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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何物体内部都带有电荷, 一般状态下, 其正、

负电荷数量相等,对外不显出带电现象,但当两种不

同物体接触或摩擦时,物体中的电子会越过界面, 进

入另一种物体内, 产生静电。因它们所带电荷发生

积聚时产生了很高静电压, 当带有不同电荷的两个

物体分离或接触时出现电火花, 这就是静电放电现

象。

静电火灾是由静电放电而形成的, 静电火灾成

因非常复杂,给预防静电火灾发生带来了困难;但如

明确其产生的条件,对静电火灾的防止具有一定的

意义。静电火灾的形成主要由于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而引起。

一、产生静电的条件

静电起电是物质在相互接触过程中电荷的分离

和转移造成的。由于不同物质的电子逸出功不同,

当两种不同的物质紧密接触时(接触距离小于 25 �

10
- 8

cm) , 在接触面上就会出现电子转移, 使他们分

别带上等量异号电荷。逸出功小的物质, 对电子的

吸引力小,容易失去电子而带正电荷;逸出功大的物

质对电子吸引力大, 容易得到电子而带负电荷。因

此,逸出功不同的物质紧密接触是产生静电的条件。

二、静电放电的条件

物质产生了静电,但能否积聚,由物质的电阻率

和介电常数决定。电阻率小于 108� cm 的物质是静

电的导体,即使产生静电电荷也可瞬间导除。电阻

率为108~ 1010� cm的物质带上静电时电量不大,故

危害不大。电阻率为 1011~ 1015� cm的物质最容易

产生并积聚静电荷, 所以这种物质引发火灾的危险

性较大。

物体并不是一带电就对其他物体放电。静电放

电有多种形式, 其中火花放电能量最大也最危险。

带电体的放电与其本身的电位、形状和放电间隙的

介质有关,其中主要因素是带电体的静电电位。物

体不管通过何种方式带电后,它所积累的静电荷越

多,它的电位就越高(对大地而言) ,周围空间的电场

强度就越大。当电场强度大于空间(放电间隙)介质

的绝缘强度时,就会击穿介质发生放电。

三、静电放电的火花能量

两种不同的物质接触时, 在界面形成一个偶电

层,若把偶电层看成电容器,假设导体放电时一次性

的把全部能量释放出来, 当静电放电的火花能量等

于或大于可燃物的最小点火能量时, 就会发生静电

火灾。

如果可燃物的最小点火能量为 W, C 为导体的

静电电容, 由 W = CV
2
/ 2, 可知其危险电位: V =

2W/ C

因此,若已知导体的电容和可燃物的最小点火能量,

即可大致估算出导体产生危险的界限。

科手术无法治疗的某些部位, 如室间隔和心室后壁

等进行治疗,因此它具有创伤小, 手术风险低, 费用

少,可以反复进行等一系列优点,尤其适合治疗年老

体弱的冠心病患者。

三、低强度激光血管内照射疗法

低强度激光血管内照射疗法( ILLLI)是采用静

脉留置针穿刺静脉,再利用纤细的光纤通过留置针

把毫瓦级的激光引入血管内照射循环流动的血液,

血液不断地吸收激光而产生一系列的光生物学效

应。低强度激光照射人体的循环血液可以降低血液

的全血粘度、血浆粘度、红细胞的聚集能力和血小板

粘附率等,改善血液的流变学指标。同时它能够提

高血液中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分子的含量, 而红细胞

的主要功能则是在其表面吸放 O2 和 CO2, 因此, 低

强度激光照射循环血液可以促进机体氧代谢,增加

机体组织氧利用率。低强度激光照射血液还可以使

在病理条件下被破坏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的活

性产生光致复活, 使 SOD的活性重新加强。与此同

时,低强度激光照射血液还可以提高人体的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的能力, 从而提高人体的整体抗病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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