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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计算机技术 的发展和计算机

应用的普及
,

# ∃ 光盘
、

家庭影院
、

电子出版物逐

步进入千家万户
%

计算机的功能已从原来简单

的数字计算
、

打字
,

而代之进行各种设计
,

收看

电视
,

播放电影音乐
,

阅读电子信件和出版物
,

实行资源交流和共享
,

所有这一切成就
,

都归结

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 发展
%

人们对多媒体已

由陌生和好奇转为 了解和 尝试
、

学 习和应 用
%

正如 & 年代的个人电脑
,

∋ 年代的多媒体技术

已把人类社会带人一个全新的世界
%

一 多媒体技术的基础

多媒体技术是能够同时抓取
、

处理
、

编辑存

储和展示两个以上不同类型信息媒体的技术
,

这些信息媒体包括
(

文字
、

图形
、

图像
、

声音
、

动

画
、

活动影像等
%

事物的信息是由预测信息
、

动

态信息
、

反馈信息组成一整体
,

人们对信息的感

知是通过感觉系统来实现的
,

而信息的表示
、

存

储
、

传输是通过各种媒体来实现
%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
,

人们有 了把多种信息媒体统一处理

的能力
,

这就是新兴的产业

—
多媒体技术

,

它

是一 门多方位
、

多渠道
、

多领域
、

多行业的综合

性技术
,

其核心是 被称为
“

多媒体计算机
”

的计

算机技术
%

计算机能够处理 的信息仅仅是经过

编码处理的数字信息
,

如何把各种非数 字信息

转换成数字信息
,

以便计算机去处理
、

存储
、

再

现这些信息
,

这归功于多行业
、

多学科之间的通

力合作
%

首先
,

把各种声音
、

图像
、

文字进行采

样
,

利用一整套声
、

光
、

电转换设备转换成电磁

信号
,

再利用数字编码系统将这些电磁信号编

制成二进制数码
)
其次

,

将这些数据量极大 的二

进制数码存储在一个存取方便
、

容量大的存储

设备中
,

这就是 # ∃ 光盘
,

它通过计算机上 的光

盘驱动器中的一整套完善的光学系统来完成对

二进制数码 的读写
,

再通过计算机的数码
—电磁信号转换系统再现各种声音

、

图像和文字
%

要完成对各种信息的多媒体处理
,

有赖于各信

息行 业 自身基础及其与现代数学
、

现代物理技

术的联系
%

虽然
,

多媒体计算机必须在各种软

件支 持下运 行
,

但 其最基 本 的支持是 物理基

础
%

多媒体技术从一兴起就不仅仅是多种信息

媒体的综合处理
,

而是一门包含多种技术基础

的新兴行业
%

二 多媒体技术在农业科学中的应用

农业是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基础
,

农业现

代化程度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世

界人 口急剧增加
,

生态环境 日益恶化
,

自然灾害

日趋频繁
,

耕地面积严重减少的今天
,

如何去满

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乃至现代化
,

已成为世

界各 国人 民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 “

三色
”

农 业
、

立体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和现实
,

而农业现代化是以科学技术现代化为基础的
,

及紫外线
,

对细菌或病毒产生强烈的相互作用
,

并 由此构成 了全方位对细菌 或病 毒的灭杀环

境
%

特别是经 自由基可以同几乎所有能形成有

生命细胞的分子起反应
%

根据分子生物学的观

点
,

细菌和病毒是带 电的
,

正常细胞膜上的电荷

有助于细胞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

但是 当细菌或

病毒细胞受到带电粒子的作用时
,

其上 的电荷

分布 受到破坏
,

就直接影响细菌或病毒细胞的

生理 活动和新陈代谢
,

最终导致死亡
%

被处理

物品表面上细菌或病毒 在等 离子体高频 电磁

场
、

高能量粒子
、

自由基以及紫外线的作用
、

轰

击和辐照下
,

其 电荷分 布被彻底破 坏
,

如细胞

壁
、

细胞核被电击穿
,

造成细菌病毒迅速死亡
%

由于冷却电极 的作用
,

容器 内的温度可维持在

所需要的较低温度
,

这就实现了在容器内既不

因高温改变被处理物品的结构性能又能达到高

效灭菌的目的
%

低温等离子体消毒灭菌技术
,

除可用于 医

疗器械 的消毒 灭菌外
,

还可用于卫生材料
、

纸

张
、

食品和餐具等需要消毒灭菌的行业或工作
%

这项高技术的应用必将对医疗
、

卫生
、

食品以及

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

现代物理知识



这就决定 了多媒体技术在农 业科学 中大有所

为
(

在农业规划
、

农业生产
、

农业病虫害鉴测与

防治
、

农业生态的保护
、

农业气象服务
、

农 业科

技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广泛应用多媒体技术
,

如

对作物发育成长模型进行计算机模拟
,

可避免

实物研究中干扰因素多
、

周期长
、

费用高等间

题
%

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已使传统农业向精

确农业和持续农业转变
,

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壤
、

水
、

化学 投人等资源
,

实现农 业的根本飞跃
%

美
、

日等发达 国家在农业科学中应用多媒体技

术一 日千里
,

已在农业规划
、

环境鉴测
、

生态保

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

如美国在 & 年代中期

研制成多媒体棉花管理专家系统 #∗+ , −
,

为

美国的棉花丰产提供了保证
%

我国是一个农业

大国
,

但我国人均耕地只有世界的 ./ 0
,

水资源

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的 ./1
,

这一切决定了农业

的根本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

关键是大

力发展农业科技
,

提高农业投人中的科技含量
,

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

吉林农科院研制成的

多媒体玉米生产专家系统声图文并茂
,

直观而

形象
,

增强了科技成果集成力度
,

取得了较好的

经济效益
)
中国农科院

、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
、

国家气象局等单位的科学家利用多媒

体技术对我国农业资源现状
、

利用与农业经济

发展的关系
,

农业区域规划
,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的关系
,

三河 �黄河
、

淮河
、

大运河∀三湖 �太

湖
、

巢湖
、

洪泽湖 ∀综合治理
,

南水北调
,

国土开

发整治
,

中期气象预报特别是对台风
、

暴雨
、

冰

雹等灾害性天气预报方面取得了可喜成果
,

为

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三 多媒体技术在生物科学中的应用

如果说物理学对 ! 世纪科技发展贡献最大

的话
,

而 !. 世纪或许是生物科学的世纪
,

作为生

物科技核心的生物工程正方兴未艾
%

细胞工程
、

基因工程已在物种改 良
、

濒危物种的保存等方面

成效显著
,

多媒体技术为这一研究改善了实验条

件
、

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
%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
、

中科院生物所
、

中国科技大学
、

中国农业

科学院等单位利用多媒体技术来研究生物大分

子结构
,

转基 因动
、

植物的整合性
、

远缘杂交
,

克

隆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
,

而我国在水稻基

因图及其解码上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 美

、

英
、

以色列等国利用多媒体技术来研究生物信息

的产生
、

传输
,

遗传信息的解码
,

大脑神经对信

息的处理等取得了重要进展
,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也正在从事此方面工作
) 在疾病诊断方面

,

我国

专家利用多媒体技术于 .∋ ∋� 年实现了京广两地

远距会诊
,

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还可实现世界范围

内求医
,

也可配合各种信息技术实行传染病全球

鉴测与预防 ) 另外
,

在生物学
、

医学教学上广泛

应用多媒体技术来增强学生的先期体验和感性

认识
,

如对生物体的结构及各器官之间的功能联

系
,

器官内部结构
、

功能及病理过程的多媒体教

学
,

避免了传统教学方法的抽象性和片面性
,

用

多媒体技术来设计理想实验等等
,

达到提高教学

质量的 目的
%

多媒体技术与可祝虚拟技术
、

生物

信息技术的结合必将促进生命科学进人一个新

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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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理论
%

在实验方面
,

它将极大推动中微子

质量与振荡的实验研究
,

例如
( .

%

利用加速器
、

反应堆的长基线中微子振荡实验
%

!
%

低能太

阳中微子能谱的实验研究
,

它将直接测出太阳

中微子能谱
,

给出中微子振荡结果
,

解决太阳

中微子 问题
%

正在酝酿的实验有 34 5# 6 4 和

..4 33, 7 等
,

最有前途的是 34 5 # 6 4
,

它是采用

低放射性的加载稀土 �# 8 或 9 :∀ 闪烁探测器直

接测 出太阳中微子能谱
%

0
%

中微子螺旋度的

精密测量
,

从另一新途径确定中微子是否有静

止质量
%

特别是后两类 �!
,

0∀ 实验
,

花钱不多
,

又符合我国国情与特点
,

我国是稀土大国
,

对此

类探测器的研制和实验具有雄厚的研究基础和

丰富的经验
%

只要有关部门重视
,

抓住机遇
,

并

给以足够的经费支持
,

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不太

长的期间内作出 自己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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