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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背后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思前、食后、厉行节约”，

旨在呼吁政府、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减少食物浪费与损失，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节约食物与保护环境，初看似乎“不相及”，实际却有

密切关系。“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产食物不仅需

要辛勤劳动，也要消耗水、油料等宝贵资源，同时化肥、农

药等还造成污染。因此，对食物的不合理需求和浪费，是

对有限资源的无序消耗，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多组数据表明，浪费已成为全球非常普遍的现象，给

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全球每年所产食物中，大约三

成在生产和消费环节损失或遭浪费，损失额大约 1 万亿

美元。发达国家和地区每年浪费大约 3 亿吨食物，超过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所产食物总和，足够供应全球约 8.7

亿饥饿人群。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消费者平均每人每年

浪费 95 至 115 千克食物。相比之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人均浪费 6 至 11 千克。仅以中国

而言，按保守推算，每年最少倒掉约两亿人一年的食物或

口粮。

从这个意义上看，减少浪费、厉行节约，合理、恰当、

高效地利用食物，提倡节约食物，也是从根源上推动可持

续发展、爱护环境。

与世界环境日主题不谋而合的是，中国今年也大力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商家和消费

者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节约的重要性，把节约的概念贯穿

在细节中：政府应该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从制度上加以

规定，推动民众正确消费而不浪费；商家应该引导消费者

理性消费；作为食物的最终消费主体，消费者采购食物也

要避免冲动消费、虚荣消费。

《朱子家训》有云：“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适当消费、拒绝浪费，健康、理性地吃

饭，其实是低碳生活、绿色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时

代的潮流，也应当成为每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

（据新华社）

节约粮食也是爱护环境
文·张晓茹

“一片能进行光合作用的人工树叶”或将改变

世界能源格局。据美国 ABC 新闻 3日报道，美国通

用公司 2013年度“面向未来的电影短片竞赛中”，科

技短片《人工树叶》获陪审团奖，该电影节旨在向人

们展示科技发展新方向的。

“人造树叶”实则为一片涂上催化剂、能够模仿

光合作用的硅片，能在太阳的照射下从水中分离出

氢气和氧气。因其内部排列着很多微小的水流管

道，水流在有太阳时流过“树叶”，系统便会自动开

启电解程序，将水进一步分解成氧和氢，然后将氢

气储存起来，便可转变成燃料电池所需的电能。该

项目于 2009年入选美国能源部高级项目署，获得研

发资金，获封“美国未来能源安全的保障”。

研发者诺切拉非常希望“人造树叶”成功降低

成本后，能打破目前能源市场的垄断，形成多样分

散的能源供应系统，“这样就不必完全依赖现有能

源网。尤其对于没钱付电费、供暖费的穷人，买片

‘人工树叶’，只要能晒到阳光，再有一瓶半的饮用

水，就完全能够提供一个小卧室所需的所有能源。”

而去年，“人工树叶”还只能从纯净水中分解氢气。

延伸
“人工树叶”能为卧室供能源

眼下，世界各国为不断满足市场需求，不少科

学家都在加紧开发清洁高效的新能源。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探索被认为最有希望取代化石燃料的氢

能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不久前，一则仿光合作用研发出造氢新方法的新

闻成为人们关注焦点。在《自然化学》杂志上刊登的

一篇论文中概述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如何

重现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物理位置，植物通过太阳能把

水分子分解成氢和氧的方法。据了解，他们受到植物

光合作用的启发，采用电子耦合的质子缓冲（ECPB）

方法成功从水中分离出氢气和氧气。研究人员称，这

套系统可以在工业规模上生产氢气，比目前的方法成

本低且安全。有专家表示，这个“重要”发现的来临，

为解决全球能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

向光合作用向光合作用““学习学习””
科学家找到更加安全高效的氢能制备方案科学家找到更加安全高效的氢能制备方案

实际上，模仿植物光合作用从水中分解氢并不

是第一次出现。在今年年初就有媒体曾报道，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期刊发表了以人造

光合作用技术为基础的永续性科技蓝图，为新一代

节能技术建立了基准，并列举了建立以人造光合作

用为基础的永续性“氢经济”所需的技术研发成果。

相比之下，这次研究的亮点突出在哪儿？中国

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张纯喜博士说：“这项研究是一

个电化学方面的工作，其亮点是发现一个能够同时

接受电子和质子的稳定中间体，它能够有效接受电

解水释放的电子和质子，从而将电解水的氧气释放

和氢气释放在空间和时间上更有效地分开。”

据了解，电解原理是让电通过水，不仅耗电能，

还因为氢和氧同时被分离出来，而带有爆炸危险。

但在格拉斯哥大学研发的新的电解方法中，通过研

究人员所谓的“电子耦合质子缓冲”，氢和氧在不同

时间从水中分离出来。在电通过水时，这有助于收

集和存储氢。通过这种方法，先只有氧被释放出来，

然后氢在合适时间才被释放出来。纯氢不会自然产

生，所以要用能源制造它。这个新的电解方法需要

更长时间，却更安全，每分钟消耗更少能源，使其更

容易依赖于电流所需的可再生能源把氢分离出来。

亮点
发现一个能同时接受电子和质子的稳定中间体

张纯喜告诉记者，水电解制氢是目前应用较广

且成熟的方法，但由于耗电大，用常规电制氢，从能

量利用而言得不偿失。“如何利用太阳能产生电能

或氢能才是今后模仿光合作用的核心。”

不久前，来自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剑桥大学和利

兹大学的科学家利用合成生物技术，模拟植物吸收

太阳能并将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的过程。记者了解

到，该项研究将建立一个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在微生

物上面放置微型太阳能板，利用太阳光促进氢能的

生产。该项目研究人员坚信，模拟植物光合作用比

现有的太阳能转换系统更能高效地利用太阳能量。

“伴随人类社会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日益

加剧，这方面的研究被越来越多的科学工作者所关

注，各国政府对该领域的研究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

和物力，人们期待能够模仿植物的光合作用，直接

利用地球上广泛存在的太阳光和水，产生电能或氢

能，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的能源和环境问

题。”张纯喜说。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欧

盟等都制定了氢能发展规划，并且目前中国已在氢

能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

为氢能技术和应用领先的国家之一。

重点
如何利用太阳能产氢能

“模仿植物的光合作用一般是指利用太阳光将

水高效裂解，产生氧气，获得电能或氢能。该领域

最关键和最难点是如何获得高效廉价水裂解催化

剂。”张纯喜说，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

不过好消息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科学家们最近成

功揭示了自然界植物能够实现高效光解水催化剂

的结构。

张纯喜称：“这一生物催化剂结构的揭示为今

后的模仿光合作用，实现人工控制高效光解水指明

了方向。我们和国际很多研究小组目前正在这方

面开展深入研究。”

尽管许多国家都已部署氢能战略，但 50 年来，

氢能的应用推广速度却一直较慢，且尚未实现商业

化。

对此，张纯喜表示，目前就如何降低工业电解

水的成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其中强酸性条

件、分子量大的电子和质子接受体的使用等都是不

利因素。”

难点
工业电解水成本待降低

植物在光合作用过程中产生的
能量是否可以用来为汽车提供动力
呢？这一想法似乎遥远，事实上，它
可以为未来汽车设计提供灵感。这
确实是一个迷人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