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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创新奖没设纯理论奖项说明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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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创新不是要打倒相对论、量子论和基因学说，而类似纯科学“百衲衣”上作的“补丁”----类似

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个中曲直，至今仍是婆说公说的罗生门；不可否认的是，

纯科学的“技术”部分，与“理论”部分比较，创新不在于要打倒前人，而是更容易以在实际运用见长中淘汰不

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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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科学创新奖没设理论奖项 

据报道，2009年 7月 13日，英国科学与创新

部宣布设立英国创新奖（iawards），布郎首相对新

设立的国家创新奖表示热烈祝贺，认为创新是英国

明天的支柱，将有助于英国在低碳经济、数字技术、

生物技术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得到长足发展。 

英国创新奖共分为 13类，对英国社会所有组

织机构或团队开放。具体奖项包括：1、生物创新奖：

重点鼓励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问题；2、交通创新奖：

重点解决人口迁移、产品和服务运输过程中的问题；

3、能源环境奖：鼓励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创

新活动；4、工作家居环境奖：改善工作与家居环境

的创新；5、数字通信奖：通信技术改变经济和生活

方面的创新；6、媒体娱乐奖：鼓励发展创意产业；

7、消费产品奖：鼓励针对广大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

创新；8、技术交叉应用奖：在解决英国国家重大挑

战方面有所贡献；9、最佳对外合作奖：通过国际合

作，在共同解决英国国家重大挑战方面有所贡献；

10、最佳国内合作奖；11、投资英国奖；12、未来

投资潜力奖；13、最佳技术转移奖。 

从以上 13类包括的内容看，重在纯科学的“技

术”部分，不在“理论”部分。例如没有包括理论物理

方面的创新活动----据报导，英国表彰最优秀的创新

活动，只旨在解决英国老龄化社会的医疗健康问题、

减少贫困与国际安全问题、人口增长与气候变化环

境下的资源保护问题以及利用新技术改善公共服务。

难道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

量子论，不属于科学创新？ 

 

二、四川招聘 722名海外人才也类似学英国 

据报道，2009年 7月 23日，四川省委组织部、

省人事厅联合通报了该省海外高层次人才需求信息。

四川省 103 个用人单位上报需求人数达 722 人。为

了招纳贤才，不少单位都开出了百万年薪、配房配

车等优厚条件。为招揽和引进急需的优秀人才，各

用人单位在薪酬、住房、工作条件、子女入学、配

偶安置等方面，都明确了较优惠、优厚的条件，并

呈需才条件越高，待遇越优惠的趋势。 

例如，长虹集团对引进的高级项目经理，提

出了 100--200 万年薪、三室一厅住房和购买五险一

金等条件。四川新荷花中药饮片公司对引进的高级

管理者，提出年薪 100 万元、独立办公室、住房一

套和配车、配专职司机等条件。但所有需求人才的

学科内容，也类似英国设立的国家科学创新奖，重

在纯科学的“技术”部分，不在“理论”部分。例如没有

包括理论物理方面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

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的人才----缺口的 722 人 主要

集中在电子、生物、医疗、管理、机械等学科专业。 

 

三、纯科学理论不属于创新不属于人才存在争议 

难道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

学派的量子论不属于科学创新？难道类似打倒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不属于我国

在海外招聘的人才类型？为什么英国科学与创新部

和布郎首相跟四川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等我国的

管理部门，如此一致？ 

难道国际上开过类似的协调一致的会议？对

此，我国著名科学家李子丰博导，提到了党纪国法

的高度上来认识。难道李子丰博导说错了吗？1965

年第 6 期《红旗》杂志刊登、《人民日报》等报刊

转载坂田昌一的文章《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和编者

按，特别是其后的“注释”类似如“哥本哈根学派”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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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支持李子丰博导的观点。而且 44 年来《红旗》

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没有刊登曾批准刊登“注

释”条目级别管理同志类似纠正的声明。我国另一位

著名科学家杨本洛教授，也有类似一些权威的解释

----因为杨本洛教授数百万字类似的专著出版，据杨

本洛教授说，都是得到本单位管理同志等给予批准

的科研经费的支持，才能进行下去的。 

杨本洛教授针对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属于我国科学创新、属于我

国科学人才，作的类似说明是： 

    1. 20 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所

以出现，是人类突然面对一个过分复杂物质世界而

旧有知识尚远不牢靠的缘故。试图凭借改变科学语

言或概念的方法，解决暂时遇到的认识困难，只能

使人类的知识体系越来越紊乱，与科学的真谛相距

越来越远； 

    2. 采取“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主

要由西方人构建的现代自然科学体系作一种“历史

性和全局性”的梳理，不能看作是某一个研究者个人

的兴趣使然。这种必需的研究方法，本质地决定于

逻辑、决定于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因此，如果真

的希望作基础科学研究，就必须真正耐下心来，一

点一点地努力读懂前人的东西； 

    3. 需要注意：20世纪西方哲学家竟然公

开提出需要把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

志的集合”的主张。但是，这一主张恰恰准确刻画了

目前科学面对的困难和尴尬，以及研究者必需面对

的极大艰难和挑战； 

    4. 从哲学理念考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

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归结到西方哲学体系在“认识论”

方面存在的严重紊乱。因此，同样需要对西方哲学

体系进行并行不悖的梳理； 

    5. 任何一个科学疑难的背后，无一不隐

含相关数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乃至需要从

根基上重新解决数学体系本身一系列众所周知的疑

难； 

    6. 从作为一个严格“理论体系”的角度考

虑，只能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大概视作试探性的

猜测，乃至某种纯粹的人为杜撰，本质上几乎没有

任何逻辑可言。人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实验，逐步探

询未知的物质世界。但是，与它们不同，流体力学

和电磁场理论则存在若干属于纯粹“形式逻辑”方面

的问题。可以相信，凭借中国人的智慧，应该能够

在这些方面做出一些独立的贡献。 

    7、继 2008 年《自然科学体系梳理（第

二版）》的出版，他所写《电磁场理论形式逻辑分析》

一书已于 2009年出版。可见我国已有多年多元化存

在的格局。 

    对于杨本洛教授观点的映证，我国一位

多年从事实践的老科学家肖钦羡教授，给予实话实

说。例如他以“宇宙神”的网名，于 2009-07-19 发表

的“肖钦羡的终极理论简介”说：在我看来，肖钦羡

的终极理论最通俗的解释是：宇宙中存在一位伟大

的母亲，世界上所有的自然定律都由这位母亲所生。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不断地寻找她。直到最近，

爱因斯坦在寻找，霍金在寻找，超弦理论家们在寻

找，中国的理论家们在寻找，而中国的民间科学家

也在寻找。可他们因为是沿着传统的路线找下去，

即使是被认为最有前途的超弦理论也会失败而告终。

本人肖钦羡是用传统理论泡大的，中山大学五年中，

导师们是用传统理论的乳汁喂养我们。三十年为科

学院服务期间都是应用传统理论，丝毫沒有偏离。

其原因是，工作期间那里有时间去顾及传统理论对

与错。所以所有在职的人员，都是生活在牛角尖里，

只知牛角是硬的，不知道牛肚子是软的。退休以后

有机会从牛角尖里退了出来，自由了！可以用眼看

到整个大象，用手模那软软的牛肚皮，最后终于得

到宇宙中那位伟大的母亲召见，并照了像；肖钦羡

斗胆把她的尊容“终极理论”印在T恤衫上献给读者，

可以算是牛角尖外的理论----类似可以打倒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 

肖钦羡教授是否定大爆炸宇宙论的，奇怪的

是，在肖钦羡教授《量子天文学》一书中，却又变

相地把大爆炸宇宙论模型缩影在一些星球和粒子模

型里，成为类似的大量子论大爆炸模型。例如肖钦

羡教授说，太阳能并不是热核聚变能，而是能级跃

迁能类似的“大爆炸”发散。也就是说，太阳像个超

级大原子核，只要类似的“大爆炸”发散气体，从太

阳光球上上升到日冕区，就会有能量放出。所以日

冕的高温，不是从太阳光球上提供给能量加热的。 

 

四、纯科学理论属于创新缺乏鉴定的人才 

四川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之一，打倒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是否属于科学创

新，不缺乏鉴定的人才吗？ 

李成红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一名光学博士

生。他认为我国搞科学研究的，在哲学与其他方面

知识面像杨本洛教授这样各种知识都丰富的人太少。

而他对狭义相对论中的著名的洛伦兹变换的正确性

产生质疑----发现它与光速不变原理、麦克斯韦电磁

理论等发生了矛盾。 

据《成都晚报》与《成都商报》报道

（2009-09-07-04），李成红读了 6年博士生，还毕不

了业。原因可从最近他在电子科技大学物电学院的

物电论坛上，作这类学术报告看出：他的博士导师

及其到场的所有大学教授，无一人声言是鉴定类似

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是

否属于科学创新的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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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中叶，《四川青年报》

在全国首次公开长篇报道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一位

年青教师，挑战相对论的事迹。他的工作得到了一

位从大学校长升迁为副省长的教授和省社科院的一

位研究员的鼓励，影响很大。但 20多年过去，没有

下文。 

从这位挑战相对论的年青教师，到这位质疑

狭义相对论的博士生，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20多年来，

前仆后继培养出过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

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的大学人才，却缺乏鉴定类似

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是

否属于科学创新的权威专家。是四川省 103 个用人

单位上报需求人数达 722人的招聘海外高层次人才，

却容纳不下 1个能鉴定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论是否属于科学创新的权威专

家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吗？事情不是这样。这里不妨

随便举两个假设的纯科学理论创新的例子，说明纯

科学理论创新的潜力很大，应该给予正确引导。 

1、据报道，在沙漠中生活的只有约 10 厘米

长的爬行动物沙鱼蜥，能够钻到沙丘的下面，并且

在沙下“游泳”，从而避开天敌和炎热，同时悄悄靠

近猎物。用高速 X 射线成像结果显示，这种蜥蜴会

缩拢它们的四肢，并通过 Z 字型地左右摇摆身体来

推动自己在沙子上前进，其像鱼或蛇一样摆动身体

前行的速度能够达到每秒钟 15厘米。把沙鱼蜥对应

有质量的微观领域的粒子，把沙鱼蜥在沙下“游泳”

比作在希格斯场中运动。联系彭罗斯《通往实在之

路》一书的介绍，沙鱼蜥在沙下“游泳” Z 字型地左

右摇摆，与标准模型 Z 字型的微观粒子运动费曼图

作联系，可说明希格斯场类似沙子，希格斯场对微

观粒子运动的摩擦阻力，类似沙子对沙鱼蜥在沙下

“游泳”的摩擦阻力。 

《通往实在之路》一书 451页“电子的之字形

的图像”一节讲，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如电子有

“二维旋量记号”。因为标准模型是以球面模型来看

的。这里球面模型只有面旋(A)和体旋(B)，并且各自

还有左旋和右旋。但标准模型却没有分面旋和体旋，

只分了左旋和右旋。事情是一样的吗？如标准模型

说，狄拉克方程自旋 1/2粒子的“泡利旋量”描述，是

一个 2 分量的量。但考虑相对论情形，带有 4 个复

分量的狄拉克旋量，可表示为一对二维旋量。 

狄拉克电子可看成是由这两种成分，如面旋

和体旋组成的。标准模型对这些成分的一种物理解

释，是分成有两个“粒子”的图像，一个称为左旋粒

子，一个称为右旋粒子，来组合一个整体图像的----

如左旋这一个粒子，由面旋(A) 左旋描述。另一个

右旋粒子，由体旋(B) 右旋描述，且每个粒子连续变

换自身而成为另一个粒子。 

其次，所有这类粒子都无质量的----之所以无

质量，是因为每个这类粒子都是以光速运动----前后

“摇晃”，前进的左旋运动紧接着变为后退的右旋运

动。这正是费曼著名的“折线图”或粒子/反粒子时间

倒流--顺流打折图的来源。早在 1986 年《华东工学

院学报》第 2 期发表的《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

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的论文，就

尝试用类圈体的体旋的“翻转”，解决以色列科学院

院长哈热瑞提出的夸克和轻子内质量的“奇迹般”相

消的部分疑难。 

在彭罗斯《通往实在之路》一书的 462 页，

也把类似的办法拿出来。例如彭罗斯说，极早期宇

宙的自发对称破缺作用效果之一，就是希格斯场开

始变得处处取某个常数值。狄拉克电子的“之字形的”

描述，就能够很好地描述希格斯场的作用。因为在

狄拉克粒子的之字形的图像中，顶角可看成是与希

格斯场相互作用。这就是类似把电子看成是由面旋

(A) 左旋描述和由体旋(B) 右旋描述之间的振荡。 

支配狄拉克旋量这两部分面旋和体旋之间“翻

转”频率的是“耦合常数”。实际上“希格斯”观点就是

把“耦合常数”当作场----本质上就是希格斯场。这与

类圈体自旋与体旋“翻转”是有联系的。 

2、据报道。一直以来，科学家们都确信每个

细胞内的 DNA都是相同的。蒙特利尔大学的施韦策

博士，布鲁斯博士和洛林博士等研究人员最近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细胞中的 DNA都是相同的。例如，由

于对于癌症以外的其他疾病，研究人员很难从患者

身上采集病变标本，因此，研究人员一直都致力于

研究血液。 

本次发现，源于他们对主动脉瘤遗传原因的

研究----当他们重点研究控制细胞死亡的促凋亡

（BAK）基因时发现，主动脉瘤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脑血管疾病，当他们对同一个患者的血细胞和组织

细胞的 BAK 基因进行比较，这两种细胞内的 BAK

基因有着明显区别。随后，他们又对健康人两种细

胞内的 BAK基因进行了比较，同样发现了这种差异。

早在 1900年 5月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气功

思维学》和 2002年 5月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三

旋理论初探》等两书中，用类圈体三旋转座子模型

解释细胞内的 DNA结构，其三旋转座子区位编码在

类圈体三旋转座子数量和类型相同的条件下，编码

可以不同，能够解答类似血细胞和组织细胞的 BAK

基因，为什么可以不同的区别。 

以上两例，可以算创新，但不是要打倒量子

论和基因说，而类似纯科学“百衲衣”上作的“补

丁”----类似打倒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哥本哈根学派的

量子论，个中曲直，至今仍是婆说公说的罗生门；

不可否认的是，纯科学的“技术”部分，与“理论”部分

比较，创新不在于要打倒前人，而是更容易以在实

际运用见长中淘汰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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