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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十足
如果有人告诉你，其实你浑身上下充满了电，你信吗？花园里婀娜多姿的花朵、玻璃缸中优
哉游哉的金鱼、山野间翩翩起舞的蝴蝶，也都带有电，你会对此感到惊讶吗？
事实上，自然界里几乎所有生物都有生物电现象，大至鲸鱼，小到细菌，无不闪烁着生物电
的“火花”，但大部分是微乎其微的，只有用专门的仪器才能测出来。
生物电是指生物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电流或电压。而最早发现生物电的是一位意大利的生物
学家，叫做伽伐尼。1780年11月的某一天，伽伐尼偶然发现：当金属刀的刀尖碰到被解剖的
青蛙腿外露的神经时，青蛙的腿就会发生抽搐现象，这是为什么呢？当时他理解为可能是痛
感。
几年后，他在伦敦的博物馆看到一种叫做“电鳗”的鱼。当人用两只手同时接触这种鱼的头
部和尾部时，手就会产生一种被电麻的感觉，这说明“电鳗”能够放电！于是他立刻想到蛙
腿的抽搐，难道青蛙体内也存在着一种生物电吗？经过一系列的研究，伽伐尼终于证实了生
物电的存在！如今经过众多科学家前赴后继的研究发现，不仅动物，其实所有生物都有生物
电活动，生物电现象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电现象。
有些植物受刺激后会产生运动反应。这时，往往出现可传导的电位变化。例如，含羞草受刺
激时，叶片发生的闭合运动反应，就能传布相当的距离。在这一过程中，由刺激点发生的负
电位变化，可以每秒2～10毫米的速度向外扩布。电位变化在1～2秒内达到最大值，其幅值
可达50～100毫伏。但恢复时间长，需几十分钟才能回到原来的极性状态。

电 树
在印度南部，有一种奇怪的“电树”。当人们从它身边经过，如果不小心碰到它的枝条，就
会立即感到浑身发麻，像触电一样难受。原来这种树有发电和蓄电的本领。而且它的蓄电量
随时间变化：中午电力最强，半夜电力较弱。在阳光强烈的中午产生的电流，能给半导体收
音机供电，被当地居民誉为“绿色阳光电池”。 

象鼻鱼
象鼻鱼有一个奇怪的本领，当鱼网离它还很远的时候，它就跑开了。原来它的身体上长着一
种像雷达一样的器官。在它的尾部有一个发电器官，就像一个小小的电池似的，能发出足够
它使用的电流。象鼻鱼的背上还有一个电波接受器，从它尾巴上发出电波，一碰到什么东
西，电波马上就反射回来。象鼻鱼就依靠这种器官来了解周围的情况。 

电 鳗
在大自然中，电鳗可谓是使用生物电的高手，电鳗能随意放电，自己掌握放电时间和强度，
可以击昏或击死猎物。世界上有好多种电鳗，其发电能力也各不相同。非洲电鳗一次发电的
电压在200伏左右，中等大小的电鳗一次发电的电压在70～80伏，像较小的南美电鳗一次只
能发出37伏电压。美洲电鳗的最大电压达800伏，足以击死一头牛。
更有趣的是，电鳗的放电能力跟身长也有很大关系。电鳗的身长不到1米时，电压随着电鳗
的成长而增加。当长到1米后，电压不再增加，只增加电流的强度。电鳗每秒钟就能放电50
次，但连续放电后，电流逐渐减弱，10～15秒钟后完全消失。就像一个精力旺盛的战士，休
息一会儿后又能重新恢复战斗能力。

电 鳐
电鳐是一种十分有趣的鱼，它的头部两侧和胸鳍之间，各生长着一个圆形发电器。它一旦游
进了海滨游泳场，就会在水里放电。于是在附近游泳的人会感到身体麻木，隐隐不适。因为
电鳐会放电，所以古代的医生就利用它来治疗风湿病和癫狂病，而且很有疗效。直到现在，
在沿海地区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患风湿病的老人，顺着浅海滩寻找这种“电医生”，利用它们
放的电，对自己的疾病进行电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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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电是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的建立和研究有很大意义。随着对生物电的研究不断深入，
我们还可以通过生物电现象来对人体的疾病进行检测。当生物体发生病变时，生物体的电现
象也会发生相应的病理性改变，这也为医学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有力的依据。目前，最常见的
生物电测量，有心电图、脑电图等。
写到这里，小米姐姐不禁想起一部上世纪80年代上映的电影——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影片《
霹雳贝贝》。主人公贝贝是一个身上带电的神奇小孩：他能控制马路上的红绿灯；能悄悄地
放电整治跟老奶奶抢坐的小青年；雨夜里，贝贝甚至偶然间用自己的电使一位老盲人复明。
后来人体科学研究所把贝贝接去，准备进行研究……
不知道这是不是体内生物电异常的另一种特殊表现？不过，可以预测的是，生物电在不久的
将来将进一步为人类服务！有的国家已成功地利用蓝藻发电。我们也相信，以后有越来越多
目前无法测知的问题，会通过科学发现并得到解决。
文章来源：新华网科普微信公众号、科普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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