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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压静电场促进植物生长技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o它包括静电种子处理和静电场生长环境等技术 q文

章论述了该技术的实施方法 o并报道了已经取得的初步成果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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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µ³̄¤±·ªµ²º·«¬±¤± ¨̄ ¦̈·µ²¶·¤·¬¦©¬̈ §̄o¤±§¶²²±q×«¬¶³¤³̈µ§¬¶¦∏¶¶̈¶·«̈ ¬̈̈ ¦∏·¬²± ²©·«¬¶·̈¦«±¬́∏̈ ¤±§

µ̈³²µ·¶·«̈ °¤¬± ¤¦¦²°³̄¬¶«° ±̈·¶¤̄µ̈¤§¼ ¤¦«¬̈√ §̈q

Κεψ ωορδσ  «¬ª«2√²̄·¤ª̈ ¨̄ ¦̈·µ²¶·¤·¬¦©¬̈ §̄o¶̈ §̈³µ²¦̈¶¶¬±ªo¶«²µ·2·̈µ° ³̄¤±·¦∏̄·¬√¤·¬²±

  人类和各种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是一个十

分丰富和复杂的物理环境 o不仅有阳光 !空气和水 o

有变化莫测的地磁场 o有力 !热 !声 !光和放射线各种

效应 o也存在着一个天然的电场 o这个天然电场是由

电势高达 vys®∂ 的电离层和电势为零的地球产生

的 q地球表面附近 o电场强度约为 tvs∂ r° q同时 o每

一秒钟有大约 t{ss≤ 的正电荷在大气中通过各种

渠道流入地下 o而突出于地面的各种植物正是这

t{ss� 大气电流的重要通道 q生活于地球表面的各

种生物已经习惯于这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物理环境 o

各种物理因素都成为影响生物生长的重要因素 o不

可或缺 q科学研究发现 o大气电场和大气电流对植物

的生长如同阳光 !空气 !水一样是十分重要的 q植物

生长于大气电场强的地方 o其光合作用就进行得快 q

如果场强为零 o植物会停止吸收 ≤ �u q场强足够大

时 o植物甚至会违反常规 o在光补给点以下吸收

≤ �u q但是 o大气电场不是一个稳定的场 o带正电荷

和带负电荷而又游动飘浮的云 !各种空间电荷以及

雷电现象等等 o都会使地球表面附近各地的大气电

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q在自然界 o局部的电场变异引

起植物生长变异的情况常常引起轰动 o历史上记载

的重花重果 !冬花冬果 !多花多果 !异花异果 !暴长巨

化等变异现象的出现 o除了气候变化异常外 o也是与

自然电场的变异直接有关的 q如果在植物生长环境

中 o人工设置一个与自然电场同方向或者反方向 o而

电场强度为自然电场的数倍 !数十倍 !甚至数百倍 !

数千倍的人工静电场 o必然会促使植物生长出现/ 人

工变异0 o在静电场场强合适的情况下 o获得丰产丰

收的效果 q这就是高压静电场促进植物生长技术所

依据的理论 o这种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o为植物生长

创造一个优异环境的思想 o也是静电生物工程的工

作原理和企盼的目标 q

经过我国许多静电工作者的多年研究和长期实

验 o发现对植物种子进行高压静电场处理和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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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过程中 o通过设置人工静电场 o使其定时 !定

量地受到高压静电场的影响 o都可以使植物生长周

期缩短或延长 o使植物枝叶更加繁茂 o果实更加硕

大 o从而达到促进植物生长的目的 q中国物理学会静

电专业委员会历届静电学术年会论文集和5静电6杂

志中 o都刊载了不少文章 o报告了这方面的成果 o介

绍了各种实验方法 q

高压静电场种子处理技术就是把植物种子放置

于场强大小适宜的高压静电场中 o处理一定时间后

再及时播种 o使其发芽生长 q其试验装置可使用一台

输出高压可以连续调节的高压静电电源 o把高压输

出端和零线端分别与用有机玻璃或其他绝缘材料隔

离开的两块圆形平行金属薄板相连接 o两块带电的

平行金属薄板中间 o形成了一个电场强度大小可以

调节的均匀静电场 o把植物种子均匀撒布在下金属

板上 o即可对植物种子进行高压静电场处理 q为了处

理数量较多的植物种子 o也可设计制造对植物种子

在运输传送带上进行高压静电场处理的静电种子处

理机 q对植物种子的处理 o能提高种子活化能和种子

内多种酶的活性 o对种子有消毒杀菌作用 o可提高种

子的发芽率 !发芽势 !活力指数和减少植株病虫害 o

改善植株的品质 q高压静电场场强的大小和种子处

理的时间 o对不同的植物种子来说 o其数值有不小的

差异 q例如 o对白菜 !油菜 !萝卜等小颗粒种子 o在电

场强度为 vs®∂ r°的高压静电场中 o只需处理 x°¬±

左右就行了 q而对豌豆 !黄豆 !花生等较大颗粒种子 o

则要在电场强度为 tss®∂ r° 的高压静电场中处理

us°¬±左右才行 q各种植物种子处理所需的最佳电

场强度和最佳处理时间是通过多次反复试验来确定

的 o在前述的参考资料中 o可以查到这些参考数据 q

需要指出的是 o处理种子时电场强度过大 o处理时间

过长 o会使种子受伤害 o甚至死亡 q而电场强度过小 o

处理时间过短 o又会造成处理效果不明显 q目前 o有

的地区和单位已生产出静电种子处理机出售 o据生

产厂家称 o能对小麦 !水稻等大田作物种子作批量处

理 o使其产量提高 x h ) ts h q还要特别指出的是 o

经过高压静电场处理的种子 o必须及时播种 o最迟不

超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要播种完毕 o否则处理效果

就不明显 q

在植物生长区域设置人工高压静电场的方法有

多种形式 o在上面提到的中国物理学会静电专业委

员会历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和5静电6杂志刊载的有关

论文中 o也有介绍 q我们在试验中采取的是在植物生

长区域的上方 o用绝缘支架架设一副用细金属丝构

成的屏网 o其高度可以调节 q用一台输出高压数值可

以调节的高压静电电源 o使其高压输出端与金属丝

屏网联接 o零线输出端接地 q这样 o就在植物生长区

域设置了一个人工高压静电场 o其电场强度通过调

节高压静电电源的输出高压 o或者调节屏网高度都

能调节 q为了防止金属丝屏网与植物枝叶之间发生

放电现象 o两者之间的距离应保持在 s1x° 以上 o随

着植物的生长 o要不断调节屏网高度 o以保持这个距

离 q这样设置的高压静电场控制方便 o实用性强 o使

用效果好 q

对不同的植物 o应该选取不同的高压静电电场

场强和每日开机时间 q实验表明 o这个数值也不必太

精确 o静电场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o目前还没有精确的

公式 o只有试验总结出来的数据范围 q我们经过两年

多的时间 o对部分食用菌 !蔬菜和花卉等 o进行了高

压静电场促进其生长的试验和观察 o取得了明显的

效果 o现把初步试验结果总结如下 q

ktl食用菌

试验对象为猴头菇和平菇 o高压静电场的场强

为 tss®∂ r° o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开机 u 小时 o结果

与无静电场的对照组相比 o猴头菇产量提高 vz h o

生长时间缩短 uy h ~平菇产量提高 xt h o生长时间

缩短 ww h o效果明显 q

kul蔬菜

对叶类蔬菜 o试验对象为芹菜 !生菜 !油菜和韭

菜 o高压静电场的场强为 yx®∂ r° o每天在植物光合

作用最旺盛的时间开机 w 小时 o与无静电场的对照

组相比 o蔬菜枝叶肥大 !粗壮 q测试结果 o蔬菜成熟时

间比对照组缩短 o其中芹菜缩短 { h o生菜缩短

{1v h o油菜缩短 tz h o韭菜缩短 vy h ~蔬菜产量提

高 o其中芹菜提高 vy h o生菜提高 xv h o油菜提高

vt h o韭菜提高 |{ h q

对果类蔬菜 o试验对象为西红柿 o高压静电场场

强为 yx®∂ r° o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开机 u小时 ot||{

年 v月 uy日植入西红柿秧苗 o并设置无高压静电场

对照组 qtv天后统计 o试验组比对照组植株高度高

tu1x¦° o茎粗多 s1v¦° o开花率高 v{1| h qu{ 天后

统计 o座果率试验组比对照组提高 ws1u h qy月 t日

开始采摘西红柿到 z 月 t 日止统计产量结束 o试验

组比对照组提高产量 ut h o而且试验组结果期延

长 o对照组已无开花座果的植株 o而试验组中植株仍

在开花座果 q

kvl花卉

在高压静电场场强为 tus ) txs®∂ r°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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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o每天开机 w小时左右 o放置于场中的花卉可提前

或迟滞开花时间 { ) ty 天 q提前或迟滞由高压静电

场的正负决定 o正电场促进植物生长 o可促使花卉花

期提前 o而负高压静电场则推迟开花时间 q

由于高压静电场促进植物生长 o主要是加快其

新陈代谢 o对有叶植物加快其光合作用 o与施加化学

肥料有明显的区别 o经过静电场促长的植物枝叶和

果实 o均没有成份改变 o食用时口感也没有变化 q目

前还未发现有关于通过高压静电场促进植物生长

后 o植物枝叶和果实发生成份改变的报道或文章 q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 o只要探寻到这个规

律 o按规律办事 o就能促进其发展 q植物生长也是有

规律的 o它需要阳光 !空气和水 o需要一定的温度 !湿

度和物理环境 o需要氮 !磷 !钾各种养分 o也需要电

场 o但这种需要是有/ 度0的 o切不能过/ 度0 q通过不

断的探寻和试验 o总结出高压静电场促进植物生长

的规律 o紧紧把握住这个规律 o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q

ut世纪是生物工程世纪 o在生物工程中包含着大量

的物理问题 o物理工作者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q静电生

物工程是生物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o面临着巨

大的机遇和挑战 o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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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行了以氧化锌晶须为导电性添加剂改善聚丙烯 p 阻燃物质复合体系防静电性能的试验 q发现当氧化锌

晶须的含量在 ts h ) tu h 时 o复合材料的表面电阻率和摩擦静电压分别降至最低值 ts| 8 和 uxs∂ 左右 o表明该添加

剂可使聚丙烯获得良好的防静电性能 o且与阻燃物质相兼容 q认为氧化锌晶须提高复合体系导电性能的微观机理可

归结为网络导电 !隧道效应和尖端放电等作用 q

关键词   氧化锌晶须 o聚丙烯 p 阻燃物质 o防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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