

栋说：“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以及受其影响的

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泛第三极地区是‘一带

一路’的核心地带和全球人口分布最密集区，同时也

是气候变暖最强烈的区域和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不确定性最大的地区。什么是“第三极”和“泛第三

极”？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

第三极，是全球气候变暖最强烈的地区，也是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不确定性最大的地区。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独特的地质-地理-生态单

元，是开展地球与生命演化、圈层相互作用及人地

关系研究的天然实验室。青藏高原在我国气候系统

稳定、水资源供应、生物多样性保护、碳收支平衡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作用，是亚洲冰川

作用中心和“亚洲水塔”，也是亚洲乃至北半球环境

变化的调控器。从地理视角看“泛第三极”与“一带一

路”从地理的视角看，“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以青藏

高原为主体的第三极向西扩展，涵盖青藏高原、帕

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天山、伊朗高原、高加索、

喀尔巴阡等山脉的泛第三极地区。 

泛第三极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不丹、巴

基斯坦、阿富汗、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塔

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高度重合。事实上，披毛犀、北

极狐等类群的祖先们是在上新世的青藏高原上，经

受了冰缘环境的考验。作为适应寒冷气候的先驱者，

它们在随后的第四纪大冰期来临时，走出青藏高原，

一路北去，直到西伯利亚乃至北极圈地区，跻身冰

河世纪的主角之列。 

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许强介绍，青藏高原及周

缘是当前全球开展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热点，也是

最有可能发展和创新地球系统科学重大理论的最理

想场所。自 1951年该校张倬元、任天培等教授参加

我国第一次西藏科学考察开始，以王成善院士、黄

润秋教授、唐菊兴教授、伊海生教授、李勇教授等

几代人，数百名师生对青藏高原及其周缘地区的基

础地质、矿产和油气资源调查评价、地热和水能资

源开发、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地质环境保护等方面，

开展了大量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集聚了深厚的研

究基础，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成都理工大学牵头的珠峰科学研究计划，又

称青藏高原及周缘复杂地质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科

学研究计划，将解密青藏高原隆升与生长历史，建

立青藏高原东缘的构造动力学模式。中科院地理所

研究员、青藏高原资深专家郑度院士说：“全球的变

化，我们是没法阻止和改变的。我们不可能跟它抗

争，而只能是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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