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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技术
、

激光技术的发展
,

% 射线
,

&射

线
、

激光已用于农林
、

医学和生物科学的各个领

域
,

但 在农 业方面的研究
、

推广远不如 医学
,

尽

管它们在农业应用方面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

一
、

% 射线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 射线是处于 ) ( ( ∗ +一 ‘, −. 一/ ( )∗ +一 , −.

之间的电磁波
,

与普通光线一样
,

对照相胶片有

感光成像作用
,

但反映的本质有所不同
∋

可 以

利用 % 射线对农作物摄影
∋

% 射线进人生物体

内
,

使生物体 内的分子和原子产生电离和激发
,

发生一系列生化反应
,

从而引起 生理变化与遗

传变异
∋

因此
,

可以用来培育新种
∋

)
∋

% 射线在检测与诊断方面的应用

利用软 % 射线
,

能定点
、

定株
、

定时地在农

作物生 长条 件下对植物器 官 +包括 茎
、

叶
、

花
、

果
、

种子−进行形态解剖
、

内部器官 发育进程及

隐蔽病虫等观察诊断
,

对植物生理学研究
、

植物

保护
、

种子的采收与储藏均有实用意义
∋

∀
∋

% 射线在育种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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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 了世 界 上第 一个 辐射 诱 变 的烟 草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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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01 ,0 年
,

根据 国际原子能机 构

+<= > = −的报告及有关资料统计
,

全世界用 % 射

线诱变成农作物及观赏植物品种共 0 # 个
,

占

原子或分子运动到邻近位置的时间很短
? 施加

任何切变作用都会引起液体流动
,

其粘滞系数

与切变速率无关
,

为牛顿液体
∋

而复杂液体则

有下列特征
≅

分子或组成单元较大
,

尺度为几
一

十

人或更大
? 相互作 用能 比 Α 3 大得多

?
分子或构

体单元运动弛豫效应显著
?
粘滞系数与切变速

率有关
,

一般为非牛顿液体
∋

复杂液体 中可呈

现多种特别的结构形式
,

如 自组织
、

分形
、

某些

长程有序等
∋

复杂液体中特殊的结构和特性引起了人们

广泛 的关注
∋

它们不但有 丰富的物理 内涵
,

而

且有重要的应用前景
∋

材料制备很多以液态为母相
,

如冶金
、

玻璃

制备
、

晶体生长
、

化工制品等
∋

对液态的研究不

仅能认识这一基本物态
,

而且直接关系到对材

料制备机理 的了解
、

物相的获取
、

质量和成分 的

控制
、

工艺和改进
∋

对凝固结 晶机制的认识也

有助于了解矿物形成的规律
∋

用现代物理的理

论和实验方法深人研究这些物质和反应 中的微

观结构
、

相互作 用和变化规律必将大大促进这

些领域 的发展
∋

液体对生命体维系生命关系极

大
,

养料和能量的输送
、

药物的作用均通过液体

进行
∋

生物体的体液
、

细胞
、

细胞膜等是分子 自

组装 而形成的各种有序程度不同的复杂液体
,

其不同的结构具有特定的生理功能
,

发展对这

些复杂液体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对生命科学具有

重要意义
∋

液态物理是凝聚态物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对象广泛
,

内容丰富
∋

然而
,

与人们对气体和

固体 的认识相 比
,

对液体的认识还很不深人
∋

这主要是 由于研究液体存在着理论和实验上的

困难
∋

随着实验技术 的发展
,

以及理论和计算

能力的提高
,

特别是社会和技术发展的需要
,

液

态物理 的发展 必将出现一个令人振奋 的新 时

期
∋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投人到液态研

究领域
,

并形成多学科 的交叉
∋

完全有理 由认

为
,

在 ∀0 世纪
,

液态物理学将 会成 为一 门重要

的
、

内容丰富的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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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理化手段育成新 品种数的 �! Β 仅次于应

用 &射线育成的新品种数
≅
Χ #∀ 个

∋

可见
,

%射线

是一种颇有成效的育种手段
∋

二
、

&射线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丫射线是处在 一。+一 ”’. 一 0! +一 ’∗ ,. 之间的电

磁波
,

与 % 射线一样都属于电离辐射线
,

作用于

生物分子
,

使其电离
,

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生化反

应
∋

利用&射线 已培育出许多新 品种
∋

)
∋

Δ 射线在农作物增产方面的应用

大量材料表明
,

农作物种子播种前用一定

计量的射线照射
,

可提高产量
,

而且能改进农产

品的质量
∋

例如
≅

用剂量为 0! ! ! 拉德 +剂量率

Ε ! 拉德 Φ 分 −的丫射线照射种子
,

与不照相 比
,

蛋白质增加  #
∋

∀ � 千克 Φ 公 顷
,

脂肪增加 0! !∋ 1

千克 Φ 公顷
∋

∀
∋

用&射线辐射昆虫以 防治害虫

用一定剂量的& 射线照射蛹期或成虫阶段

的雄性害虫
∋

使其生殖腺功能全部破坏
,

但对其

他形态及生理上的特征没有影响
,

仍能保持寻找

配偶的能力
,

但不能与雌虫产生后代
∋

然后
,

将

这种经辐射处理的不育雄虫
,

通过区域性连续超

量释放
,

使之与 自然界种群相竞争
,

经过若干代

后
,

自然种群数量减少
,

以至有可能完全消灭
∋

∃
∋

下射线在农产品贮藏方面的应用

&射线在抑制细菌
、

真菌和许多微生物 +它

们是食品腐败的原 因−的生命方面效率是很高

的
∋

它可以保存食品的原有品质和营养价值
,

而且对人体是无害的
∋

例如
,

用剂量  一巧 千

拉德的 & 射线照射马铃薯和洋葱
,

可以抑制发

芽
,

延长贮存期
∋

据不完全统计
,

目前已有 ∀!!

多种 农副产 品辐照保鲜
、

杀虫等方面 的研究
∋

有 】, 种农产品已被卫生部批准投放市场
,

其 中

有马铃薯
、

花生仁
、

稻谷等
∋

三
、

激光在农业方面的应用

激光照射生物
,

对生物产生热作用
、

光作

用
、

压力作用和电磁作用
∋

低剂量激光照射生

物
∋

对生物产生刺激作用
,

表现为生物的生长

发育受到促进
,

新 陈代谢加 强
,

动物免疫力增

强
,

生长加快等
∋

激发照射农作物
,

还可引起染

色体畸变
,

产生遗传性变异
∋

0
∋

激光在农作物增产方面的应用

用低剂量激光
,

在播种前
,

对粮食种子进行

照射处理
,

引起 当代作物的生物刺激效应
,

促进

其生长发育
,

增产并提高果实品质
∋

用激光照

射水
,

以之灌溉
,

可使农作物早熟增产
∋

∀
∋

激光在育种方面的应用

我国激光诱变育种是从 01 Ε∀ 年开始的
∋

据不完全 统计
,

截至 01 1! 年 已育成农作物 +含

果树−新品种
、

新品种系 �! 多个
,

而且大部分新

品种已在生产中得到大面积推广
∋

∃
∋

激光在农产品贮藏方面的应用

用激光照射大蒜
,

可以抑制大蒜发芽
,

延长

大蒜的贮藏期
∋

这一技术 目前已被推广使用
∋

四
、

总结与展望

0
∋

在农业增产方面
,

用 %射线
、

&射线
、

激光

均可获得增产效果
,

但增产效果不稳定
,

需进一

步研究
∋

用不同的方法或用同一方法
,

对不同的

农作物需采用不 同的剂量 或强度
∋

用与之相

适应的剂量才能有增产效果
,

过低则不明显
,

过

高又会产生杀伤或致死效应
∋

其中的关键是从

基础研究出发
,

寻找和探索使不 同农作物稳定增

产的处理条件及规律
,

并推广到农业生产中去
∋

∀
∋

在育种方面
,

用 % 射线
、

&射线
、

激光均

可获得新品种
,

激光育种与另两种方法相 比
,

具

有如下优点
≅

+0− 激光作用温和
,

成活率高
? +∀−

激 光对电离辐射损伤有修复作用
? +∃− 安全

、

易

防护
、

无污染
∋

目前
,

这三种育种方法尚不能定 向诱变
,

应

用时工作量很大
∋

但其设备简单
,

使用方便
,

易

防护
,

无公害
,

诱变效果较高在育种方面仍具有

较高的使用价值
∋

∃
∋

在农产品贮藏方面
≅

与传统方法相 比
,

用丫射线或激光具有许多工艺
、

技术
、

经济和质

量上的优点 +减少食品中的化学物质含量
,

降低

能耗等 −
,

因而是今后解决农产品食品贮藏问题

的有效方法
∋

�
∋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
≅

用& 射线辐射不育

法 防治害虫
,

虽然可行
,

但效果较慢
∋

目前
,

使

用较多的是化学试剂防治害虫
∋

如何用物理方

法和技术防治害虫是 目前国内外讨论的热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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