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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省科技馆来函要我提供学术著作文集，这促使我整理一下从事科研工作的历程。
　　我的学术生涯可从1946年2月考入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插班读高二下学期谈起。
在此以前，由于战乱，生活不安定，念书的学校也常变动（包括杭州德胜桥小学、上海文化小学、上
海肇光中学、上海华童公学、杭州中学、杭州安定中学），我未曾能认真学习。
杭州高级中学校风优良、老师好，在一年半的学校生活中，我从班中较差的学生逐渐达到中等水平。
毕业时投考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六所高校，均被录取。
由于我对化学兴趣较浓，热爱杭州的青山绿水，又考虑到毕业后较易自立谋生，最后我选择了浙江大
学农业化学系。
在大学四年里，学习了数、理、化、地、生、农、工、文的一些课程，其中化学读得较多，包括和化
学系学生共读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定性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还有结合农业化
学专业读的：土壤化学、胶体化学和生物化学。
浙江大学的学术气氛很浓厚，我听过王淦昌先生关于宇宙线的报告和仲崇信先生介绍一些生态学的常
识。
此外，还参加过求是科学社的一些活动。
1951年夏毕业时，新中国已成立，统一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设在上海的实验生物研究所的植物生理室工
作。
我在学校中所学的知识，基本上都有用。
　　1952年夏，植物生理室接受任务，到江苏北部沿海调研筹建防风林。
由室主任罗宗洛先生带领，有五人左右参加，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学过的土壤知识可在实践中应用，而我没有学过植物分类，对当地生长的树木不认识，只得边干边
学一些。
　　1952秋，植物生理室分出独立成所，邀请了全国知名科学家来讨论发展方向。
明确要开展光合作用研究，但当时缺乏条件，先成立生化组，由殷宏章先生领导，我被分派在生化组
中。
　　1953年1月起，我在生化组中跟随殷先生工作，开始研究小麦、水稻籽粒成熟过程中淀粉合成和水
解有关酶活力的变化。
我对籽粒积累淀粉阶段测得有显著的水解淀粉酶活力感到奇怪，殷先生就说这是离体实验，体内的情
况要复杂得多。
在学术讨论中，殷先生和我们不仅分析实验中遇到的问题，他还和我们谈到结合科研的学习和在学校
中上课时的学习不同之处。
此外，他还介绍一些国外光合作用研究的概况。
那时正是卡尔文（M.Calvin）等对光合碳同化的途径已大体阐明，阿农（D.Arnon）等刚发现了离体叶
绿体可进行光合磷酸化反应。
1955年夏，殷先生还要我和同事到江苏望亭农业试验站取样测定水稻开花后籽粒中干物质积累分配的
情况。
通过这一工作，我了解到籽粒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干物质是通过开花后光合作用形成的，如能提高最迫
切需要光合产物供应的灌浆期的光合作用即可获得增产效果，因而对研究光合作用的兴趣就显著提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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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学术论文集，其内容是作者60年来从事植物生理科研和教育，主要为从事光合作用研究所
撰写的300多篇学术文章中选择的112篇有代表性文稿，基本能反映作者各时期及各方面的工作和观点
，并在所选文章的前面附加说明解释其背景和特点。
　　本书可供与光合作用机理、生理及其应用研究有关的植物生理、农业等科教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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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我们的结果来看（殷宏章等1958），不成穗的分蘖之光合产物可部分转移到有效分蘖上，但数
量有限，因此在群体中依靠无效分蘖来提供同化物质形成产量的意义可能是不大的。
关于在密植群体中植株大小不均匀的利害问题，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在同种植物中植株高低（包括
小分蘖）会促进两极分化，一部分小的植株（或分蘖）常常处于补偿光强附近而濒于死亡，即使尚能
存活，也会发生前面所述的经济系数急剧下降（植生所小麦工作组1960，王天铎等1961，雷宏俶
等1961，李淑俊等1962）。
　　此外，植株的倒伏也是和群体光能利用密切相关的问题。
密植条件下易发生倒伏，而倒伏后对群体光能利用影响很大。
我们对密植条件下小麦的倒伏情况作了初步分析，并试验了测定倒伏趋势的指标（植生所小麦工作
组1960）。
　　2.群体结构与光能利用　　自从}{eath与Gregory（1938）提出净光合生产率（净同化率）相对稳定
，群体叶面积（以叶面积系数表示）是决定光合产量的主要因素后，叶面积系数与群体光能利用的关
系究竟如何就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方面是在大量不同密度的田块中，分析叶面积发展与干物质积累的变化（殷宏章等1959，夏
叔芳等1960，殷宏章1964），我们看到高度密植田中，虽然早期叶面积增长速率和干物质累积速度比
低密度的快，但以后相差不大。
我们得到的结果表明，和}{eath他们所说的不同，净同化率远不是恒定的，而是随叶面积的增加而急剧
下降，倒是群体的干物质累积速率比较近于恒定。
看来，他们的结论是根据叶面积系数不大的情况而得的，因而是相当片面的。
净光合生产率的高低不是一个反映群体光能利用率好坏的恰当指标。
　　第二方面是测定群体内叶面积和光强的分析，从而推算干物质积累。
我们采用了门司等（Monsi 1953）的大田切片方法，对小麦和水稻群体作了分析（殷宏章等1959，殷
宏章等1959a），计算得到的光合速率与实？
贝4干重累积的数据属于同一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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