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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关注光、研究光和利用光，并逐渐加深对光的认识。
《奇妙的光》首先介绍了光对于地球上生命的产生和文明社会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
介绍了人们依据几何光学的原理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

本书介绍了光的粒子说、波动说和波粒二象性的发展过程，介绍了爱因斯坦对现代光学的种种贡献。
《奇妙的光》还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家探索光的过程。

作者（卢绍康）最后提出几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案和一个综合方案，利用太阳光缓解当下全球大
气变暖和人类对粮食需求日益增加两大严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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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绍康，著有《夜空黑暗之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
　　1956—1962年，就读于上海市天山中学，1962—1967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
　　1968年，分配到河南焦作煤矿，做过一线煤矿、工人，后调到矿工子弟中学教书，教学之余研究
天文学1977年，曾写了篇有关彗星的论文，并出席河南省第一届科学大会。
　　1979年移居香港，主要从事电子和电器产品的设计开发工作，曾任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经理
、高级经理等职，业余时间学习研究天文学、宇宙学和缓解全球变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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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海水中引发的光合作用　　大约在35亿年之前，地球上形成了海洋。
在波涛起伏的海水中溶入了各种各样的化合物。
海水中各种简单的化合物受到阳光的照射发生各式各样的化学反应，合成了有机化合物和氨基酸，进
而合成了复杂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一蛋白质和双螺旋长链结构的DNA（脱氧核糖核酸）。
　　DNA的双螺旋结构中包含着遗传的信息，并能利用周围的有机化合物按照其遗传信息复制自身的
结构，DNA在复制自身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异。
某些复制和变异导致之后在海水中形成了具有细胞的最低等的微小生物。
在阳光照射的海水中这些微小的生物很活跃，也不稳定，它们不断地复制自己和发生变异形成新一代
的微小生物。
波浪永无休止地冲刷着海岸，海水中微小生物的遗传复制和微小的变异也不间断地进行着，这样的情
况重复了数百万年或数千万年。
　　也许由于一次巨大陨石的撞击，或者由于一次强烈的火山爆发，也可能由此连续不断的大雨和闪
电导致了一个对生物发展十分重要的变异的来到--一个新生成的微小生物表现出非常特殊的功能，它
的细胞能够吸收水、无机物和二氧化碳，在阳光的照射下制造出供自身生长繁殖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并
释放出氧气。
如今我们知道植物叶子中的叶绿素具有这种特殊的功能，并将这一功能称之为光合作用
（photosynthesis）。
最早具有类似叶绿素光合作用能力的微小生物称为“自养生物”（autotroph），这一个能自己制造生
长繁殖所需要养分的微小生物便迅速生长繁殖起来，成了在海水中出现的藻类生物。
这些在海水中出现的藻类生物是地球上最早的植物。
　　20世纪生物考古学家在澳洲发现，大约在30多亿年之前的岩石层中夹有迭藻层（stromatolites）。
迭藻层是具有光合作用能力的蓝绿藻（cyanobacteria）的化石，在显微镜下依然可以看到其圆形的单细
胞结构。
如今，我们仍然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沿海岸的海水中找到这种蓝绿藻。
现代研究表明，蓝绿藻是一种细菌，它能有效地吸收太阳光中能量较高的蓝光进行光合作用。
植物的叶绿素可能是蓝绿藻进化而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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