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1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向匡廷云院
士（左）送上大熊猫玩偶。 吴德玉 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车家竹

见习记者 何宏杰

不断在求学路上
努力学习，为祖国添砖加瓦，是

匡廷云年少时的愿望，也决定了她日
后求学、工作的方向。

1949年，匡廷云15岁，在四川省
资中县第二中学就读。因成绩优异，
她被选为资中县第二中学第一届学
生会主席，并成为资中县学联副主
席。1950年，她有幸作为学联代表，到
重庆参加西南学生代表大会，亲耳聆
听到当时担任西南行政委员会领导职
务的邓小平同志作的形势报告。匡廷
云回忆道：“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青
年学生应该努力学习，为祖国作贡
献。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参军不太
可能，那么就需要努力学习考大学，建
设祖国。”这个报告使她非常兴奋，同
时也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
习，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

就这样，这位四川姑娘考入了北
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土壤
农业化学系。怀揣着建设祖国的青
春志向，匡廷云离开四川老家，在农
大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与拼搏。

“当时以为是做化工研究，比如
合成化学肥料，但实际上学的还是农
业化学，所以也就比较广泛：植物生
物化学、农业化学、土壤化学都包括
在内。大学时期，我得到了很好的培
养。”回忆起大学时光，匡廷云认为，
当时对于多学科的广泛学习，给她未
来的科研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8年，匡廷云被选派到苏联莫
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深造。过程并非
一帆风顺，她经历了两次留苏预备大
学生考试后，才抓住了这个机会。“当
时，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非常珍惜，觉得今后一定要交
出满意的答卷。”4年的学习时间里，她
收集了大量文献，装满了10多个木箱，
回国时，这些科研资料被她一一带回。

回国后，匡廷云进入植物所工
作。出于生产实践需要，所里决定让
她开展“微量元素锰对水稻增产”的
研究，这也和她在苏联学习的“激素
对植物代谢影响”方向不谋而合。

70多年后，匡廷云仍清楚地记
得那段时光中的许多细节。在无数
次的历练中，不断地突破科学难题成
为她成长的原料。在知识中不断汲
取精华，为祖国奋斗的热情带她走上
了科学研究的道路，于是有了信念、
有了一生奋斗的执着。

总未完成的科研课题
位于香山的植物所景天楼内，汤

佩松的雕像屹立于此。1986年，德
国科学家在第七届国际光合作用大
会上公布了一项光合膜蛋白原子水
平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让匡廷云大
为震撼。回国后她向时任植物所所
长汤佩松汇报：光合膜蛋白太重要，
难度很大，且国际竞争太激烈。汤先
生当即拍板，既然这么重要，中国也
要做，并立即决定进行学科交叉，由
植物所从生化入手，生物物理所从结
构入手，开展光合膜蛋白结构与功能
的研究。

光合膜蛋白空间结构以“埃”来
计算，这是比纳米更小一级的单位。
德国科学家率先从豌豆中通过二维
晶体三维重构，解析了捕光叶绿素a/
b蛋白复合体3.4埃分辨率的晶体结
构，尽管科学界迫切希望得到更高的
分辨率，但中国科学家却没有被寄予
希望。

2004年，匡廷云的团队与生物
物理所团队一起，完成分辨率为2.72
埃的菠菜主要捕光复合物晶体结构
解析，结构图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
面。匡廷云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的
结晶、中国的结构。在这之后，我们
在国际上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光合膜
超大分子复合物的空间结构。”

谈起科研，匡廷云总是滔滔不
绝。她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
划（973计划）讲起，到获得“2015年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的高等植物
光系统I光合膜蛋白超分子复合物晶
体结构解析，再到2019年首次成功
解析硅藻特有的捕光天线色素蛋白
复合体的空间结构。

走过的科研路，踩过的“坑”蹚过
的“水”，取得实验进展的欣喜，点点
滴滴匡廷云都记得。“刚开始做科研
的时候，我们的条件和国外相差很
远。”她说，“随着国家的发展，各方面
研究条件得到改善，加上我们的努
力，一步一步走到国际前沿，能和国
际竞争，也能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加上这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已经是第三次了，这份荣誉也属
于我的团队和学生，现在我们还在这
个领域继续努力。”匡廷云说。获奖
之后，虽然她认为自己已进入科研的

“晚年”，更能感觉时不我待，但她也
在尽量地奋斗，带领年轻人为国家的

7月22日，大暑刚过的北京香山
还冒着丝丝热气，约定上午10点的
采访，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提
前半小时到达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调试拍摄设备。刚到景天楼拿出
设备不过几分钟，一阵脚步声从4楼
空旷的楼道响起，我们从楼梯间走
出，果然遇到了“心有灵犀”提前半
小时抵达的匡廷云院士。

还是那件湖绿色上衣，搭配熟
悉的牛仔喇叭裤，但这次的牛仔裤
上多了几只小蝴蝶，匡院士热情地
邀请记者到她的办公室。

还没坐定，匡院士便从办公室
的小冰箱中拿出几杯奶茶款待我
们，“这个好喝，过来太热了，快喝点
水。”她全然没顾上脖子上流下来的
汗水，推出一张电脑椅坐定，一点也
没耽搁，采访便这样开始了。

采访现场，除了科研话题外，匡
廷云院士也和我们聊了聊穿搭。生
活中总是喜欢身着鲜艳服装的她，有
着属于自己的审美，无论是世界顶尖
科学家“她”论坛上的紫色喇叭裤，还

是国家进步科学奖领奖现场的一袭红
衣，总能让人在一群人中一眼找到她。

“你看，我在苏联留学时就穿红
裙子了，比起以前，现在‘收敛’许多
了，并且现在瘦了，感觉还没有以前
那么好看了。”谈起穿搭话题，匡老
立马拿起手机，在相册中精准地找
到那一张照片。在她的青春里，似
乎一直在和鲜艳的颜色作伴，即使
岁月老去，她依然有那一抹亮色。

没想到，这位“90后”还有更潮
的事情，“我是资中人，你们知道
吗？刀郎和我是老乡，我们资中还是
出了很多名人。”虽然我们和《2002年
的第一场雪》差不了几岁，也在接受
着院士的冷知识科普，原来院士不仅
仅做科研，她还可以那么潮。

匡廷云说：“我一辈子都在研究
光合作用，人家说我是‘追光者’，六
十几年一直在追光，是我对自己专
业的一种执着、一种热爱、一种激
情。人总是要追求光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
家竹见习记者何宏杰

记者：作为资中人，您埋头科研
的同时也心系家乡发展，能简单地
介绍一下吗？

匡廷云：我现在不经常回四川
了，但之前在资中建立了一个工作
站{匡廷云院士（专家）工作站}，通过
提高资中血橙光合作用利用效率及
降低氧气消耗量，获得品质更优良
的新品种。2023年，这个工作站升
级为省级院士工作站，隔一两年我
会回去看一看。

记者：您一直被外界称为“叶绿
体奶奶”，这是为何？

匡廷云：大家经常说我是个“追
光者”，主要我长期从事光合作用的
研究。光合作用实际上是绿色植物
一个特有的功能，也是地球上最大
规模的能量和物质转换过程，绿色

植物吸收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
成富能有机物，同时释放氧气的过
程。实际上，不管是陆地上的绿色
植物，或者是海洋里的光合生物藻
类，它们都要进行光合作用。叶绿
体是绿色植物和藻类等真核自养生
物细胞中专业化亚单元的细胞器，
其主要作用是进行光合作用。也就
是说叶绿体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一个
亚细胞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把我
称作“叶绿体奶奶”的原因。

记者：听说您早在60年前就开始
做科普工作了，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匡廷云：那时我刚从苏联回来，
需要在北京中关村的幼儿园去进行
科普讲座。当时就让植物类、动物
类（研究）的老师去讲，动物方面，选
了中国现代鸟类学奠基人郑作新先
生，植物方面就由我去讲光合作
用。郑作新先生的助手提了几十个
鸟笼子，每一个鸟笼子一只鸟，然后
告诉小朋友什么是害鸟，什么是益
鸟。小朋友可感兴趣了。对于小朋
友晦涩难懂的光合怎么讲？于是，
我让绘画师画上一张墙那么大面积
的彩图，图上有太阳，有森林，有麦
田，有果园，下方画了两群小朋友，
从人和自然的关系正式开讲。这就
是我最早的“科普育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车
家竹见习记者何宏杰

逐光而行，我的科研课题从未结题

匡廷云院士获2023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 受访者供图

三伏天的北京，高温，闷热。
7月22日，在位于香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植物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见到了中国科学院院

士、植物生理学家匡廷云。今年90岁的匡廷云院士，一袭绿衣搭
配喇叭裤，一如既往的时尚优雅。尽管已到鲐背之年，她依然会
穿着钟爱的靓丽颜色衣衫，到植物所工作、研究、奉献能量。

6月24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举行，由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匡廷云牵头的“真核生

物光合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项目获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奖二等奖。

因一生致力于光合作用研究，不少人称匡廷云院士为“追
光者”。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匡廷云院士，倾听这位90岁“追
光者”的故事。

匡廷云，生于1934年12月，内
江市资中县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
学家、生物化学家，长期从事光合
作用、光合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研
究。60多年投身光合作用的研
究，致力于揭开光能转化之谜。
为国家农业、能源等重大战略提
供基础性、前瞻性理论和技术支
持，为我国光合作用研究走向世
界作出杰出贡献。

科技发展努力。“其实我们已退休了，但
一直是退而不休，还在不断奋斗。”重大
科学项目一次次结题，但她自己的科研
课题从未结题，总想再往前走一走。

人生无常亦“有常”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匡廷云遇到

生物系的研究生章申，获得博士学位后，
两人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登记
结婚。后来，他们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成为令人羡慕的科学伉俪。

“我们的研究日程很紧，几乎没有什
么时间在一起，但不幸的是，2002年他
因脑癌去世。失去心爱的生活伴侣的悲
痛，加上当时又适逢我主持的‘973项目’
结题，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导致我的身体
一下‘垮’了。幸运的是，国家医疗条件
的改善，以及党和国家对科研人员的关
怀，让我得到很好的治疗，通过及时的手
术，成功切除了肿瘤。我最终战胜了疾
病，获得了新生。”匡廷云说。

通过实验可以不断完善科研数据，
但 仪 器 之 外 的 人 生 却 有 太 多 无 常 。
2019年3月和9月，匡廷云又先后被确诊

结肠癌和肺癌。在接受了两次手术后，
她再次奇迹般地赢得抗癌战斗。“与其当
个抗癌明星，还不如回到实验室努力工
作。”出院后，她很快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上。在科研道路上披荆斩棘、在生活中
历经风雨的她，依旧优雅从容，所有的风
浪只不过是过眼云烟。

202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她”论坛上，匡廷云全程站
立，用一口流利的英文进行了近20分钟
演讲。当天她上穿黑白开衫、下着紫色
喇叭裤，时尚气度不输年轻人。她说：

“这是一种热爱，里面包含了对别人的尊
重，也有对事业和美好的追求。”

无论是一株不起眼的小草，还是一棵
参天古木，它们总要通过光合作用获得成
长。光、水、二氧化碳就是光合作用中必
不可少的原料。匡廷云用了90年的努力
与奋斗，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光合作用”。

从广袤的宇宙到微小的细胞，从国
之重器到芯片，从古生物王国到量子世
界，匡廷云作为国家科学进步和技术创
新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不断书写属
于“她”的美丽华章。

90岁追光者匡廷云

7月22日，匡廷云院士在北京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何宏杰 摄

匡廷云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时的留影。
受访者供图

匡廷云：

隔一两年我会回资中工作站看看

“大家经常说我是个‘追光者’，主要我长期从事光合作用的研究。
同时，叶绿体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一个亚细胞的场所，所以我也被称作‘叶
绿体奶奶’。”7月22日，在位于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对话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生理学家匡廷云。

对话

手记

“90后”院士也很“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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