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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业是我国的传统产业
,

有着近 ∀ 千年 的悠久

历史
。

我国的蚕茧
、

生丝产量均雄居世界首位
,

约 占

世界总量 #∃ ∀ 的丝绸产 品是我 国的重要 出 口商 品
,

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

蚕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 发展也面临着 国

际
、

国内形势和市场竞争的严峻挑战
,

为实现蚕业的

可持续发展
,

需要从各方面去努力
,

加快蚕业的技术

创新
,

其中
,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依靠高科技走

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

近几年
,

蚕业

科学不断地引进和吸收其他 自然科学的技术
,

在技

术创新方面取得 了初步的成就
,

推 动了科学研究的

进展
,

促进 了蚕业生产的发展
。

本文就物理学在蚕

业上的应用作一简要介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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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在蚕业科学中的应用

�∋( 在家蚕抗病方面的研究 磁场作为刺激因

子
,

像其他物理场 �声
、

光
、

电 (一样
,

在一定条件下
,

适当的范围内
,

能对生物体产生效应
。

已有研究结

果表 明
,

适当强度
、

适 当时期 的磁处理
,

可 以显著改

变家蚕的抗病性
。

山东农业大学王裕兴等人在家蚕

催青期每天 以适 当时间用强度 为 ) ! 一∗++ , ∗ 的恒

定磁场对蚕卵进行辐照处理
,

孵化后 的蚕儿在生长

发育过程中对家蚕血液型脓病 �−./ (的抗感染力有

了提 高
。

研 究 还 表 明
,

磁处 理 对 微 粒 子 �− +∗ 0 1 2

3 +

13 40 5∗(感染家蚕过氧化氢 �6
7  �

(代谢有影响
,

苏

州大学赵林川等人 的研究表明
,

催 青期进行磁处理

后
,

− 3� 微粒子病 (家蚕 氏  �

代谢出现 了新的特点
,

初期 6 7  �

含量上升
,

中后期与对 照十分接近
,

早期

89: 活性显著低于对照和单纯感染 − 3 家蚕
,

;<= 活

性与单纯感染 − 3 家蚕一样
,

都显著高 于对 照
。

可

见
,

磁处理可显著改变家蚕氏  �

代谢
,

尤其是保护

酶活性
,

包括 89:
、

;<= 活性
。

其次
,

磁处理对家蚕

的氟化物抗性也有一定影 响
,

经一定强度磁处理水

添食
,

可减轻蚕儿对氟化物的中毒程度
。

��( 磁处理对蚕的生长及若干数量性状影响的

研究 大量研究表明
,

生物体在生长发育 的过程中

同磁场的关系极其密切
,

改变生长发育的磁场条件
,

也就改变了生物体的新 陈代谢
,

从 而产生磁致生物

效应
。

磁处理可提高蚕卵的实用孵化率
,

增强蚕儿

的生命力和提高蚕茧质量
,

能促进当代蚕茧的增产
。

如沈阳农业大学郭殿荣等
,

用磁场
、

磁场加 下射线处

理柞蚕卵
,

显著地提高 了柞蚕 的产茧量
。

苏州大学

陆生海等
,

采用不 同磁场作用剂量 的恒定磁场辐照

处理家蚕卵
,

可使蚕卵的实用孵化率提高 ∀
&

> ? 一

>
&

≅ ?
,

结茧率提高 �
&

) ? 一 ∀
&

) ?
,

磁处理后的全

茧量
、

茧层量
、

茧层率 分别 提高 !
&

) ?
、

Α+
&

∀ ? 和

# ?
,

可 使 当代蚕 儿 群 体 产 茧 量 增 加 %
&

! ? 一

!
&

≅ ?
。

目前
,

对蚕的磁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形式
Β

一是采用磁场直接对蚕卵进行辐照处理
。

二是采用

磁场处理水喷洒桑叶后喂蚕添食
。

利用 电场或电流处理生物体
,

会引起 电致生物

效应
。

华东师范大学叶士景等研究发现
,

家蚕经电

刺激后
,

孵化整齐
,

可以 增加产茧量
,

一般成茧层增

加 ≅
&

� ?
,

经济收人可增加 Χ ? 左右
。

�
&

射线在蚕业科学中的应用

�∋( 射线辐射诱变育种的研究 桑蚕受到射线

辐射后
,

会表现 出各种辐射生 物效应
。

为此
,

从 # 

年代起
,

人们就注意到利用射线的辐射诱变进行桑

蚕育种研究
。

利用射线 的辐射诱变育种
,

一是培育

一代制种时易于雌雄鉴别的品种
,

如限性斑纹
、

限性

茧色的实用品种
,

二是限于雄蚕品种的培育
,

如限性

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弄脏地板
。

由以上分析计算 可知
Β

涂黄油的面包片落地时

总是弄脏地板
,

这是事物内在的规律所致
,

是科学的

必然
。

它既不是
“

墨菲法则
”

在作怪
,

也不是上帝有

恶意
。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
Β “

上帝高深莫测
,

但他并

无恶意
。 ”

�# 卷 ∀ 期 �总 ≅ ) 期 (



卵色系
、

平衡致死 系的培育
,

用以提高蚕茧产量
,

增

加出丝率
。

在桑树辐射育种方面
,

我国从 � 世纪 ! 

年代以来
,

已选育出不少有价值 的桑 品种
。

如 中国

农科院蚕业研究所
,

用动
;+ 射线 > ∀   伦琴 �剂量率

Α+ + 伦 ∃分 (对
“

一之懒
”

桑品种辐射诱变
,

选出了具有

叶肉厚
,

生长势强 的新品系
。

目前
,

用于桑蚕辐射育

种的射线
,

常见的是 Δ 射线
、

下射线
、

中子
,

其次是 Ε

射线
、 2
射线和紫外线等

。

��( 射线辐射处理蚕卵蚕茧
,

增加产茧量
、

提高

解舒率的研究 如采用镭被中子源
、 ’)> ; ∗

尸;+ 等进

行小剂量照射桑蚕卵和柞蚕卵 的增产研究
,

取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不 仅可增加 产茧量
,

同时还可提高茧

质
。

如辽宁省蚕研所与吉林 师范大学合作进行 的

研究
,

用纯中子 % 
“
∃Φ 耐 个 中子数短时间照射柞蚕

卵
,

可增产蚕茧 ) ?
,

目前
,

此项成果 已在东北广

大地区推广
。

另外
,

应 用射线辐射蚕茧
,

可提高解

舒率
。

�)( 用于防治家蚕蛆蝇病
、

提高蚕体对 ;./ �中

肠型脓核病病毒(抵抗力 的研究 利用射线照射后

的昆虫 不育 技术
,

进行 生物 防治家 蚕蛆蝇 病
。

如

用印 ;。 丙种射线 �剂量率 #   伦 ∃分 (!    伦琴照射

多化性蚕蛆蝇 的蛹
,

可获得 Χ ? 以上的不育效果
,

以控制蚕蛆蝇 的危 害
,

在生产 上取得 了显著效果
。

另外
,

应用射线照射蚕卵
,

可提高家蚕的抗病能力
,

如采用
! ;。射线 % 伦琴 �剂量率  

&

∋Α∃ 而Γ( 照射蚕卵

戊
。

胚子
,

可增强蚕体对 Φ.Η 感染的抵抗力
。

)
&

原子示踪技术在蚕业科学中的应用

�∋( 在病虫害飞迁规律方面的研究 将经过射

线辐射处理后获得 的家蚕蛆蝇的不育蝇
,

用
’

勺
—

碘化钾标记
,

研究蚕蛆蝇的飞迁规律
,

掌握不育蝇释

放的时间
、

位置和释放标准等
,

为生物防治家蚕蛆蝇

病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 ( 用于基础领域的研究 利用 同位素示踪研

究矿物质元素在蚕体内的分布
、

代谢情况
,

以便科学

地进行 饲养管理
。

如用 #∀ ;2 示踪
,

了解 ) 价钙在蚕

体 内的分布情况
,

用 − 2从
), .Ι �磷酸钠 (了解 ) 价磷

在蚕体内的转化过程等 ϑ利用放射性 同位素对蚕 卵

初期发育过程进行研究
,

也可利用放 射性 同位素对

蚕丝合成机理进行研究
,

基本搞清了蚕丝合成的机

理
。

�)( 应用 同位素示踪对桑园土地施肥的研究

用” .少; 2
等同位素示踪

,

研究肥料被桑树吸收
、

分

布情况
,

掌握桑树生长与肥料吸收的规律
,

以便采用

!

正确的施肥方法
、

施肥时间
、

施肥量和各种肥料的合

理搭配等
,

有效利用肥力
,

提高桑叶产量
。

另外
,

利用 )� . 示踪
,

进行对桑树不 同采叶程度

的研究
,

为夏秋蚕的合理采叶提供依据
。

#
&

激光在蚕业科学中的应用

�∋( 激光诱发家蚕变异育种 的研究 激光诱变

育种是通过激光辐射与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来改变

其质量性状
,

并影响其数量性状的遗传的育种手段
,

是以激光为物理因子 的一种人工突变
,

已 被广泛应

用于蚕业科学 中
。

在家蚕方面
,

采用激光诱 发家蚕

变异培育新种
,

已取得一定成效
,

培育 出了性能优 良

的家 蚕 品 种
,

其 茧层 量 提 高 %! ?
,

茧 成 率 提 高

巧
&

> ?
,

茧丝长度平均加长 ∗1
。

如用适当剂量的激

光辐射黑绮蚕
,

可 以诱发产生各种类型的大块 白斑

蚕以及全身出现许多黑斑或半边正常半边 出现许多

白斑和半边黑
、

半边白的嵌合体蚕等
。

安徽省农科

院蚕桑所与中国科技大学合作研究
,

用铰玻璃激光

器辐照普斑蚕
,

出现体型增大
,

茧形变大
,

茧层增厚

的个体
,

又经过逐代变异选择
,

培育出新蚕 品种
“

激

肥
” ,

再用
“

激肥
”

与
“

华五
”

杂交
,

制成一代抗逆性强
、

高产好养的新品种
。

同样
,

在桑树育种方面
,

采用激光辐射育种
,

也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 微束激光用于蚕卵细胞外源基因导人的研

究 近年来
,

采用微束激光对蚕卵细胞导人外源基

因已获得成功
,

如我国学者以华合白蚕卵为受体
,

浸

人黑编家蚕 .8 基因的活性染色体溶液中
,

用激光微

束将外源基 因导人
,

孵化 出的幼蚕中约有  
&

∀ ? 带

有小量黑斑
,

表 明外源基 因转移成功
。

中国科技大

学李振刚等又采用激光微束与显微注射相结合的新

方法进行基因导人
,

这种方法不需要把蚕卵浸人基

因溶液中
,

只需取产卵后 )Κ 之 内的受精卵
,

先 以激

光微束穿孔
,

再用显微注射针将事先从其他受精蚕

卵中提取的活性染色质溶液迅 即滴注入该蚕卵内
,

处理后的蚕卵置于温室 中
,

使其胚胎发育
。

采用脉

冲微束激光在蚕卵上植人异源活性染色质的技术 比

传统的机械方法具有速度快
、

成活率高
、

操作灵活方

便等优点
。

外源基因导入后变异 的幼蚕
,

其变异性

状可以遗传到下一代
。

综上所述
,

物理学 的应用已经在蚕业科学的某

些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成果
,

有的在蚕桑生产上 已获

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

现代物理学 的成就 已越来越

多地被应用到蚕业科学技术中
,

正起 着越来越 重要

现代物理知识



物理学与现代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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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
,

已经渗透到工业
、

国

防
、

医学
、

通讯等各个领域
,

并对它们产生 了深远 的

影响
。

在此仅以现代医学为例
。

物理学不仅为医学

中病因
、

病理的研究和预防提供了现代化 的实验手

段
,

而且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先进的器械设备
。

可以说
,

没有物理学 的支持
,

就没 有现代 医学的今

天
。

%
&

光学对医学的影响

激光在医学上 已广为应用
,

这是利用了激光在

活组织传播过程 中会产生热效应
、

光化效应
、

光击穿

和冲击波作用
。

紫外激光已用于人类染色体的微切

割
,

这有助于探索疾病的分子基础
。

激光光谱技术

用于医学诊断
,

比如癌肿诊断
、

白内障早期诊断正在

发展之 中
。

在治疗方面
,

激光手术 已成为常用的实

用技术
,

人们可选用不同波长的激光以 达到高效
、

小

损伤的 目的
。

激光 已用于心血管斑块切除
、

眼角膜

消融整形
、

结石粉碎
、

眼科光穿孔
、

子宫肌瘤和皮肤

痣瘤等
。

在诊断中使用的内窥镜如 胃镜
、

直肠镜
、

支气管

镜等
,

都是根据光在纤维表面多次发生全反射的原

理制成的
。

医用无影灯
、

反光镜等也是利用光学原

理制成 的
。

近场光学扫描显微镜可直接在空气
、

液体等 自

然条件 下研究生物标 本等样 品
,

分辨率高达 �  Γ 1

以上
,

已用于研究单个分子
,

有望在医学领域获得重

要应用
。

利用椭 圆偏振光可以鉴定传染病毒和分析

细胞表面膜
。

全息显微术在医学上应用也很广泛
。

�
&

放射性对 医学的影响

射线在医学领域应用极广
,

这是基于人体组织

经射线照射后会产生某些生理效应
。

射线可通过反

应堆
、

加速器或放射性核素获得
。

在病因
、

病理研究

方面
,

利用放射性示踪技术
,

使现代医学能从分子水

平动态地研究体内各种物质 的代谢
,

使医学研究中

的难题不断被攻破
。

例如弄清 了与心血管疾病密切

相关的胆固醇生物合成过程
。

现在放射性示踪已成

为现代医学不可缺少的强大武器
。

放射性在临床诊断上的应用 已很普及
,

例如 Δ

光机和医用 ;=
,

;= 可对人体病灶做 断层扫描
,

然后

以图像方式分析和确定病状
。

目前
,

医用 ;= 已成

为临床医学诊断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

而正电子发

射断层扫描 �.Λ = (是一种先进的核医学技术
,

.Λ = 不

仅可生产放射性核素
,

还可用于肿瘤学
、

神经病学和

心病学的研究
,

它可为病变的早期诊断
、

疗效观察提

供可靠的依据
。

放射性在临床中主要用于癌肿治疗
,

针对对常

规外科手术来说困难的疾病 和部位�如脑瘤 (而设计

的作用
。

现代蚕业的发展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撑
,

蚕

业科学对以物理学为依托的高新技术的依赖程度会

越来越高
。

又蚕学的大部分内容属于生物学范畴
,

当今生物学的理论研究 已进人分子水平
,

物理学的

作用越发显得重要
。

因此
,

物理学在蚕业科学中的

应用前景将是十分广阔的
。

由于物理技术在蚕业科

学上的应用时间还不长
,

大多数应用还处在摸索阶

段
,

特别在机理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
,

还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
。

作

究》等 � 余篇论文
,

有研究
。

者 简 介

陆生 海
,

男
,

%Χ # Χ 年 ≅ 月

生
,

汉族
,

江 苏省昆 山市人
。

现

在苏 州大 学理 学 院 物理 系工

作
,

副教授
。

长期从事农业
、

生

物物 理 方 面 的教 学与研 究 工

作
,

发表 了《磁生物效应对 家蚕

抗氛力 的影 响》
、

《恒定磁场辐

照处理 家蚕 卵的 生 物效 应研

对物理学在蚕业方 面的应 用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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