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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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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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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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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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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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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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是一种先进的核医学技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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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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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粒子手术刀 已得到了推广
,

其 中常用的有 ∋ 刀 和

下刀
。

快中子
、

负 二 介子和重离子治癌也在进行
,

它

们对某些抗拒 下射线的肿瘤有 良好的效果
,

但是价

格高昂
,

世界上已有许多实验室在临床使用
。

其次
,

粒子手术刀对许多功能性疾病如脑血管病
、

三叉神

经病
、

麻痹
、

恶痛
、

癫痈等也有很好的疗效
。

另外
,

利

用放射性可对医疗用品
、

器械进行辐射消毒
,

具有杀

菌彻底
、

操作简单等优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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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学对 医学的影响

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医学诊断中已得到重要应

用
,

它综合利用 了核磁共振
、

磁场梯度扫描和计算机

成像技术
。

同医学上 的 ∋ 射线成像
、

超声成像和正

电子成像相 比
,

核磁成像具有可分辨原子核 �元素 #

和状态的优点
,

可获得更多生理和病理信息
,

是一种

先进的诊断手段
。

人体内存在 电磁场
,

可为医学疾病 的诊断提供

重要的检测依据
。

脑电图
、

心电图早 已用于脑部疾

病
、

心脏疾病的诊 断
,

与之相对应的脑磁 图
、

心磁图

在医学诊断上更为准确有效
,

但 由于技术和价格等

原因在临床诊断上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

对肺磁图的

认识较 晚
,

它对肺部疾病 �如尘肺病等 #的诊断 比 0

射线更为有效
。

目前
,

有些发达 国家 已把它作为肺

部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
。

由于原有 ∋ 射线造影剂 �钡餐 #效果不够理想
,

人们研制了磁性 ∋ 射线造影剂
,

现在 已用于临床诊

断
。

这是一种具有磁性的流动液体
,

对 0 射线具有

较好吸收率
,

通过改变外部磁场
,

它几乎可到达身体

内的任何待查部位
,

而且不会在体内凝 固
。

电子显微镜在医学 中应用广泛
,

可用来观察普

通光学显微镜不能分辨的精细结构
,

如生物 中的病

毒
、

蛋 白质分子结构等
。

电子显微镜根据 电子束照

射物体并成像的原理
,

利用电子束通过磁透镜 �基于

磁聚焦原理 #进行聚焦
,

然后通过加速电压能产生波

长很短的电子波
,

其放大倍数是普通光学显微镜的

几十倍甚至几十万倍
。

另一方面
,

在 医学 中利用 电磁原理可改善人体

内部的微循环
,

达到治病保健 的作用
,

如血液循环机

和各种磁疗仪等
。

根据人体与电磁波的相互作用
,

在医学上利用电磁能的热效应进行肿瘤的高温治疗

和一般热疗
。

粒子加速器在医学中用来产生用于诊

断或治疗的射线
,

也可用来生产注人人体内利于显

像的放射性物质
,

它是利用带 电粒子在磁场 中的运

动规律制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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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对医学的影响

超声在 医学 中用于诊断和治疗
,

由此形成了超

声医学
。

超声波在临床诊断上的应用相 当广泛
,

它

主要是利用超声 良好指 向性和与光学相似 的反射
、

散射
、

衰减和多普勒效应等物理规律
,

利用超声发生

器把超声波发射到体内
,

并在组织 内传播
。

病变组

织的声阻抗与正常组织有差异
,

用接受器 把反射和

散射波接受下来
,

经过处理显像后就可对 病变进行

诊断
,

比如 1 超
、

2 超和多普勒血流仪等
。

为了提高某些微小病灶 �例如小肝癌等#的检 出

水准
,

声学中的非线性问题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
。

近

来
,

非线性参量成像 已成 为超声诊断的一个研究热

点
,

二次谐波成像是最新发展的方法之一
。

二次谐

波的应用基于声学造影剂
,

在超声诊断时预先 注入

人体待查部位超声造影剂
,

这样可增加血流信息
,

有

利于病灶的显示
,

二次谐波成像在冠状动脉疾病诊

断 中已受到广泛的重视
。

超声在治疗方面的应用是基于超声在人体内的

机械效应
、

温热效应和一些理化效应
。

有超声碎石
、

超声升温治癌
、

超声 外科手术刀 以及超声药物透人

疗法
,

超声可用于治疗硬皮症
、

血管疾患
、

腰腿疼
、

精

神病等许多种疾病
。

临床上使用的有多种超声治疗

机
。

另外
,

超声在美容中用于超声洁牙
、

超声减肥

等
。

在医学上用来进行活体观察 的声学显微镜
,

是

利用声波来获得微观物质结构的可见 图像技术
,

它

是集声学
、

压电
、

光学
、

电子学和计算机等成果于一

体的高科技仪器
。

目前
,

物理学在医学应用中的深度和广度正在

进一步拓展
,

往往需要综合利用多种知识
,

比如能迅

速缓解疼痛病状 的声 电疗法
,

就是综合利用 了超声

和交流电
。

在其他方面
,

液晶在医学 上已用于医 疗

热谱图 �诊断乳癌
、

血液疾病等 #和其他显像技术中
。

超导等技术在医学中也有应用
。

总之
,

物理学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

现代医

学对物理学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
。

我们相信物理

学在医学中将会获得更 多的应用
,

并为医学的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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