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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见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冯国超

主编的《中国青少年百科全书》(彩图版)一书。

此书装帧精美，图文并茂，能够引起广大读者尤

其是青少年读者对科学知识的兴趣，从而有效地

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但此书的生物世界与科学

技术卷中关于“光合作用”一词的释义，存在

一些问题，特提出来商榷。其原文是这样写的：

“光合作用是指植物的叶子利用太阳光能把水和二

氧化碳合成为糖类并放出氧气的过程。植物叶子

是由名为叶绿体的细胞构成的，叶绿体中有叶绿

素，所以植物的叶子是绿色的。叶绿素的功能是

进行‘生产’，制造养料。因此植物的叶子可

以进行光合作用。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的糖，经过

各种化学变化，可以合成蛋白质、脂肪等有机

物，而这些是一切生物生理活动所必需的，光合

作用产生的氧气则是人和动物呼吸的氧气的来源。

由此可见，光合作用是一切生物生存、繁殖、发

展的源泉[ 1 ]。”

光合作用这一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涉

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领域，包含几十个

步骤，仅用 200 多个字要将其清楚、准确地表达

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为了便于青少年接受，把

其中的内容简化，或者形象化也是合乎情理的。

但如果将有些知识绝对化甚至其中有些说法还是不

正确的，就不仅不能有效地普及科学知识，反而

会在更大范围内误导青少年。鉴于此，我们对此

书中关于“光合作用”一词的解释谈谈我们的看

法：

1．光合作用是植物特有的功能，从藻类到

高等植物都能进行光合作用。高等植物中，叶子

通常是主要的光合器官：它形状扁平，有利于捕

捉光能；表皮上有气孔，内部叶肉细胞间有空

隙，便于气体交换；叶片内叶脉纵横，可进行频

繁的水分及光合产物的运输。但是，除了植物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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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植物其它的绿色部分也都能进行光合作用[2]。

因此把光合作用仅局限于植物叶子的功能有些以偏

概 全 。

2．光合作用的产物一般是以碳水化合物为

主的有机物，但还可有其他产物，将其产物只说

为糖类不妥。

3．植物的叶子是由含叶绿体的叶肉细胞与气

孔保卫细胞及不含叶绿体的表皮等构成的，不是

“由名为叶绿体的细胞构成的”。叶绿体是具有真

核细胞、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植物(包括大部分藻类)

的细胞中特有的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胞器”[2]。它

外面包有双层被膜，内部含有大量扁平、密闭、

呈囊状的膜片层。类囊体膜上有很多与光合作用

相关的色素蛋白复合体，所以光合作用能高效进

行。叶绿体在细胞中的形状及数目在不同植物中

并不一致。在蓝藻等原核生物(有人常称之为蓝细

菌)中，类囊体无被膜，直接悬浮于细胞质中。现

在不少人认为植物中叶绿体是能营光合作用的类似

蓝藻等原始原核生物进入真核细胞后内部共生、

演化而成的[3]。

4．在高等植物和大部分藻类的光合作用中

参与光能吸收、能量传递或者引起光化学反应的

色素主要是叶绿素[4]。依据功能的不同，光合色

素可分成天线色素和反应中心色素两类。天线色

素捕获光能，并将之传给反应中心。反应中心色

素的作用是利用光能进行光化学反应。光合色素

存在于类囊体膜上，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场所则

在叶绿体的间质中。因此，把叶绿素的功能说成

为“进行生产和制造养料”是不对的。

5．光合作用中合成的有机物是植物和其它

直接或者间接依赖植物生活的生物赖以生长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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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来源和能量来源[2 ]。可是认为光合作用是

“一切生物生存、繁殖、发展的源泉”，则就

有些绝对化，因为光能及化能自养细菌也能分别

利用光能或者简单无机物氧化时所释放的能量进行

二氧化碳的固定和还原[5]。有一点要强调的是，

与光合作用不同，光能及化能自养细菌不释放氧

气，也就是说，只有当地球上出现了可放氧的光

合作用以后，地球大气中才有氧气积累，这为需

氧生物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因此光合作用的出现

是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转折点[5]。

由上可见，《中国青少年百科全书》中对

“光合作用”的解释有不够恰当甚至错误的地

方。这里我们在原文的基础上作了如下一些修

改：

“光合作用是指植物利用太阳光能将水和二

氧化碳合成为糖类等有机物并放出氧气的过程。

高等植物叶子基本上是由含有叶绿体的细胞构成

的，叶绿体中有叶绿素，所以植物的叶子是绿色

的。叶绿体的功能是进行‘生产’，制造养料。

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物是绝大多数生物进行生命活

动所必需的，其所产生的氧气则是人类和动物呼

吸的氧气来源。由此可见，光合作用是几乎所有

生物生存、繁殖、发展的源泉。”

上述商榷意见可能也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

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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