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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原子量测定工作的新贡献

韩万书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寸匕学科学部
,

北京 &∋ ∋ ∋ ( &)

最近
,

我们收到 国际原子量委员会公报
,

决定采用我国北京大学张青莲教授主持的研究

小组实验测得的锑原子量%∗ + &, &
∀

− . ∋ 土 ∋
∀

∋ ∋& )作为新的原子量标准
∀

这是我国对 自然科学所

作的一项实质性的贡献
∀

化学元素的原子量为 白然科学中的基本常数
,

其精密测量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

世界上先进国家都进行这种研究
∀

国际原子量委员会每二年开会进行评估
,

并发表总结评

述
,

选取最好的校准数据作为新的国际原子量标准
∀

我国著名无机化学家
,

学部委员
,

北京大学张青莲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
,

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支持下
,

多年来从事同位素的研究
,

在理论和实验方面均有较高的造诣
∀

他们对 /
、

0
、

∃
、

 
、

∗ 等轻元素及 12
、

∗+
、

13
、

4 5 、

∗6 等金属元素的原子量进行了系统的标准测定

工作
,

取得了一些国际先进水平的成绩
∀

除获得最精确的 7+ 元素原子量外
,

还曾用简易方法

测得 13 的原子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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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际上采用的德国 8
∀

/ 95 6 :2
2
等的精密标准数据相

同
,

成为有力的支持数据
∀

自 &# ; ( 年起
,

张青莲教授代表我国任国际原子量委员会衔称委员
,

曾数次参加该委员会

的会议
,

并介绍其研究成果
。

我国希土生物无机化学进展

韩万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
,

北京 &∋∋ ∋( &)

我国是希土资源大国
,

其应用领域 日益扩大
,

特别是在农业
、

饲养业及药物中的应用亦

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

从 & # #∋ 年开始
,

希土农用在我国希土应用领域中已位居第三位
∀

经过多

年研究
,

众多科学家肯定了希土元素对动植物生长有一定刺激作用
∀

如施用微量希土肥料
,

能够提高许多作物的产量
,

加速成熟和具有改善某些农产品品质的效果
∀

希土已实际进人环

境和生物链
∀

因此
,

如何回答希土及其化合物对动植物体的作用及其机理
,

希土在人体内有

无积累
,

希土对人体究竟有利还是有害等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来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注意并积极支持了这类具有明确背景的基础性研究课题
∀

现在我国希土生物无机化学

已成为
’

无机化学中发展较活跃的领域之一 研究已初具规模
,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

为了总结交流此领域的研究成果
, 一

同时着重讨论希土生物无机化学全辱赞
展方向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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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
,

中国希土学会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
,

于 &# #( 年 ; 月 ,. 日至 ,; 日在

长春召开 了第一届全国希土生物无机会议
∀

会议由国家希土化学与物理开放实验室主任
,

学

部委员倪嘉攒研究员主持
∀

参加会议的近 (∋ 位代表
,

来自科学院
、

高等院校
、

中国希土开发

公司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 &( 个单位
∀

会议宣读了 &< 篇研究论文
,

进行了广泛而深

人的讨论
∀

其内容涉及希土在农业与医学中的应用及其作用机理
∀

希土在环境及植物中的分

布
,

希土对细胞膜的作用
,

希土对细胞生理及动物体内激素的影响等
∀

通过上述不同学科领

域的学术交流
,

与会代表认为
,

近几年来我国希土生物无机化学及希土生物化学已有了长足

的发展
,

并逐渐深人到分子及细胞水平进行研究
∀

如希土农用的不断扩大
,

加强 了对希土增

产机理的研究
,

并有了初步的认识 = 深人开展 了希土对细胞及细胞膜的研究 = 多方面研究了

希士与氨基酸
、

多肤及蛋白质等的配位作用
∀

但研究的层次还需深人
∀

国内对希土的毒理研

究虽已进行了许多工作
,

然而从分子水平及细胞
、

亚细胞水平研究希土对动植物体的影响还

尚属起步阶段
,

需要作深人
、

扎实
、

系统的基础研究
,

才能为希土更广泛地在农
、

畜
、

医中

的推广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及判断
∀

在总结交流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

与会代表着重讨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及重点课题
∀

大

家认为
,

希土在农业及 医疗保健中的应用我国具有特色
∀

每年数以万吨的希土用于农业
,

长

期积累对环境及动植物体影响应给以足够重视
∀

从分子水平及细胞水平深人研究希土对动植

物各种功能的影响机理将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

这对希土生物无机化学和希土生

物化学提 出了高目标的要求
,

同时也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

建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该

领域中一些已取得创新性成果及有苗头的项目给以强化资助
∀

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的研究课题

主要是紧紧围绕回答希土进人人体后的作用机理
∀

具体研究方面建议如下
>

&
∀

动物%包括人)体内希土的存在形态
,

本底含量及其分布
∀

,
∀

从分子水平及细胞水平研究希土对动植物功能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

(
∀

研究在接近体液条件下希土与体内配体的配位平衡
,

物种分布及热力学
、

动力学过

程
∀

∀ 研究希土与生物大分子成键的性质
、

价态
、

电子组态及其微环境的对称性等微观结构

对生物功能的影响
∀

我国具有希土无机化学研究优势
,

近几年发展较快
∀

我们已有了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
,

取得 了一些阶段性研究成果
∀

我们希望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
、

系统的开展下去
,

为希土

的科学利用和希土的基础科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