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快速继电器去推动各种执行机构y从而达到自动检测的目的。

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激光射流自动控制和检测的运行一直正常。实践证明，实现自控装置

后可以保证锅炉的正常安全运行，稳定蒸汽压力P 减低工人劳动强度，延长锅炉使用寿命。由
于蒸汽总压稳定，保证了化工车间正常生产，有利于产品质量提高和降低耗用。

细胞激光显微仪的研制和初步实验

吉林医科大学数理教研室 组织胚脸教研室

激光技术出现后不久，人们就把它应用到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利用它的单色性，可对生

物学上的某些理论予以验证;利用它的相干性和高强度，聚焦成激光显微束，能够有选择地对

生物细胞进行照射或局部破坏。

近几年来，由于新材料、新工艺、新仪器的陆续出现，激光在生物学和医学上的应用取得

了较大进展。尤其是紫外激光技术的发展，有可能成为生物学和医学研究方面的一种得力工

具。

我们的工作是在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洋

为中用"的方针，简化并改进了伯恩斯(Bems)设计的激光显微束装置，研制成"细胞激光显

微仪"。它是将 H~Nø激光器和红宝石激光器通过光学系统聚焦成 2微米大小的光斑，在细

胞生活条件下，照射(或局部破坏)细胞核、核仁、染色体等细胞局部的结椅。利用激光的生物

效应，研究细胞结构与功能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结构在细胞分裂中的作用，从而为细、

胞分裂(特别是癌细胞分裂)的机理研究提供理论根据或线索。

本仪器可用于细胞学、生物学、遣传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一、仪器的结构与原理

细胞激光显微仪由下列五部分组成:激光发射系统、聚焦系统、电视显示系统、测量装置、

图 1 细胞激光显微仪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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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装置。

激光显微光束的强度分布，在光束的中心处为最强，其周围要以单模的并按高斯分布的为

最佳。

实验证明，对细胞的破坏主要是中心处光强的作用，但周围的光强会引起机能的变化。

如图 2所示，由激光器发射的激光束p 经

45。倾斜的干涉滤光片成直角向下反射p 进入

我们自己设计的目镜，然后沿显微镜的光轴到

达油浸物镜(x 100, 7l! .a1. 3)或 (x45，伪.α0.65)

的物镜。激光经目镜和物镜聚焦成直径约为 2

微米大小的光斑。

干涉滤光片是本仪器中的一个较重要的光

学元件，它对于大于 6843 埃的波长有约 97%

的反射，以保证红宝石激光的大部分能量经显

微镜物镜聚焦在焦面上。但对来自样品的照明

光则有 90% 以上透过。照明光源是一只 60 瓦

物镜

标本台

工 l聚光镜

c丰=橙色滤光1t'

tru 钧丝n

的鸽丝灯炮，以满足显微镜的视野有足够的亮 图 2 细胞激光显微仪的装置和光路图

度p 使显微镜载物台上标本中的细胞图象通过干涉滤光片和焦距为 10 厘米的透镜，然后进入

电视摄象管p 经光电转换后，使之在荧光屏上呈现出清晰的图象。在实验过程中p 是通过电视

来观察标本中的细胞p对欲照射的细胞部位p 可由电视上的指针或叉丝来定位。然后对指定的

部位发射激光。细胞的变化，可在电如屏上连续观察。在光路中的红宝石激光器输出前端放。

置一焦距为 100厘米的透镜，用以提高系统的聚焦效率;放置光阑或数片中性滤光片，可利用

片数的增减，以改变光束的强度。

二照射细胞的初步实验结果

本仪器制成后，曾利用 He-Ne 激光器(输出功率为 12 毫瓦， λ=6328 埃)和红宝石激光器

(输出能量约为 0.1 焦耳， λ=6943埃)，先后对癌细胞、神经细胞、烟虫卵等固定染色标本进行

了试验照射。

用 He-Ne 激光照射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被照射部分呈现焦黄色，发生细胞脱色现象。

图 8 被照射后的神经细胞图象 〈下转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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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p 对于较难熔的玻璃大约是 100000 左右)，高频电场加热遇到了困难。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遵

照毛主席关于"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

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的教导，集中研究玻璃原料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上矛盾的特殊
性，经过大量实验和反复分析，发现玻璃原料在加热的开始阶段，主要是介质损耗起主要作用，

这时玻璃原料是不导电介质，电导损耗极小。随着温度的升高，玻璃原料中的一些易熔组份开
始熔化，这时p 电导损耗急剧增加p 从原来的次要地位上升到主要地位。因此，玻璃原料在加热

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开始低温阶段，属于导电性极差的电介质，以后高温阶段属于导电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盾的方法才能解决。"在认识了政璃原料在

加热过程中发生的上述质的变化，即由不导店的介质变成导电的导体以后p 就应采用不同的加
热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用电场加热不导电的原料是行之有效的p 但变成导体以后，就应该

采用其他的加热方法。金属可以在高频磁场中产生涡流损耗而被加热，高温玻璃的导电性虽

然比金属差很多p 但是没有质上的差别，是否可以利用高频磁场把高温玻璃原料继续加热?

实验证明2 这种设想是完全符合玻璃熔化过程中的内在变化规律的。在经过了上述工艺改进

后p 使坡璃原料从原先停滞不前的 80000 一下升高到 170000 以上，突破了高频加热的技术关

键，研制成我国第一台高频加热玻璃熔化设备p 并熔制出低损耗的激光玻璃，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

* '导 骨

通过学习和实践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

科学研究，不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使科研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这也是在科技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可是p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却断章取义P 根本不谈马克

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自然科学，其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占

领自然科学阵地，妄图扼杀广大科技人员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是搞复辟倒退的，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一定要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

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 *-帆，机....u. ....~叩叩 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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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电视屏上观察到固定标本树肢的汽化现象(图 3) 。

用红宝石激光器照射后，在电视屏上观察到在细胞核仁区发生部分破坏，其周围有强烈的

冲击波纹，随后逐渐收缩，并在被照射部位呈现出约 2 微米大小的斑痕。

细胞穿孔所需的能量约为 6 毫焦耳。对于含有色素的细胞p 不经过染色便可破坏。例如，

含有血红蛋白 (Hemoglobin) 的红血细胞、含有黄色素(Oarodin)的粘菌P 含有黑色素 (Melanin)

的视网膜等。对于不含色素的细胞p 需要染色后再进行照射。通常使用的色素有:叮睫橙

(Acridine Orange)、亚甲基兰(Meihylene B.lue)、詹纳斯绿 (Janus Gr四n)等。经过染色后细

胞的生理机能的变化以及激光照射后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初步实验结果来看，本仪器能够较准确地对细胞核仁区域或细胞的其它指定区域进行

照射和局部破坏，其有效作用直径则小于 2 微米。因此，本仪器可为从事细胞学可遗传学或其

他有关研究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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