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体内也带电

在印度的森林里有一种“电树”。当人们不小心碰
到它的枝条时，会有触电的感觉，甚至会浑身发麻。这
种树体内有硅元素，其原理与我们制造的硅太阳能电池
类似，能将光能转换成电能。人们曾测量过电树的电
压，发现它在一天的不同时间段产生的电压会有变化。
中午阳光强，它的电压就高；傍晚太阳快要落山，它的电
压随之降低；到了晚上，它就完全不放电了。

这种现象叫生物电现象，生物电现象是指生物的器
官、组织和细胞在生命活动过程中产生电压和电压发生
变化的现象。不止植物，人类、动物甚至细菌都有这种
现象，比如我们体检时常做的心电图、脑电图、肌电图
等，都是在检测我们体内的生物电。当然，我们的生物
电远没有电树的电压变化那么大。

发现生物电以后，科学家们逐步揭开了含羞草为什
么会“害羞”（即叶片闭合）、向日葵为什么总是朝向太
阳、捕蝇草为什么能灵活地捕食昆虫的秘密。

既然植物是带电的，如果给它通电，两种电流的“碰
撞”会产生什么现象呢？摄影师罗伯特·布尔特曼发现，
当植物通上电流后，植物周围的空气分子会发生电离
（在强电场作用下，分子失去电子变成离子的现象），在

完全黑暗的条件下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电离气体像
蓝色的烟雾一样环绕着叶子、花瓣和茎秆。

植物为什么会带电

从宏观上看，自然界是一个大电场，植物和大地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被充了电。有关的研究证明，植物与
大气之间的电位差越大，植物的生命活动就进行得越快。

从微观上看，植物的光合作用、养分吸收、生长发育
等，都伴随着一系列电子传递和离子移动的过程。就拿
光合作用来说，它实际上是光激发电子流动的过程。被
激发的叶绿素分子犹如光电池，把光能变成电能，电能
又通过电子载体转换为高能键并贮存起来。植物的细
胞膜也很像电能转换装置，细胞膜在光和重力感应下产
生的正电荷，会变成各种生理活动的指令。当细胞膜的
正电荷吸引带负电的生长素时，会刺激植物的生长。

既然植物带电，那能不能将这些电提取出来使用
呢？20世纪80年代，英国基德斯特市钟表匠埃希尔做
了这样一个实验，他在柠檬中插入锌和铜电极，然后将
电极与小型钟表发电机的电路连接在一起，结果钟表就
像连接上电源一样，开始正常走动了。更令人惊讶的
是，通过柠檬获得的电流竟然使钟表工作了5个月。

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家们研发出来容量更大、寿
命更长的植物电池。

电培植物让作物更高产

我们可以从植物身上“借走”电能，那能不能也“还
给”它们一些电能呢？

美国研究人员尝试给植物通电，利用电技术诊断农
作物病虫害。他们把针管状电极插入植物体，可以检测
到不同大小的电流，根据电流的变化情况，可以诊断出
病虫害的类型、病变部位和感染程度。当电流通过导线
时，导线周围会辐射能量，还会在空气中产生自由基（可
以杀菌的化学活性基团），辐射和自由基都能杀死空气
中的细菌。实验表明，用直流电场处理过的小麦种子，
黑穗病的发病率几乎为零，产量可增加10%。

后来，中国农学家们也开始试验电培作物。实验结果
显示，电培的莴苣和黄瓜增产了40%。

在电力作用下，作物为什么更高产？科学家们对此
做了一些猜想。在雷雨闪电的天气中，空气中的氧和氮
会合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遇水溶解成硝酸，硝酸在土壤
里形成的硝酸盐是植物喜爱的氮肥。在电场作用下，土
壤里氮肥的含量由此增加，因此让植物生长得更好。

还有一种说法是，在电力作用下，植物体内会产生
更多的高能离子和化学性能非常活泼的功能基团，加速
了植物体内的生化反应，比如光合作用和信号传递等，
这让植物生长得更好，产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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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与电的
不解之缘

早在18世纪，科学家就在电鳗体内发现了电，后来，科学家
在人体内发现了电。那么，植物体内是否也带电呢？

沙坪坝区科协多措并举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近期，沙坪坝区科协充分发挥辖区内园
区科协、企业科协、学（协）会等企事业科协的
组织和人才优势，多渠道开展应急科普宣传、
技术培训，多形式指导企业复工复产。

区科协联合相关产业部门、卫生部门和
市级学会专家针对企业复工复产开展线上
培训，为企业提供精准防控思路和方法。同
时充分发挥专家科普工作室作用，针对企业
关心的问题，邀请专家进行授课讲解，助力
企业做好防护工作。此外，区科协还主动对
接企业所需，为企业推送疫情防控相关防疫
知识，在企业制定防控方案、联动防控、防控
物资准备等方面提供协助和科学指导，助力
企业复工复产。 （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涪陵区科协组织市民
参与网络科普竞答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丹）近日，涪陵区
科协积极响应市科协号召，采取多种措施
组织辖区市民参与2020年重庆市民网络科
普竞答之“科学让生活更美好·垃圾分类应
知应会”活动。

涪陵区科协充分利用媒体资源及各乡
镇（街道）科协力量，及时发布科普竞答活
动信息，提高了市民的知晓率和参与度。
同时加大激励与支持力度，对表现突出的集
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以此调动市民学
习科普知识和参与科普竞答的主动性、自觉
性。下一步，区科协将引导辖区居民持续参
与网络科普竞答活动，并将以本次活动为契
机，推动线上线下科普相结合，进一步普及
科学知识，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大足区科协
助力五金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贺媛媛）为推动辖区
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大足区科协联合区
五金科技文化研究会开展了“走进五金企
业 弘扬科技文化”主题活动。活动中，来
自五金科技文化研究会、新专联、工业园区
服务中心和相关企业的负责人，分别就五
金文化、科技文化、企业发展政策及科技创
新努力方向做了交流发言。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
量。区科协旨在通过此类交流活动，加强
辖区各企业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推动开放
型、枢纽型、平台型科协组织建设，扎根基
层，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整合更多科
技资源，助力企业更好地应对发展环境变
化，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近日，由长寿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开展了应急
指挥调度演练，区气象局、区公安局、区生态环境局等部
门参加演练。

演练背景设定为化工企业液氨储罐底部阀泄漏，长
寿区人民政府、长寿区应急局先后启动危化品应急预案
Ⅳ响应，指挥中心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并快速调度多部
门奔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区气象局应急救援队迅速
抵达事故现场，并组建起单兵气象站，对现场的风向、风
速、气温等气象要素进行监测，为现场指挥部决策提供

可靠的气象依据。环保、消防、公安等单位陆续到达现
场支援，开展环境监测、喷淋稀释、扩大疏散面、交通管
制等工作。在各救援队伍的共同努力下，经现场工作组
确认，泄漏点已封堵，罐内液氨成功转移，险情排除。

此次应急演练，旨在牢固树立“大应急、多灾种、综
合性”的应急理念，加快构建应急组织指挥体系，完成由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到应急管理部门的思维转换，提高处
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推动应急指挥标准化建设，实
现应急指挥综合化、高效化、远程化、立体化。

（长寿区气象局供稿）

长寿区气象局
参与多部门应急指挥调度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连日来，渝中
区科协组织干部深入街道社区，对全区11个
街道的85块社区科普画廊和科普宣传栏、
科普活动室等科普设施进行了安全检查。
针对科普画廊，区科协重点检查了画廊立
柱、画廊顶棚的牢固程度，画廊内容更换工
作情况和画廊清洁工作情况。

近期，区科协及时更新社区科普画廊内
容，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把防控健康科普知识
展示给广大市民。不但在内容上及时统一
更新，在硬件设施上也注重安全、整洁、美
观。检查结束后，区科协将根据检查发现的
问题及时处理，进行维修更新。充分发挥科
普画廊等设施阵地的宣传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