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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简介：（字数限 2000字以内） 
自制实验教学仪器的性能指标、台套数、作用、功能、特色优势、应用、推广等情况

的简要介绍 

 

1、性能指标 

生物超微弱发光研究的光磁处理装置，包括台架、主控箱；还包括主控单元、磁场处理单元、

光处理单元和电源单元。 

（1）主控单元 

 单片机：STC89C52 系列 

 显示屏：LCD12864 显示屏，带中文字库，串口并口通用 

 键盘： 6  IO 按键 

 程序：C 语言编写，对步进电机驱动器、LED 灯具进行调控。 

（2）磁处理单元 

 32块钕铁硼永久磁铁制作 N、S两块磁极板，平行对称放置 

 垂直方向产生 0.01-0.5T的直流梯度磁场；水平面内产生变化的磁场 

（3）LED 光处理单元 

 七颗 3W 、LED 灯珠，波长分别为：640~660nm 远红光，620~630nm 红光，450~460nm

蓝光，520~530nm 绿光，585~595nm 黄光，400~410nm 紫光，主峰为 420~490nm 和

510~710nm 的白光，半值角均为 60 度。 

 LED 驱动器：采用降压型电感电流连续模式，芯片为 SN3352 

 智能调光：PWM 调光，光质、光强、时间、照射方式交互式可调 

（4）电控系统单元 

实现对生物试样的处理方式、处理时间、报警提示的控制。 

2、仪器台套及配套仪表 

一台套包括：光磁处理装置 1 台、BPCL-4 超微弱发光仪 1 台、计算机 1 套 

3、作用 

 实验教学：开设 应用物理——专业实验 

光电信息/生物类/物理类——开放实验 

 科学研究：教师/学生科学研究 

 通过本自制仪器的实验，达到下述实验目的： 

 掌握光胁迫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影响； 

 掌握磁胁迫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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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仪器功能——可完成如下 2项实验教学主功能 

（1）光照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影响——光照条件的提供 

（2）磁场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影响的研究 

 相同磁场强度不同作用时间下叶片自发发光 

 磁场对不同叶龄叶片延迟发光影响的测定 

5、特色优势（从教学性、科学性、创新性、启发性、实用性 5个方面介绍） 

（1）教学性 

 提供了“生物超微弱发光的 PCS统计测量”实验的硬件装备 

 开设实验符合“应用物理专业实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 

 有完整的实验教学文档资料——实验指导书、实验要点、实验 PPT、使用说明书 

 实验类型——综合型；实验学时——4 

 提供了“提升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展示平台——开放实验、创新研究 

（2）科学性 

 科学的设计方案：集磁场、LED 发光和单片机控制技术等于一体，既可用于植物叶片

超微弱发光的研究，也可用于植物种子以及生物体光磁处理的科学研究。 

 科学的解决问题手段：光磁处理装置的“磁处理”单元、“光处理”单元和 LED 组合

灯具的设计，解决了现有光磁处理装置谱带宽、装置复杂、光磁因子调控不便、自动

化程度低的问题。 

 实验内容设计科学，实验数据准确可靠 

第一步：用不同光磁参数处理植物叶片； 

第二步：超微弱发光测试——不同光磁因子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的影响 

（3）创新性 

 交变磁场产生：制作的镶嵌多块规则排布钕铁硼磁块的 N、S两块磁极板，平行对称放

置，固定一块磁极板，利用丝杆调节装置调节另一块极板竖直向移动，形成 0.1--0.5T

的梯度磁场；固定两磁极板间距，利用步进电机旋转装置，以一定转速旋转置于两极板

之间的植物叶片容器，在水平面内产生交变磁场； 

 光质调控方便：利用大功率 LED 灯珠，设计 LED 驱动器，在程序软件控制下，单片机

发出控制信号分别施加于 SN3352的 ADJI引脚，实现 LED组合灯具发光——光质、光强、

时间、闪频的交互调控； 

 实验内容创新： 在原有生物超微弱发光 PCS统计测量基础上，拓展出光照对植物叶片

超微弱发光的影响和磁场对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影响，让学生加深对生物物理了解。 

 



 3 

 

（4）启发性 

 学生创新能力提升手段——自制仪器 

 学生科研素养培养手段——项目申请 

（6）实用性 

 性价比高——优选测试仪表/元器件/模块，性价比高 

 本装置样机先经过了模型设计，有完整的 CAD图，设计合理、实用，达到实验要求 

 本装置集磁场、LED 发光和单片机控制技术等于一体，既可用于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

的研究，也可用于植物种子以及生物体光磁处理的科学研究。 

 应用范围广——适合学生实验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科学研究使用 

6、应用与推广 

应用情况（近三年）： 

 11、12、13 级应用物理专业实验——“生物超微弱发光的 PCS 统计测量”，145 人，

580 人时数； 

 校级开放实验； 

 本科学生创新设计、毕业论文、“大学生挑战杯”相关试验研究 

 发表论文“植物叶片超微弱发光研究的光磁胁迫装置设计”《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VOL.34，No6，2015 

 生物超微弱发光研究的光磁处理装置 已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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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照 片（3-5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