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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意念作用对水结晶形成的影响：三盲重复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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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实验对“远距离意念可以影响水使其结晶的几何形状和美观程度发生改变”这一假说进行了检验。
在三天的时间里，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 1900 人对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间电磁屏蔽室中的水样本施以
远距离意念。施加远程意念的人们并不知道在目标水样本附近放置了另一组水样作为“近端”对照组。还
有一组水样本位于屏蔽室外，作为远端对照组。

不同对照组水样本的冰晶由技术人员进行拍照后，所得的照片由超过 2500 名评分者独立地进行美学
上的评价，产生的评分数据由相关人员进行了分析，这些人员都不知道样本组相应的实验条件。

评分结果表明，与近端对照组相比，由意念处理过的水样产生的结晶图象更加优美（p=0.03，单尾检
验）。这一结论与早期初步实验得出的结论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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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人的意念可以从远处影响其他人的健康吗？这个问题正在吸引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临床研

究。有些临床研究证据支持该说法 [1, 2]，有些则没有 [3–8]。为了使对该问题的研究在更严格的实验
条件下进行，研究人员还探索了一个人的意念是否会远距离影响另一个人的神经系统 [9–14]。通过这
些研究，证据更加明显。从元分析1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原始问题做出试探性的肯定回答 [15]。之所以
是试探性的回答，是因为虽然这些证据在统计上显著且可重复实验的，但观察到的效应幅度很小，重
复试验的代价很高，且理论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个推测 [16–18]。

由于研究人类健康和相关生理反应极其复杂，很多研究者试图进行简化性的研究，即意念是否会
影响水的性质。这点仍与研究人类健康的方向相关，因为随着人年龄的不同，人体内的水含量在 70%
到 90% 之间变化 [19]。这些实验的证据表明意念能改变水的性质 [20–22]，但正如这个领域内的其它
许多实证研究一样，它们虽然发表在专业的期刊上，却被大多数医学研究者忽略。

不过这里有一个例外——有观点认为“受到积极意念影响的水形成的结晶比没有受到意念影响
的水形成的结晶在美学方面更加美观”[23, 24]——这使得“意念与水”相关的研究从默默无名到“臭
名昭著”。在早期初步实验中，我们在双盲条件下重复了这个实验，并发现结论更支持“意念假说”
(p=0.001)[25]。本研究是在三盲条件下对此实验的重复再现。

*【译注】本文是论文《Effects of Distant Intention on Water Crystal Formation: A Triple-Blind Replication》一文的中文翻译。
†本文通讯作者。联系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佩塔卢马市，圣安东尼奥路 101 号，邮政编码：94952。电子邮箱：dean@neotic.org
‡【译注】高重木津，IHM 研究员，江本胜先生的助手
1【译注】即对现有研究工作进行调研、分析归纳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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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水实验样品制备

在实验准备阶段，第一作者（D.R.）购买了六瓶“Fiji”牌商用塑料瓶装水，这与之前实验一致。
D.R. 随机给这六瓶水贴上 A-F 的标签（用掷骰子的方法），然后第二作者（N.L.）将这些水带入实验
室，并用骰子随机选择两瓶水为实验组的样本，两瓶水为近端对照组，剩下两瓶水为远端对照组。

N.L. 将六瓶水的标签分配信息记录两份，分别放在不同的信封中，这些信封只有当数据分析工
作完成后才能启封。其中一个信封由她保留，另一个信封放在 D.R. 的办公桌内。接下来，她进入加
利福尼亚州 Petaluma 思维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Noetic Sciences，IONS）的电磁屏蔽室（这个
房间具有双层钢结构的墙壁设计，能起到电磁隔离的效果。具体位置：Lindgren/ETS, Cedar Park,
Texas, Series 81 Solid Cell chamber）。在这个房间中，她将两瓶实验组样本放在小桌子上，将两瓶近
端对照组的水放在桌子下。这个电磁屏蔽室用于在实验期间放置瓶子（在此期间限制其他人进出）。

然后，N.L. 对实验组和近端对照组的瓶子进行拍照，并将剩下的两个远端对照组的瓶子放在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箱内，箱子放在实验室大楼另外一层的书架顶端。D.R. 在这个房间内编辑这些瓶子
的照片，只留下了实验组的照片，并将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第三作者和第四作者（M.E. 和 T.K.）。
他们将用这些照片作为视觉辅助，帮助实验中另外三组人员将他们的意念施加到这些瓶中的水样上。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N.L. 以大致相同的方法处理每个瓶子，并使这些瓶子的放置时间大致相同。
在施加意念阶段，所有瓶子都放在各自的位置，没有其他的干扰。M.E 和 T.K. 提前得知实验中会有
实验组和远端对照组，但直到施加意念的阶段结束后，他们才得知实验中存在近端对照组。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实验组和近端对照组样本形成的水结晶照片的平均美学水平
（通过盲评获得）差异。这是因为这两组放置在相同的环境中且距离较近，并且 M.E. 及 T.K. 都不知
道近端对照组的存在，因而不会对其造成意念影响。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如果意念在实验中真起作用，
则应限制知道意念影响潜在对象的人的数量。用量子光学系统来作比方，得知光子通过双缝装置的路
径，这一事实已经影响了光子的行为。我们由此猜测，得知实验条件本身也可能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影
响。因此，为了研究实验中远程意念的效果，我们需要一个对照组，这个对照组 M.E. 和 T.K. 不知
道，施加远程意念的人们也不知道。这一点由近端对照组体现。实验中还保留了远端实验组，这主要
是因为在之前的实验中我们设置了这个（远端）对照组，因此 M.E. 和 T.K. 可能会猜测到它们会在
这次实验中出现。

意念施加

2006 年 5 月 20 日在奥地利格拉茨，M.E. 带领约 1000 人为 5700 英里外 IONS 实验室中的水进
行感恩祈祷。M.E. 通过谷歌地图软件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照片，这些照片表明了 IONS 实验室与格
拉茨的地理方位关系。接下来，他展示了电磁隔离房间内的实验组水瓶的数码照片，并把“用意念为
水祈祷”的话覆盖在照片上。在解释完照片和实验目的后，M.E. 带领人们大声念诵祈祷词（约五分
钟）。2006 年 5 月 23 日，M.E. 在德国纽伦堡带领第二组 450 人进行了类似的祈祷；2006 年 5 月 24
日，M.E. 在德国慕尼黑带领第三组 500 人也进行了类似的祈祷。
在第三组人们施加意念后的第二天，N.L. 在实验室内回收了全部六瓶水。在这之后，她和 D.R.

（他仍不清楚瓶子的处理条件）将这些瓶子用铝箔单独分开包装，并将它们放在一个盒子里，加上塑料
泡沫颗粒作缓冲后放入更大的盒子，并邮寄到位于东京的 M.E. 的实验室。这时，D.R. 才告知 M.E.
和 T.K. 近端对照组的存在。正如 D.R. 一样，M.E. 和 T.K. 在水形成结晶和统计分析数据这两个实
验步骤中一直不知道六瓶水的实验条件。在所有数据都经过收集和分析之后，N.L. 才再次参与实验，
并解封之前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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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处理组 近端对照组 远端对照组

图 1: 实验使用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分析对“意念假
说”进行检验。意念处理条件为固定效应，每组不同
的瓶子和每瓶不同的样本为随机效应。

图 2: 水结晶照片示例，上面 (a) 为高
对比度，下面 (b)为低对比度。(a)中有
一个水结晶形成，而 (b) 则没有。

水结晶分析
收到六个瓶子之后，T.K. 在不知道水样处理条件的情况下根据下列步骤检查每个瓶内的水样：

1、 从每个瓶子中取出 50 滴水（每滴水约 0.5ml），分别放置在 50 个培养皿中，并将贴有 A-F 标
签2的盖子放在培养皿上。这样，每瓶水都有 50 个水滴的样本。

2、 将所有培养皿放在托盘上（摆放的位置是随机的）并放入冷冻柜内，保持-25℃ 到-30℃ 温度至
少 3 个小时。这种随机放置的方法有助于保证冰箱中可能出现的温度差在培养皿中随机分布3。

3、 T.K. 将培养皿从冰箱中拿出，在小型冷藏室（保持在-5℃）中进行拍摄。他用立体光学显微镜
了每个水滴结冰后的晶体顶端。拍摄放大率为 100×或 200×，这取决于晶体的出现位置和大小。
之前的实验结果表明，有些水滴不会形成任何可辨认的结晶。

4、 所有六个瓶子中的所有样本的 300 张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D.R.，每张照片标明了水瓶编号
A-F 和水滴样本编号 1-50。

审美评价与分析
为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水结晶作出主观的审美评价，D.R. 建立了一个网站引导人们从两方面

评判水结晶的审美评价。主要因素是“美”，即图片给人们带来美的感受。第二个探索性的因素是“兴
趣”，即这张图片（由于某种原因）比较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两种因素下的评分标准均分为七档，从
“不”到“很”，如“不美”到“很美”。每个评分者对 50 张照片进行评分，这 50 张照片从 300 张照
片中随机抽取，并以随机的次序一次一张的呈现4。

我们要求评分者从美观和兴趣两方面做出评价，因为之前一些关于审美判断（涉及美术、封面、
商业产品设计等领域）的研究表明，众多因素共同影响人们的审美偏好 [26]。这些因素有：图像质量，

2【译注】即与水滴对应瓶子的标签相同。
3【译注】即不同对照组之间受到温差影响的可能性是均等的。
4【译注】评分后才能看到下一张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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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背景对比度，重复刺激，对称性以及典型性 [27]。这些因素表明，一个美观程度的评分不足以表
述每个人看到水结晶的图像后的全部评价。兴趣这个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是最好的因素，这一点我
们无从得知，所以我们之前将这个因素称之为探索性因素。

为了验证“经过远距离意念作用的实验组的水结晶比近端对照组的水结晶平均审美得分更高”这
一假设，我们采用了混合、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的方差分析5，在这种分析方法中实验组条件为固定
效应，每种条件下的两瓶水以及每个瓶子对应的 50 个结晶样品为随机效应（见图1）。

图像对比分析
除了主观评价，我们也运用了图像处理软件（Matlab 7.0.1 图像处理工具箱，MathWorks 公司，

Natick，马萨诸塞州）来处理 300 张图象得出图象“对比度”的客观得分。在这里，“对比度”指的是
一张图片中黑与白的比例。这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因为当水结晶在水滴冷冻形成的冰晶顶端出现时，
它们往往向上生长并超出了水滴的表面，这是由于水结冰时体积膨胀，也是因为水结晶会像树枝一样
向上生长分叉。当照下这些晶体的显微照片时，狭窄的焦点视野使看起来呈白色的水结晶从暗淡的背
景中分离出来。当没有晶体存在于视野中时，背景表面平坦，图象具有更均匀的灰度（见图2）。我们
预测这些对比度的值与美学水平的平均得分相关，因此实验组的图象对比度将会比近端对照组的图
像对比度要高。

结果
晶体分析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通过互联网提交主观评分。在此期间，2579 人各评价了 50 张随机选出

的图像，即共 128950 个评价得分，每张图片平均得到了 430 份评分。这些得分的平均分作为独立变
量供后续分析。那些没有评价满 50 张图片的人，他们的评分全部被排除在外，不做进一步分析。
图3展示了每张图片的美学评分的平均值与 95% 的置信区间。图象 1-100 对应远端对照组，101-

200 对应近端对照组，201-300 对应实验控制组。总体的平均审美得分为 1.77（分数范围为 0-6），因
此绝大多数图象都没有被视为美的图像。在 300 张图片中，有 270 张得分在 1.0 以上。针对这部分
得分，我们进行了二次分析，因为这些图片中更可能包含水结晶的形状，而这点是我们在整个实验过
程中主要关注的一点。也就是说，意念假设不是指通过意念可以使水结晶的形成率更高，而是指实验
组的水结晶图象的美学评价比近端对照组更高。

“兴趣”因素的总平均分为 2.51。美学与兴趣的评分呈高度相关（r = 0.86, t = 29.1, N = 300, p ≈
0）。美学评分与归一化后图形的对比度6也具有相关性 (r = 0.30, t = 5.35, N = 300, p = 8.97× 10−8)。

分析 1：美学
实验组条件导致显著而微弱的主效应 (p = 0.03；见表1和图4)。当我们把兴趣当做美学的协变量

时，条件不同导致的主效应不再显著 (F [2, 293] = 3.03, p = 0.20)。后者并不奇怪，因为美学和兴趣两
个因素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对于 270 个美学得分大于 1 的样本，试验结果仍为显著 (p = 0.04；见
表2和图4)。

5Statistica 7.0, StatSoft, Tulsa, OK, Variance components and mixed model ANOVA/ANCOVA analysis, in a hierarchically nested
design.

6归一化的对比度值通过 z = (c − m)/s 计算，其中 c 是给定图像的原始对比度，m 是所有原始对比度的均值，s 是所有原始对比度的
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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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部 300 张图像的美学平均得分，及其 95% 的置信区间。

图 4: 美观程度 全部 300 张图片（黑色）以及
美观平均分大于 1.0 的部分图片（灰色，270
张）的带一个标准差的平均美学得分情况。从
左至右依次为远端对照组，实验组，近端对照
组。

图 5: 图像对比度 全部 300 张图片（黑色）以
及美观平均分大于 1.0的部分图片（灰色，270
张）的带一个标准差的平均归一化图像对比
度得分情况。从左至右依次为远端对照组，实
验组，近端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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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有样本评分的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分析，其中“美学评价”作为独立的度量。

效应 自由度 MS F p
意念条件 固定 2 2.13 13.09 0.03
不同瓶子条件 随机 3 0.16 0.23 0.87
同一瓶不同水样条件 随机 294 0.69

表 2: 所有美学评分 >1 的样本的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分析

效应 自由度 MS F p
意念条件 固定 2 2.12 11.49 0.04
不同瓶子条件 随机 3 0.19 0.28 0.84
同一瓶不同水样条件 随机 264 0.66

实验组和近端对照组关于兴趣因素的比较结果支持意念假说（全部样本）(t[198] = 1.67, p = 0.05，
单尾检验）。在美学评分大于 1 的样本中，这两组比较的试验结果更加显著 (t[168] = 2.32, p = 0.01，
单尾检验)。当考虑所有样本时，远端对照组比实验组的结晶评分稍微高一些 (t[198] = 0.77)，而在美
学评分大于 1 的样本中远端对照组比实验组的结晶形状评分稍微低一些 (t[168] = −0.14)。

分析 2：图像对比度
从全部样本的情况看，归一化图像对比度得分在三种不同条件7中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p = 0.25；

见表3、表4和图5)，但实验组和近端对照组的对比（所有样本）显示可能存在这种效应，t(198) = 1.85

(p = 0.03，单尾检验)，且对于美学评分大于 1 的样本，上述结果为 t(168) = 1.55 (p = 0.06，单尾检
验)。远端对照组与近端对照组的对比中图像对比度的效应近乎完全相同。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的水结晶美学上的盲评得分和近/远端对照组的盲评得分存在着一定的显

著差异 (p = 0.03)。对于该实验重点关注的实验组与近端对照组的对比情况，评分数据证实了实验组
水结晶的平均美学得分比近端对照组的得分稍高 (p = 0.05，单尾检验)。而以客观的图像对比度为依
据进行的类似分析表明三种不同条件8下的水结晶图像对比度无显著差异。但如果仅对比实验组和近
端对照组的图像对比度，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从而支持意念假说 (p = 0.03)。

但应注意的是，在对全体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时，远端对照组的水结晶比实验组的更漂亮（不显
著）。然而在实验组和近端对照组的对比（这也是本实验主要的关注点）中，这种差异与之前做过的
双盲实验大致相同。本实验在以前的实验基础上扩展引入了 5 个新的因素排除潜在的其他解释。具
体包括：（a）用近端对照组以消除实验组和两个对照组之间的环境差异；（b）将培养皿随机放在冰柜
中，以使冰柜中温度不均匀的系统误差得以平均化；（c）使用三盲实验设计，避免了实验参与者（摄
像人员、评分人员和数据分析人员）对实验的主管预期造成的干扰；（d）引入图象处理步骤，以客观
评价图象；（e）分析所有图片，而不仅是摄像者认为出现结晶的那部分图片。
这些设计元素排除了明显的环境差异和研究人员对观察结果进行主观解释的常见误差，而这两

次实验的结果共同排除了随机性这个解释（未加权的 StoufferZ = 3.34, p = 0.0004)。这似乎表明
远程意念可以影响水结晶的属性（与假设一致）。然而，正如任何包含意念的实验可能遇到的问题一

7【译注】条件 1：是否施加意念；条件 2：同一组的不同水瓶；条件三：同一水瓶的不同样本
8同【译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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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所有样本评分的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分析，使用归一化后的图像对比度作为独立变量

效应 自由度 MS F p
意念条件 固定 2 2.59 2.24 0.25
不同瓶子条件 随机 3 1.16 1.17 0.32
同一瓶不同水样条件 随机 294 0.99

表 4: 所有美学评分 >1 的样本的分层嵌套的方差分量分析，使用归一化的图像对比度作为独立变量

效应 自由度 MS F p
意念条件 固定 2 2.04 1.33 0.39
不同瓶子条件 随机 3 1.54 1.65 0.18
同一瓶不同水样条件 随机 264 0.94

样，研究人员的意念无法被单独从所有参与者的意念中独立出来进行分析，这一点反过来制约了我们
如何合理地解释实验结果。
除此之外，这个实验中还存在很多不可控的自由度，它们可能导致实验受到“意想不到的意念”

的影响。它们都与人的选择相关，例如，从所有瓶子中选出六个瓶子9，将六个瓶子随机分为 3组，选
择与制备水滴，将水滴放入冰柜，用不同的放大级别寻找和拍摄冰粒融化时产生的水结晶，在繁多的
图像对比度算法中选择一个客观的算法，等等。以后的类似实验所受到的挑战是，找到限制这些自由
度的方法，使得对这些因素的限制既不会阻止实验结果的出现，也不会使得实验代价过于昂贵以至于
无法进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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