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大的促进作用。

植物的光合作用是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有利保证

光合作用就是绿色植物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吸

收太阳的光能, 利用 CO2 和H 2O合成有机物(糖类)

将太阳能转变为化学能, 并释放出 O2, 其化学反应

式为 6CO2+ 6H2O
h- �
C2H12O6+ 6O2, �G

0
= 2879k J。

当代宇宙学告诉我们, 宇宙中的原初化学成分

绝大部分是 I2(约占 3/ 4)和 He(约占 1/ 4) , 任何行

星形成之初,原始大气中都有大量的H2 和He,但是

现在地球大气里几乎没有 H 2 和 He,而主要成分都

是N2 和 O2。为何出现这样的结果, 原因是大气分

子的热运动使它们逸散, 原始的大气已不存在,它已

全部或大部散逸到太空中。之后,由于放射性元素

的衰变和所谓�引力致热�,地球处于一种熔化状态,

从而加速了气体从地球内部逸出的过程, 而地球的

引力又使这些逸出的大气渐渐积蓄在地球周围, 这

使第二代大气也缺少 O2,主要成分是 CO2、CO、CH4

和NH3。CO氧化为 CO2,甲烷氧化成水汽和 CO2,

NH3 氧化成水汽和 N2。

绿色植物出现后, 植物的光合作用, 吸收 CO2

释放出 O2, 使大气中的 O2 越来越多, 最后形成以

O2、N2为主的现代大气。绿色植物在自然界的 CO2

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生物呼吸放出大量 CO2、消耗

大量 O2, 如果没有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吸收

CO2 并放出 O2, 大气中的 CO2 浓度将会不断增加,

而当 O2 消耗后得不到补充时, 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将不能维持。正是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 即不断吸

收 CO2、放出 O2,才保证了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 保

证了自然界中的碳素循环。

因此,可以说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地球上唯

一的、最大规模的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并释放出

O2的加工厂, 是地球上一切生命活动所需能量的基

本来源,是自然界无穷无尽的宝库。

另外,地球表面被大气层所覆盖,大气透射太阳

光,同时也吸收和反射太阳光;大气自己也向太空发

射热辐射能量; 地球表面向太空发射的热辐射也要

透过大气。研究发现, 大气对太阳光(可见光)的透

射能力相当强, 它反射了 25%的太阳能,另有 5%的

太阳能是由地面直接向太空反射的,所以地球对太

阳热辐射的反射率  = 0�3。但地球表面向太空扩
散的热辐射主要是红外光(因为其温度小于500  ) ,

大气中的 N2 和 O2 对红外光的通透性相当好,但水

汽、CO2气体对红外光的通透性相当差, 若这些气体

大量存在,将使地球表面宛如加盖一层玻璃屋顶一

样,太阳光能透过这些气体,但地球向外热辐射的红

外光却被阻挡回来, 具体过程表现为在大气对流层

中,进行着多种光化学反应,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CO2

对红外光的吸收 CO2
红外光
CO*2 。这就使得地球

辐射到太空中去的能量被 CO2 分子保留下来,而这

些 CO2 又不稳定,它会自发地以热的形式放出它所

吸收的能量,结果破坏了地球的热平衡,引起大气温

度的升高,这就是所谓的�温室效应�。

在使用矿物燃料的工业化进程中, CO2 在大气

里的浓度急剧增加,据统计当前 CO2 的浓度比工业

化前高出 25%。CO2 浓度的增加不仅造成大气中

O2 和 CO2 的比例失衡,而且直接危及人们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据测算, 大气中一般 CO2 的含量为

0�03% ,当其含量上升到 0�04%时, 人们就会感到
头疼、耳鸣、血压增高等,其含量上升到 0�1%时,人
们就会死亡。

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大气中的 CO2, 据测

算,在生长季每公顷阔叶树木每天可吸收1000kg的

CO2,生长良好的草坪,每公顷每小时可吸收 CO2 气

体15kg。因此,在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广泛栽植绿色

植物是降低大气中 CO2 浓度, 增加 O2 的供应使二

者比例达到平衡的关键。这将有利地控制大气的

�温室效应�,促进全球气候变化的和谐发展。

可见,植物绿化不仅可以调节大气湿度和温度,

为人类生存提供充足的 O2, 而且还能有效控制�温
室效应�。

(河北邢台学院物理系 ! 054001)

封面照片说明

有序排列的纳米多孔材料的组装合成和功能化

研究是由复旦大学承担的。这项研究基于纳米和分

子组装化学、模板导向化学、表面活性剂化学,研究

和建立了微孔、介孔和多级有序分子筛材料的构筑

方法,在材料形貌、孔结构和孔内活性位等几个层次

上,创立了�酸碱对�和电荷匹配理论,实现了材料的
定向合成与宏观控制, 并将所合成的新材料用于催

化、蛋白分离等领域。封面是 Ia3d空间群双连续螺

旋结构的图片, 这项成果被 Nature、Chemistry of

M ater ials 选为封面报道。 (李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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