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发

展农业
,

对于解决十亿多人的温饱问题
,

进而促进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发展
,

具有十分显著的意

义
�

然而
,

传统的增产技术却过多地依赖于使用化学

肥料
,

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加剧
、

农产品品质

降低
�

因此
,

寻找一种既经济实用
,

又有助于作物增产

和品质改善
,

减弱甚至完全消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的

新技术是摆在各国农业专家面前的巫待解决的问题
�

我们依据多年来对高等植物光合作用原初过程中

光能的吸收
、

传递及俘获机制
,

不同作物的需光规律和

光形态建成过程
、

光谱光质选通对作物有效成份形成

的作用和磁场对作物生长发育过程的影响等深人研究

的基础上
,

提出了包括光生物学在内的物理农业新技

术
,

它为解决传统农业存在的间题找到了一把钥匙
�

因为用光
、

磁
、

电三大要素支撑的农业物理技术
,

它所

研究和开发的对象不仅是建立在生物资源可循环的生

物体及太阳能资源的利用上
,

而且还因为它在解决粮

食
、

环境和健康等人类困扰的问题上能够发挥重要的

作用
�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

该技术已经展现出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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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是 #
�

, ∃ %。一
, ’

厘米
, ,
而发生聚变反应的截面仅是

&∋ 一
, ‘

厘米
’�

两者的比值大约为 &∋ 一
‘ ,

这就是说
, &∋∋

万粒氛核打到靶上只有 & 粒氖核发生了聚变反应
�

那

么能否 用两束加速了的氖核对撞的办法实现核聚变反

应呢( 若用两束氖核对撞
,

由于多次的小角库仑散射

累积的偏转角将有可能达到 ) ∋
∋ �

例如两束 , ∗ + ”, 的

氖核累积偏转角为 ) ∋
“

的截面大约是 , ∃ %。一
‘·

厘米
’ ,

而聚变反应截面仅为 & ∋ 一
, ‘

厘米
− �

氖核经过多次 散

射
,

一旦偏离原方向 ) 。
“ ,

就离开了离子束
,

以后就不

会再有机会碰到对撞的氖核了
,

也就是说对聚变反应

没有贡献
,

所以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
�

要实现作为潜在新能源的核聚变反应
,

只能通过

高温等离子体的方法
�

在高温等离子体中氖核和电子

都具有相当大的动能
,

都进行无规热运动
,

彼此不断地

碰撞着
�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氖核有足够多的几率发生

聚变反应
�

这就是说
,

实现聚变反应
,

首先必须要产生

应用前景
�

顾名思义
,

物理农业是指借助物理手段促进作物

增产和品质改善的实用技术
,

主要包括旨在提高作物

光能利用效率的高光效与高吸收功能互促 的 新 型 农

肥
—

光助素
、

农用调光膜和光转换膜
,

以 及用于提高

作物生理活性的激光育种的光磁互促技术
�

众所周知
,

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就是经过光合作

用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

进而推动其生化反应
,

产生物

质积累的过程
�

其中
,

光作为一种物理因子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

现已发现
,

植物的正常发育过程
,

是一个光

形态建成的过程
,

一个需光调控的过程
,

从种子萌发
、

幼苗生长
、

叶片展开及叶绿体发育乃至开花
、

结实都离

不开光的参与和调节
�

不同光照强度和不同波段 的

光
,

对植物生长和成分形成有着不同的影响
�

实验发

现
,

在作物栽培过程中若增加红光照射量
,

会抑制侧根

发生
,

但却能提高作物的含糖量  增加蓝色光
,

会抑制

仆卜柄生长
,

但作物的蛋白质含量增加
�

此外
,

光还影响

着形态结构
、

器官发生和代谢活动
�

利用彩色薄膜对

蔬菜等作物试验
,

发现紫色薄膜对茄子有明显的增产

高温等离子体
�

核聚变能源的成功与否取决于高温等

离子体物理学的发展
,

这话是颇有道理的
�

.∋ 年代初

期
,

科学家们曾制订了宏伟计划
,

满有信心地认为不久

将会实现受控核聚变
�

然而很快就遭到了巨大的甚至

一度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困难
�

例如等离子体中出现

了各种各样的不稳定性以及致命的
“
玻姆扩散

” ,

高温

等离子体刚刚产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 等离子体的存

在时间仅仅是百万分之几秒 0 从.∋ 年代后期开始便不

得不转向高温等离子体物理学的基础性研究
�

在理论

和实验的严密配合下
,

对高温等离子体的特性和运动

规律有了更为深人更为全面的 了解
,

因此从 #∋ 年代以

来核聚变研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
�

尤其是近 &∋ 年来
,

在提高等离子体温度和改善等离子体约束性能方面取

得的成就十分令人鼓舞
�

当然
,

核聚变研究的大规模

开展并不断取得重要进展对于等离子体物理学的蓬勃

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

1待续2



作用
�

在蓝色薄膜下生长的毒果产量有所提高
,

但对

葱
、

蒜生长不利
�

甜瓜在红光下栽种
,

可加速植株发

育
,

果实成熟期提早
,

果内的糖分和维生素含量增加
�

不同光强和光质条件下的作物产量和品质方面的

差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许多问题尚有待深入探

讨
�

但田现有工作结果
,

我们可以看出 � 第一
,

不同光

照和光质条件下生长的作物
,

其色素分子含量1主要是

叶绿素分子的含量2不同
,

这使得作物在光合作用过程

中光能的吸收能力不同
,

因而光合效率有所不同
�

第

二
,

不同光照和光质条件下生长的作物
,

其多种功能酶

活性彼此存在差异
�

正是上述两种主要因素导致了作

物产量和其品质上的差异
�

就某种特定的作物而言
,

如果我们能够在其生长

发育过程中控制最佳的供光条件
,

便能够提高光能利

用率
,

推动光合作用反应
,

进而获得作物的优质高产
�

激光育种的光磁互促技术的作用在于利用激光的

强光
,

配合以磁场微扰
,

诱发作物种子的生理活性 1特

别是酶活性 2
,

获得苗齐
、

苗壮
、

抗病力
、

抗倒伏及早熟
、

增产之功效
�

既然光对作物增产和品质改善具有重要作用
,

那

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不同作物的不同需光特性进行人为

调控呢( 为了解决这个间题
,

我们研制出一种高光效

与高吸收功能互促的新型农用光肥—
光助素和多种

农用调光及光转换发光薄膜
�

它们均能起到提高作物

光能利用之作用
�

光助素是由生物增光材料和微量元素等构成的
�

它不但含有作物生长所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
,

而且还

具备能够发出作物选择吸收所需的光量子
,

提高特征

光子能量利用率及调节微区光环境之功效
�

光助素的增产原理在于它能够发出作物正常发育

特征吸收波段的光
,

提高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和有效

光质的光形态建成过程
,

特别是对弱光作物
、

膜棚下生

长作物或供光不足的作物生长部位
,

能够起到补充光

能或延长光的作用时间的功效
�

同时
,

光助素还具有高

营养吸收的性能
�

除高光能利用所产生的强化物质代

谢过程动力源外
,

微量元素和生物营养物质的掺入将

促进根系发达
,

提高根系活力和酶活性
�

光助素所具

备的 上述两种功能形成一种
“
源

” 、“
库

”

互促效应
,

即地

面高光效促进着营养的吸收过程
,

而地下的高吸收又

将提高植株的光能利用效率
�

这种高光效与高吸收功

能协调互促的结果促进着作物增产
�

此外
,

光谱光质

的选择吸收能极大地推动作物的有效成分光形态建成

过程
,

进而使作物品质得到改善和提高
�

农用调光膜是一种新型功能性农用薄膜
,

它除具

有普通大棚膜的特点外
,

还具有调节光质
、

光转换发光

等特殊性能
�

调光作用的实现是通过调节物质 的 掺

杂
,

使薄膜的透射光
、

折射光的光质
、

光谱及透光率得

到科学合理的改善
,

以充分满足药 用植物透光棚和保

护地有机薄膜的供光需求
�

光转换发光膜能够吸收太

阳光中对作物生长不利的紫外光
,

转换成作物更需要

的长波段的光
�

上述两类薄膜均有促进作物光合作用

的能力
,

达到增产增收的 目的
�

为了配合激光育种
,

我们采用脉冲式磁场
,

对作物

种子的生理活性进行反复诱发
,

取得了显著效果
�

上述物理农业技术几年来在松辽平原
、

三江平原

和黄淮海平原的许多地区的不同类型土壤13 4 值介于
.

�

∋一 #
�

5 之间 2上的试验和推广取得了成功
�

累计推

广光助素 6∋ 万亩
,

增产粮食 & − ∋ ∋ 余万公斤
,

增产蔬菜

近 − ∋ ∋ ∋ 万公斤
,

创经济效益达 & 千余万元
�

平均而

言
,

施用光助素的大田作物一般增产 &∋ 一 &. 7
,

果叶

菜作物增产 巧一8∋ 7
,

人参等药用植物增产 6∋ 7 以

上
�

作物粗蛋白比对照增加 8 9 : 7
,

淀粉增加 , 7
,

维

生素; 增加 &∋ 7 以上
�

光助素和农用调光膜的配合使用
,

六年间1& ) 56 9

& ) 5 ) 2
,

使长白参单产从 ∋
�

, 公斤增加到 −
�

−. 公斤
,

累

计增产 6 :. 万公斤
,

创收益近二亿八千余万元
�

长白

参的单产
、

面积和增产幅度以及单支重都创造了世界

最高记录
�

人参质量经白求恩医科大学和吉林农业大

学鉴定分析
,

人参皂贰总含量和其他一些性能指标多

数 已超过高丽参
�

激光育种的光磁互促技术已推广 5∋ 万亩
,

共增产

粮豆一干余万公斤
,

果叶菜增产一千余万公斤
,

创经济

效益一千一百余万元
�

综合上述结果
,

不难看出 � 物理农业技术的应用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以光
、

磁
、

膜技术为代表的物理农业技术已引起世

界许多国家的重视
�

这是因为它一出现就表现出了与

传统农业的不同特点 � 1%2 降低能耗
,

补充新能源  1− 2

能够改善环境
,

由于物理农业能严格地控制农药和化

肥的使用
,

使水体中的农业化学物质含量降低  18 2改

善农产品质量
,

物理农业能显著地改善农产品质量
,

提

高有效营养成分的含量
,

减少甚至完全免去化学物质

的投人  16 2有助于进一步开发自然资源
,

如提高光能

的利用
�

正因为如此
,

物理农业技术的应用正方兴未

艾
,

有着巨大的潜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