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户

奇

萤火虫发光是一种常见的生命现象
�

其实
,

能发

光的生物远不止萤火虫一种
�

大千世界
,

天空飞的 昆

虫
,

地上爬的软体动物
,

水里游的鱼
、

虾
,

以及栖息于海

洋之中的种类繁多的菌类⋯⋯ 色们之中
,

能发光者不

胜枚举 � 人休会发光吗  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

科

学家们曾用特殊的仪器
、

技术
,

对人体和动
、

植物进行

了大量的测量
,

结果发现
,

只要是活人或活的动植物
,

乃至一切活性细饱
,

他们每时每刻都可 以发 出肉眼 看

不见的超微弱冷光来
�

研究者们将这种生命系统的超

微弱光子辐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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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 3 4
�

54 与萤火虫等生物发光不同
�

生物发光是由虫萤

光素酶催化的一种氧化作用所引起的
,

本质上是一种

生物
—化学作用

,

而 54 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生物

一化学一物理作用
�

二者不是一码事
�

有人认为
,

生

物休发光倒有可能是 54 所触发的一个过程
�

54 作为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
,

作为生

物休固有的一种功能
,

它控制着整个细 包的新陈代谢
,

支配着细抱和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和功能调节
�

就人类

而 言
,

54 强度与健康状况
、

年 龄密切相关
�

体质强者

大于体质弱或慢性病患者
,

青壮年明显大于老年或少

年
�

此外
,

身体表面的 54 强度是随部位而异的
�

一

般手指和足趾端 5 4 较强
,

虎 口 !拇指和食指间连接部

分2次之
,

但虎口 54 又大于手心
、

手背
,

足背比躯干

54 强
�

就某一部位而论
, 54 强度基本维持在某一

水平不变
�

然而
,

某些部位虽然相邻
,

但却有 54 强

度相差悬殊的情况
�

由于 54 与 各种活动相联系
,

因

此通过对 54 的测量和分析
,

可以深入地认识这些生

命过程
�

在此基础上
,

还可能利用各种手段!物理的
、

化学的
、

生物的等2人为地调节 54 ,

以控制!加速或抑

制2生命过程
�

在癌症研究中发现
,

癌细胞与正常细胞 的 54 相

云

差很大
�

通过对 5 4 的测量和分析
,

不仅 可以诊断癌

症
,

还可以了解细泡癌变过程的所有细节
�

如果人为

地调节这一过程的 5 4
,

可以达到抑制细胞癌变的目

的
�

由于健康人与患者的 54 大不一样
,

不同类型疾

病的 5 4 也有明显差别 因此
,
通过对人体表面或血液

所发出的 54 进行测量
,

就可准确地进行疾病诊断
�

在生理
、

病理学研究中
, 5 4 也是一项极其灵敏的

指标
�

研究者运用针刺机理
、

经络学说
,

采取中西医结

合的方式
,

开展了人体与动物体的 5 4 研究
�

结果发

现
,

人体左右对称部位!如左右手上的两个拇指2的 54

强度
,

都巧妙地

—
对应

�

但病人则会出现与疾病相

关的 5 4 不对称部位
�

如 6 急性支气管炎患者的拇指
54 明显不对称

,

而且 54 强度较大
�

因此
,

利用人体

超微弱发光探测器
,

可以作出准确的诊断
�

对许多动

物进行实验 , 也得到了与上述结论相吻合的结论
�

研究者通过物理
、

化学
、

生物等手段
,

使动物组织
、

器官或全身受到损坏或功能受到改变
,

造成与病人十

分类似的各种病症
,

进而对中医祈说的
“
症

”
进行研究

�

结果发现
,

随着动物虚症的出现
,

其 5 4 强度明显下

降
,

并且随着动物虚症的加重
、

恢复
, 54 强度也随着

有规律地减弱
、

恢复
�

而且
,

不同虚企还各有其不同的

变化特点与规律
�

中医理论认为
,

经络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
�

为

了弄清经络的来龙去脉
,

证实针灸治病的科学性
,

国内

学者对患有不同病症的患者
,

治疗前进行测试
�

结果

发现
,

在与其疾病相关的穴位上
,

出现了 5 4 不对称的

变化
,

即 失衡现象
�

经几次针刺治疗后
,

失衡现象便有

显著改善
,

虽然未达到健康人的水平
,

但失衡却向平衡

转化
�

这除表明针刺对机体具有调节作用外
,

还证实
一

%

54 与胜腑相关的说法
�

当用针刺
、

低频脉冲电流等

方法刺激人或动物经穴时
,

在经络线的远端
, 54 便出

现有规律的改变 7而刺激点与经穴仅距半厘米
,

就不众



超导体的

零电阻 现 象
,

意味着是不消

耗电能的
�

当

超导体刚被发

现时
,

科学家

自然就想到了

这一特性的应

用
—

主要是

强磁场及磁场

技术有关的能

源技 术 的应

用
� ’

所谓强磁

场
,

是相对电

磁铁的能产生

的磁场强度而
言的扩其值夔
到铁芯磁饱和

强度 !约 8 9 )

奥斯特2 的限

制
,

通常只能

产生 89 ) 奥斯

特 左右的 磁

场
�

因此
,

一

般把明显高于
:; ) 奥斯特的

磁场称为强磁

场
�

导滋体
�

到了 < , = = 年
,

莫特马用 > ? 线做成了一个

具有铁芯的电磁铁
,

在 ≅
�

8 ) 可以产生 Α ) 奥斯特的磁

日 水冷铜线圈 , 尹

一 超导磁铁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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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超导磁体
,

电磁铁和水冷螺线管磁体的

功率消耗比较

场
,

在 % / 0。年奥特勒相继用 1 2 线做出了 1 2 螺线

管超导磁体
,

一

在 3
#

∃ , 能够产生 牛
#

∀ , 奥斯特的磁场
#

在更晚的时间
,

孔兹勒用 4 。一 5 “
合金线获得了 % 6 ,

奥斯特的磁场
#

这些努力的结果都没能成功的用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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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 %% 年
,

翁纳斯及其合作者就着手用当时所

发现的软超导体
,

绕制了世界上第一个超导螺线管磁

体
#

虽经过几年的努力
,

磁场仅达到几百奥斯特
,

超导

电性就被破坏了
#

现在知道
,

软超导体的临界磁场就

只有几百奥斯特
,

临界电流也很低
,

不可能产生强磁

场
#

%/∀ 。年
,

硬超导体 < 2 一=> 合金被德哈斯和沃葛

德发现
,

并且在 ∃! , 奥斯特的磁场中仍然继续保持着

超导电性
#

但是
,

他们也未能用它绕成一个强磁场超

图 ∃ 螺线管磁体的体积与

电流密度之间的关系
#

体产生 一 个 强 磁

场
,

但科学家们并

未气馁
#

孔兹勒及

其合作者在%/ 0% 年

发现 1 2 管 1 2
∀? �

+ 即 1 2声� 粉装在
1 2 管里加工成线

,

∃ 称孔兹勒管. 在
≅ !, 奥斯特磁场下

仍然 具有 %!
,

人Α
。;

’

的临界电流密

度
,

这才真正开辟

了超导强磁场的新

纪元
#

他在 %/ 0 ∃

年制成了场强为 Β Χ , 奥斯特的第一个超导强 磁场 磁

体
#

8 / 0 ∀ 年马丁用护散 1 2
,

?� 电缆成功地制造了第

一个超过 % !! 奥斯特的超导磁体
#

在超导强磁场获得

突破性进展以后
,

与磁场有关的超导应用研究也逐渐

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

这里仅简要介绍超导磁体
#

超导

磁体除了有其自身科学意义外
,

它还是超导大规模应

有这种现象
#

当用药物封闭经穴周围神经时
, <Δ 信

息通路也同时中断
#

现已查明
,

人的体表上有 %∃ 条高

<Δ 线
,

其 <Δ 强度为线外的一倍半左右
#

这些高 < Δ

线与中医所说的经穴
、

经络线基本重合
,

从而为经络学

说提供了佐证
#

<Δ 在药理学领域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

例如

给某个生物体注人某种药剂后
,

这个生物体的 < Δ 如

果先发生异常
,

最终完全消失
,

表示这种药剂对该生物

体是一种毒性物质
#

注入该毒性物质后
,

又注入另一

种药剂
,
如果该生物体的 <Δ 能恢复正常

,
则说明该

药剂有解毒作用
#

利用 <Δ 还可以检验病人对某些药

物是否过敏
#

具体作法是
,

在患者血清中加入待测的

药物
,

观察混合物的 <Δ
#

一般情况下
,

耐药与不耐药

两种病人的 <Δ 差别很大
#

这一方法只需要 %6 一 ∃!

分钟
,

而且灵敏
、

准确
#

<Δ 作为生命系统的一个极其灵敏的生物指标
,
已

开始应用于许多领域
,

而且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它的发展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

但是也应该看到
,
在 Ε Δ

的基础研究中
,

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
#

卜 ·

只有

通过更深入的研究
,

才会更深刻揭示 <Δ 的奥秘
‘

我

们相信
,

在不久的将来
,

<Δ 将会对生命科学研究
、

医

学诊断及对发掘祖国医学遗产做出重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