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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Bible》

向光而生向光而生，，向美而行向美而行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主题讨论侧记主题讨论侧记

匡廷云院士主题报告现场

2018年 4月 23日晚，由科技部

政策法规与监督司、中国科学院科

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

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

第25期“科学咖啡馆”活动，请来

了中国叶绿体膜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先生。

匡先生自上世纪 60 年代回国

后，在国内开辟了叶绿体膜、叶绿

素蛋白复合体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新

领域，终生致力于光合作用的机理

研究，对中国光合作用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在国内外光合作用研

究领域产生重要影响。谈起光合作

用，84岁高龄的匡先生依旧精神矍

铄，思路严谨清晰。聆听着匡先生

的报告，大家如同植物吸收阳光一

般，感受着知识带来的力量。

光合作用：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一直认

为只有土壤中的水分是植物建造自

身的原料，直到1771年，英国化学

家 J. Joseph Priestley 通过一个巧妙

的玻璃罩实验，发

现植物的存在可以

使动物存活更久，

从此植物的光合作

用开始进入科学家

的视野，从发现植

物绿叶与阳光组合

的特殊性，到发现

光合作用的全部产

物，再到发现光合

作用中碳的完整循

环，光合作用的神

秘面纱被逐渐揭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

未知不断地探索，光合作用的机理

如今已越来越清晰，但植物实际上

对光能利用效率还在很低的水平，

远没有达到理论值。”匡先生不乏遗

憾地说，“所以提高作物的光能利用

效率和二氧化碳固定效率永远是提

高作物产量的重要基础，也是科学

家们致力于未来的研究方向。”

光合作用并不简单，它是地球

上最大规模的能量和物质转换过

程，是几乎一切生命生存和发展的

物质基础，曾被诺贝尔奖基金会评

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对光合作用机理的研究，对于解决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能

源、环境和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匡先生告诉大家，正是因为太

阳能无所不在、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被视为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

因此发展太阳能则是世界各国的共

识，而光合作用就是地球上最高效

的固定太阳能的过程。光合作用以

其神奇的功能成为生物圈循环的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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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物学的新用途：植物工厂

动力，提供了地球上所有生命活动

的能量和物质来源。利用光合作

用原理固定太阳能，是挖掘新能

源的重要的途径，也是人们追求的

方向。

植物工厂：光生物学的新用途

提到光合作用的应用，匡先生

提出了“植物工厂”这一概念。植

物工厂就是使植物完全摆脱不确定

的自然条件的束缚，通过人为控制

植物生长的各方面条件，使其最大

限度地向我们想要的方向生长。这

种通过对光的控制来操纵植物生长

的方式让大家都颇感兴趣。

匡先生告诉大家，西藏边防线

上白雪皑皑，拉萨的一个军区也因

为土壤严重污染无法种菜，匡先生

与她的合作公司就为他们制作了几

个大集装箱式的植物工厂，让边防

战士们能吃到新鲜且无污染的蔬

菜。来自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的林慧对这种方式十分赞同，但

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普通大

众也有对高品质蔬菜的需求，但植

物工厂或实验室产出的蔬菜价格相

对昂贵，在一般市面上的普及程度

也依然很低。”匡先生解释道，普

通的蔬菜种植并非植物工厂目前主

要的市场方向，目前植物工厂主要

致力于培养一些高品质高质量的特

殊的中药材，例如通过控制光照来

提高金线莲中黄酮的含量就是一个

很好的案例，而且植物工厂 24 小

时的生产状态还可以让金线莲的

年产量成倍增高，这对药材产业意

义重大。

来自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王彬也

对植物工厂很感兴趣，他诚挚地希

望匡先生能够就植物工厂创作一些

科普专著，让国内也有属于自己的

相关文献和专著。匡先生对他的想

法表示赞同，她也对我国未来的相

关领域发展充满了信心。虽然现在

的植物工厂并不普及，但将来也许

可以推广到家家户户，就像使用冰

箱一样普遍。甚至植物工厂还可以

用在宇宙飞船、空间站中，让宇航

员们也可以吃上新鲜洁净的蔬菜。

植物向光而生，科普向美而行

植物的光合作用让在场的每一

个人都感受到了其不可思议，大家

不禁产生了想象，如果人类也能进

行光合作用，那

该是多么神奇的

事情。匡先生笑

道，这正是许多

人都感兴趣的一

点，虽然现在除

了常见的植物

外，只发现了一

些特殊的细菌也

可以进行光合作

用，人类或者动

物进行光合作用

还只存在于美好

的幻想中，但正

是这种想象和思考启发了人们对

于光合作用的兴趣，许多科普作品

也是从这个角度来吸引大家的。

提到科普，来自北京科技报社

的孙凤新向匡先生发出邀请，希望

她能为科学通讯社的小记者们带来

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这让匡先生

不禁回想起了五十多年前刚从苏联

回国的自己，当时的她第一次去为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讲光合作用的科

普，和她一同前往的，是当时已八

十多岁高龄的中国鸟类学奠基人之

一郑作新院士，郑院士带着几十个

鸟笼让小朋友们与不同种类的鸟有

了近距离的接触，而年轻的匡先生

也不甘示弱，用心准备、亲自绘制

的大幅光合作用教具也深深吸引了

孩子们的眼球。大家跟随匡先生的

回忆都会心地笑了，不仅为匡先生

当年的执着和努力而赞叹，更为她

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科普而感动。

当年跟着院士做科普的匡先生如今

也成为院士，现在匡先生的周围又

聚集了一群热爱科普的青年人，这

种轮回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也

让科普不断传承。

听着匡先生的讲述，时间在不

知不觉中逝去，大家由听报告时的

全神贯注，到讨论时的思想碰撞和

感动。时光虽短暂却美好，这一期

“科学咖啡馆”落下帷幕，大家心

中除了多了一分对自然的感恩之

外，更多了一分对科普的热诚。正

如阳光照耀植物一般，一代又一代

的科普人也将科学播撒，科学的能

量也会如阳光般源源不竭，滋养

心灵。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王墨函 翁羽翔 魏红祥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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