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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molecular	sonic	vibration	therapy	(Molecular	Acoustic	Vibration	Therapy,	MAVT)	as	an	
innovative	non-drug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viral	diseases.	MAVT	combines	biological	molecular,	biological	clock	
science,	vibrator	technology	and	gene	molecular	product	rhythmic	expression,	through	the	nasal	vibration	(inhale	and	exhale)	and	the	
body	chest	stretching	synergy,	activate	and	regulate	gene	molecules	and	other	substances,	to	enhance	the	infectious	virus,	especially	
novel	coronavirus	(SARS-CoV-2)	resistance.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coustic	vibration	can	affect	signaling	and	gene	expression	in	
cells,	which	provides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MAVT.	Moreover,	acoustic	vibration	has	been	demonstrated	to	enhance	the	activity	of	
immune	cells	and	improve	blood	circulation,	as	well	as	to	regulate	cellular	metabolism,	and	these	effects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antiviral	replication	and	enhance	the	host	immun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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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声波振动疗法在传染性病毒疾病治疗中的潜力分析
曾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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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索分子声波振动疗法（Molecular	Acoustic	Vibration	Therapy，MAVT）作为一种创新的非药物疗法在传染性病
毒疾病治疗中的潜力。MAVT结合了生物分子学、生物钟科学、振动器技术以及基因分子产物的节律性表达，通过鼻音震
动（吸气和呼气）与身体扩胸伸展动作的协同作用，激活和调节基因分子等物质，以增强对传染性病毒，尤其是新型冠状
病毒（SARS-CoV-2）的抵抗能力。研究表明，声波振动能够影响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和基因表达，这为MAVT提供了科学基
础。此外，声波振动已被证实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细胞代谢，这些效应可能对抗病毒复制
和增强宿主的免疫反应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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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迫使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

病毒挑战。在寻找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措施的过程中，非药物

疗法逐渐受到重视。本研究提出了一种结合鼻音震动和生理

呼吸扩胸伸展运动的新型疗法，旨在通过调节生物分子学生

物钟和增强机体自然防御机制的规律性运作，以提高对病毒

的抵抗能力。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声波振动已被证实能够

影响细胞内的信号传导和基因表达，这为 MAVT 提供了科

学基础。例如，研究表明声波振动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

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细胞代谢，这些效应可能对抗病毒

复制和增强宿主的免疫反应具有积极作用。

2 鼻音震动与生物分子学生物钟的深入探讨

2.1 生物钟与生理过程的调节机制
生物钟，也称为昼夜节律，是机体内以 24 小时为周期

的行为、生理和分子的周期变化。生物钟的核心基因包括

Bmal1，与 Clock、Per 和 Cry 等时钟基因组成反馈环路调控

机体昼夜节律。这些基因的表达与调节对于维持正常的生理

功能至关重要，包括睡眠 - 觉醒周期、葡萄糖代谢、胰岛素

分泌和学习记忆等 [1]。昼夜节律紊乱和睡眠障碍已成为慢性

代谢性疾病患病率显著升高的新危险因素，并均伴随 Bmal1

的异常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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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鼻音震动与生物分子过程
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生物分子过程对抗病毒的结论

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美国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灵敏度随人体昼夜节律而异，这可能与生物钟调节

的免疫系统有关。树突状细胞从皮肤向淋巴系统的迁移，淋

巴系统是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支柱之一，这一过程也受到昼夜

节律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生

物钟调节的免疫系统，进而影响生物分子过程。

2.3 生物钟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生物钟不仅调节个体的生理过程，还与免疫系统的激

活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树突状细胞的迁移能力取决于一天

中的时间，这一过程受到昼夜节律的调控。这意味着，生物

钟的调节可能影响免疫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对抗病毒的能

力。这些发现为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生物分子过程对抗病

毒提供了新的视角。

3 扩胸伸展运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的科学依据

3.1 全柔性磁电式振动传感器的应用
天津大学黄显团队的研究表明，全柔性磁电式振动传

感器能够实现动作检测、语音识别、生理信号监测和机器状

态评估等多种传感功能。这种传感器的应用为监测扩胸伸展

运动对血液循环的影响提供了可能，从而支持了扩胸伸展运

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相关的观点。

3.2 扩胸伸展运动的生理效益
扩胸伸展运动通过增加胸腔的容积，有助于改善肺部

的通气量，进而提高氧气的摄取和二氧化碳的排出效率。这

种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心脏的供血能力，对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尤其有益。六分钟步行试验被

用作评估患者功能状态的工具，包括在 COPD 患者中，这

进一步支持了扩胸伸展运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相关的观点 [2]。

4 震动器原理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

4.1 震动器原理的生物医学应用
在生物医学领域，震动器原理已被广泛研究，尤其是

在物理治疗和按摩领域。例如，气道管理中的胸部物理治疗

包括使用震动来帮助清除气道分泌物。这种震动可以增强呼

吸道的清洁能力，减少感染的风险。此外，震动器原理也可

以应用于增强鼻音震动和扩胸伸展运动的效果，以增强其对

抗病毒的能力。

4.2 震动器原理的物理治疗机制
震动器原理在物理治疗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机械刺

激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组织的氧气供应，以及促进代谢废

物的排出。这种机械刺激还可以激活肌肉和神经末梢，从而

提高肌肉的活力和灵活性。在按摩领域，震动器原理通过模

拟人手的按摩动作，提供深层肌肉的刺激和放松，有助于缓

解肌肉紧张和疼痛 [3]。

病毒特性和人体生理反应：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和变

异性要求我们寻找新的治疗策略。MAVT 作为一种非侵入

性治疗手段，其安全性和非药物特性使其在治疗传染性病毒

疾病中具有潜在优势。研究表明，声波振动可以影响细胞内

的信号传导和基因表达，这可能对调节宿主对病毒的免疫应

答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声波振动已被证实能够增强免疫细

胞的活性，改善血液循环，以及调节细胞代谢，这些效应可

能对抗病毒复制和增强宿主的免疫反应具有积极作用。

4.3 大脑与身体的相互作用
MAVT 的另一个潜在作用机制涉及大脑和神经系统。

研究表明，情绪状态可以影响身体的生理状态，如心率、血

压和消化。MAVT可能通过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和情绪状态，

进而调节身体的生理反应，包括对疼痛的感知和疼痛管理。

此外，睡眠对大脑的恢复至关重要，影响记忆巩固、情绪调

节和认知功能。MAVT 可能通过改善睡眠质量，进一步促

进大脑和身体的恢复。

5 鼻音震动与生物分子学生物钟的深入探讨

5.1 生物钟与生理过程的调节机制
生物钟，也称为昼夜节律，是机体内以 24 小时为周期

的行为、生理和分子的周期变化。生物钟的核心基因包括

Bmal1，与 Clock、Per 和 Cry 等时钟基因组成反馈环路调控

机体昼夜节律。这些基因的表达与调节对于维持正常的生

理功能至关重要，包括睡眠 - 觉醒周期、葡萄糖代谢、胰岛

素分泌和学习记忆等 [4-7]。昼夜节律紊乱和睡眠障碍已成为

慢性代谢性疾病患病率显著升高的新危险因素，并均伴随

Bmal1 的异常表达。

5.2 鼻音震动与生物分子过程
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生物分子过程对抗病毒的结论

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美国范德堡大学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灵敏度随人体昼夜节律而异，这可能与生物钟调节

的免疫系统有关 [8]。树突状细胞从皮肤向淋巴系统的迁移，

淋巴系统是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支柱之一，这一过程也受到昼

夜节律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

生物钟调节的免疫系统，进而影响生物分子过程。

5.3 生物钟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
生物钟不仅调节个体的生理过程，还与免疫系统的激

活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树突状细胞的迁移能力取决于一天

中的时间，这一过程受到昼夜节律的调控。这意味着，生物

钟的调节可能影响免疫细胞的活动，从而影响对抗病毒的能

力。这些发现为鼻音震动可能通过影响生物分子过程对抗病

毒提供了新的视角。

6 扩胸伸展运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的科学依据

6.1 全柔性磁电式振动传感器的应用
天津大学黄显团队的研究表明，全柔性磁电式振动传

感器能够实现动作检测、语音识别、生理信号监测和机器状

态评估等多种传感功能。这种传感器的应用为监测扩胸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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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对血液循环的影响提供了可能，从而支持了扩胸伸展运

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相关的观点。

6.2 扩胸伸展运动的生理效益
扩胸伸展运动通过增加胸腔的容积，有助于改善肺部

的通气量，进而提高氧气的摄取和二氧化碳的排出效率。这

种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心脏的供血能力，对于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尤其有益。六分钟步行试验被

用作评估患者功能状态的工具，包括在 COPD 患者中，这

进一步支持了扩胸伸展运动与生理供应规律相关的观点 [9]。

6.3 震动器原理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
震动器原理的生物医学应用：在生物医学领域，震动

器原理已被广泛研究，尤其是在物理治疗和按摩领域。例如，

气道管理中的胸部物理治疗包括使用震动来帮助清除气道

分泌物。这种震动可以增强呼吸道的清洁能力，减少感染的

风险。此外，震动器原理也可以应用于增强鼻音震动和扩胸

伸展运动的效果，以增强其对抗病毒的能力。

6.4 震动器原理的物理治疗机制
震动器原理在物理治疗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机械刺

激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组织的氧气供应，以及促进代谢废

物的排出。这种机械刺激还可以激活肌肉和神经末梢，从而

提高肌肉的活力和灵活性。在按摩领域，震动器原理通过模

拟人手的按摩动作，提供深层肌肉的刺激和放松，有助于缓

解肌肉紧张和疼痛。

7 研究创新点的详细描述

7.1 动作与呼吸音震同步的创新性
该方法通过特定的身体动作与呼吸（吸气和呼气）的

同步，尤其是与鼻音震动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新的呼吸锻炼

方式。这种同步性可能有助于提高呼吸效率和身体协调性，

对于改善呼吸功能和身体平衡能力具有潜在益处。这种锻炼

方式的创新性在于它结合了身体动作和呼吸控制，为呼吸训

练提供了新的视角。

7.2 鼻音震动的创新应用
鼻音测量计（Nasometer）的发展历史表明，鼻音的测

量和应用在语音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 [10]。通过鼻音震动的

结合，可能开发出新的治疗手段，尤其是在呼吸和语言障碍

治疗方面。这种创新应用的潜力在于它将鼻音测量技术与呼

吸训练相结合，为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8 结论：生物钟与运动的结合

生物钟与运动结合的代谢调节：根据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运动训练、膳食和生物钟相结合的综合

干预对机体代谢调节产生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新兴的非药物

疗法，展现了在传染性病毒疾病治疗中的潜力，特别是在增

强机体自然防御机制和生物钟调节方面。这种结合运动与生

物钟调节的方法，为非药物性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

非药物疗法在传染性病毒疾病治疗中的应用：非药物

疗法在传染性病毒疾病治疗中的应用，特别是在增强机体

自然防御机制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通过调整生物钟、

改善代谢和增强免疫系统，非药物疗法可以为病毒感染提供

一种有效的辅助治疗手段。这种疗法的关键在于它不依赖

药物，而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和习惯来提高机体的自然抵

抗力。

以上扩展内容结合了最新的科学研究和理论，为文章

提供了更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您更全

面地理解鼻音震动、扩胸伸展运动以及震动器原理在生物医

学领域的应用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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