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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煥昌

光合作用
的大用

自 1980年代起，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便一直是全球科學界熱門討論的議題。其中最多人
關切的，莫過於：「如何減緩地球劇烈增溫的趨勢？」

溫室氣體是幾乎所有科學家公認的全球暖化的原兇之一，有效地減少地球上溫室氣體的存

量便成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尤其二氧化碳是增溫效益最顯著的溫室氣體之一，當然就成為

減量的頭號目標。對此，學者們紛紛提出各種構想：有些治標派的人說，可把二氧化碳移出大

氣直接埋入地下；有些治本派的人提出可利用光合作用的原理乾淨地轉換二氧化碳。關於後者

的作法，臺灣大學化學系的陳浩銘教授獨家研發了一種測量、分析的方法，期能有助於這方面

的進展。

自然界的光合作用是植物中的葉綠素吸收太陽光的能量，以二氧化碳與水為原料，進行一

連串複雜的化學反應，最後生成氧氣與醣的過程。其中，氧氣會散發回空氣中，醣則成為支持

植物生存的能量來源。陳教授表示，光合作用雖是自然界消耗二氧化碳的天然機制，缺點是反

應效率偏低，另受限於需有日照才能反應，因此若想藉由這方法消減空氣中的二氧化碳總量，

實是緩不濟急，另謀發展人工光合作用或許才是可行之道。

Featured Articles專題報導
MOST Supported 

Research台灣新發現



光合作用的原料是水與二氧化碳，產物是氧氣與

醣。由於原料的取得考量，人工光合作用適合於水

下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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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光合作用師法自然，也是以二氧化

碳與水為原料，進行類似光合作用的化學反

應。這方法的優點是不受日照限制，且反應

效率是自然光合作用的數倍甚或數十倍，同

時透過設計可以把反應產出的化學能進一

步轉化為酒精或天然氣等能源材料。這種

乾淨的化學反應才是理想的二氧化碳減量

的治本之道。

陳教授表示，當前人工光合作用發展

的瓶頸是對這種化學反應的認識實在貧乏，

可說是處於瞎子摸象的狀態。某些原料與產

出結果間的對應關係雖已歸納出來，但反應

材料仍待找尋中，甚至對化學反應實際的臨

場行為，所知仍相當有限，更別說可確認最

適合人工光合作用的材料。也因此，至目前

始終無法有效地控制人工光合作用反應的 

效率。

這個困境有部分原因是由於人工光合作

用只適合在水中進行，而過去僅有極少數方

法能在水中進行臨場分析的測量，因此科學

家難以對其深入分析。針對這點，陳教授發

展出一套以 X光為核心的光譜分析方法，能

針對水下環境中的化學反應進行臨場分析與

測量。藉由這方法，可以深入了解在人工光

合作用的化學反應中，關鍵催化劑所具有的

各種化學、物理性質與結構，甚至能掌握這

種化學反應的完整機制。 

陳教授發展的量測與分析方法能有效

幫助科學家了解人工光合作用反應的真實情

況，以加速找尋人工光合作用的最佳觸媒。

陳教授獨特的量測與分析方法，可以應用的

範圍當然不限於此，但藉由這方法的協助，

人工光合作用有望成為有效率且能大幅減少

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總量的治本方法。

Science  DevelopmentScience  Development


	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