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肝脏的超声速度随组织中水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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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生物组织中的超声速度
,
随组织的分子组份与

结构
、

水份及温度等等的不同
,

在 1 5。。 m /
,

一 1 6 5 0 m /
。

范围内变化
.

试验结果指出
,

支配组织中超声速度的

最重要因素之一是水份
.

作者以肝为样品
,

从理论和实验研究了超声速度

对水份的依赖关系
.

实验用了三种方法 : 测量具有不

同水份的不同兔子的肝样品的声速 ; 测量同样肝样品

的声速
,

但这些样品由于存贮条件不同
,

其水份各异 ;

对碎肝用水稀释到不同程度
,

测其声速
.

对第一种方法
,

从 11 只兔子取了肝样品
,

其水份

含量在 67 一 7 , 肠
.

对第二种方法
,
制备了三组样品

.

在第一组样品中
,

样品制备后立即测量声速与水份 ;对

第二组样品
,

在生物溶液中放置 2钊
、

时 ; 第三组样品在

饱和水汽中放置 24 小时
.

这第三组样品的水份不随时

间变化
,

它相应于最初的值 ( 6 7肠 )
.

第二组样品由于

溶剂与肝组织之间的扩散交换
,

其水份增大到 8 4呢
.

在第三种方法中
,
肝组织经两次绞肉机制成碎肝

,

再将其溶于蒸馏水中
,

在不高于 15 ℃ 的温度下用超声

粉碎机进行分散
,
制成肝水均化物

,

这样一些肝样品的

水份在 67 一 ” % 之间
.

试验结果示于图 1 ,

所有数据证明
,

肝的超声速

度对完整肝的结构组织
,
只有很微弱的依赖关系

.

这

可从下面事实得出: 1
.

完整肝与碎肝的声速是很相

近的
,

2
.

肝在室温下的饱和水汽中保持 24 小时后
,
虽

然由于自溶过程结构显著地重新排列
,

声速没有变化
.

由此可以推断 : 超声速度主要由分子结构与水份来确

定
.

在此意义上
,
整个组织等同于这些组份的水溶液

.

根据上面的推论
,

将组织看作是蛋白质的水溶液

(— 它是组织的主要成分 )
,

便可得到将组织中的水

份与超声速度联系起来的解析表达式
.

在这种溶 溶

中
,

声速是蛋白质视在压缩率 卯* 、

视在比容 ,
,

和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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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肝组织的声速与其所含水份重量百分 比 ( C
。

) 的关系

剂重量分数的函数
.

利用 甲* 、
,

,

和溶液的密度 p 与

压缩率 舀的已知关系
,

即得速度的表达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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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下标 0 表示与溶剂有关的量 (本文即水 )
.

上式对

无限稀释的溶液是精确的
.

对生物组织这种浓 缩 溶

液
,

此表达式的正确性依赖于溶液中不同分子组份对

密度及压缩率贡献的相加性程度
.

由肝组织得到的上述表示式
,

对计算其它类型组

织的声速的适用性
,

须要由试验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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