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植物生物钟有“智慧”

《周易》里有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也
就是说，天地变化导致了四季形成。面对地球
自转与公转导致的光、温度、昼夜及季节变
化，形成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习惯。

那么，植物是如何应对昼夜及季节变化
的？白天，你会发现大豆或花生的叶片是张开
的，到了晚上，它们的叶片会垂下来或完全合
上；大家熟知的含羞草、合欢树，到了晚上，叶
片也会完全关闭。这说明，植物像人一样，也
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物钟。

“生物钟”又称为“生物节律”，它是普遍
存在于生物体内的自然规律。植物开花、虫卵
孵化、候鸟迁徙，都遵守着自己的节律，生物
钟能在体内形成稳固的周期系统，代代相传。

植物整个生命周期都受生物钟调控，由
此，它们能适应阳光、温度和湿度等环境的昼
夜周期性变化，得以生存和最大化生长。

植物生物钟也是一种分子节拍器，它能
调节多种生长过程，从黎明启动光合作用到
调节开花时间，生物钟会因地理、纬度、气候
和季节而变化，且必须适应当地条件。“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句古诗就
生动体现了生物钟“因地制宜”的调控作用。

有趣的花钟：欲知何时，花开便知

自古道“花开花落自有
时”，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曾把不
同时间开放的花组成“花钟”，
欲知何时，花开便知。

在我国，蛇麻花凌晨约3点
首先开花，大约4点，牵牛花的
大喇叭也跟着张开了；然后野
蔷薇花开(大约5点)，龙葵花开
放(大约6点)；接下去是美丽幽
雅的郁金香(大约7点30分)和半
枝莲(约10点)、大爪草(约11点)
盛开，午时花(约12点)迎着烈日
怒放。正午过后，万寿菊花开(约
15点)、紫茉莉(约17点)添香，烟
草花(约18点)绽开。夜晚降临，
月光花(约19点)吐蕊，待宵草
(约20点)破蕾。

花儿按不同时间有规律地
开放，也许是为了吸引不同时间
活动的传粉者，如白天开花的植
物能吸引蜜蜂、蝴蝶和小鸟；夜间
开花植物能吸引飞蛾和蝙蝠。

不过，“花钟”虽有趣，“报
时”却可能有误差。因为植物开
花除了有一定的时间规律，还
受地区、温差和气候的影响，同
一种花，在南方开得早，在北方
就会迟一些。

植物生物钟除了可以控制
开花时间，还可以控制香味和
花蜜、树根液汁的分泌、树叶休
眠等生物活性特征。

植物生物钟是如何起到调
控作用的？首先，是对光和温度信
号的输入；其次，是中央震荡器在
起作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重要港口，能调控下游很多行为，
使它们呈现昼夜节律性。

另有实验表明，采摘一个
星期的甘蓝、莴苣、菠菜和蓝莓
等，依然对光周期有反应，这就暗
示，采摘后的蔬菜和水果中，生物
钟可能依然在运行，什么时间吃
更有营养，的确是一门学问。

为啥有的植物爱太阳
有的没那么爱呢

光周期是自然界最稳定的环境因子，地
球上的生物，可通过光周期，感知季节变化，
在最适宜的季节完成繁衍生息。

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胡一龙团队，发现光
周期影响种子大小的普遍性规律，并且找到
了在植物中响应光周期的基因——— CO基因。

研究者发现一种具有普遍规律的有趣现
象：三种长日照植物(百脉根、豌豆和拟南芥)
在长日照下产生的种子，比短日照下更大；而
三种短日照植物(大豆、红小豆和菜豆)，则在
短日照下会产生更大的种子。

可见，不同植物有着不同的适合生长的
光周期。那么，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使有的
植物爱太阳，有的没那么爱呢？

研究者对长日照植物拟南芥研究发现，
原来是CO基因的作用，使植物对不同的光周
期有着不同反应。

而且，只有来自母本的CO基因，才具有
调控种子大小的功能，而来自父本的基因，对
种子大小没啥影响。

也就是说，光周期对于种子发育，具有直
接调控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CO基因起着
核心作用。据此，我们便有可能因地制宜，培
育出更优质、更饱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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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长长在在南南美美的的

时时钟钟花花，，形形状状很很像像

时时钟钟上上的的文文字字盘盘。。

明媚的春天，
又到了百花盛开
的季节，迎春、玉
兰 、樱 花 、桃 李
杏……你方唱罢
我登场。

花开花落皆
有时，四时盛景，
年年岁岁，植物是
如何知道自己该
何时开花、落叶、
结果的？答案，就
在于植物像人一
样，也有生物钟。

1880年，达尔文父子基于对69种植物睡
眠的研究，提出昼夜节律的可遗传性。很多植
物的叶片白天展平、夜晚竖起来，达尔文推
断，叶片的睡眠，可能是为了抵御夜间寒冷。

2018年，科学家使用分辨精度达毫米级
的地面激光扫描仪进行观测，结果显示，白桦
树的树冠，昼夜之间会上下移动——— 也就是
说，树不但真的会“睡觉”，醒来后还会“伸懒
腰”。分析认为，植物这种“睡眠”运动，有利于
应对夜间的低温。

在地球上，能“按时而动”的物种更具有
进化优势。比如，科学家曾将正常蓝藻与生物
钟异常的蓝藻，放在同样条件下培养，结果正
常蓝藻的成活率，远高于生物钟异常的蓝藻。

向日葵就是典型的生物钟调控植物。研
究表明，清晨面向太阳升起一面的花盘，比没
有太阳照射的花盘升温更快，前来授粉的蜜
蜂数量也多出5倍。

如果捆住向日葵，不让花盘转动，其生长
量就大为下降。如果把向日葵移到装有固定
顶灯的室内，向日葵仍然会来回摆动，这说
明，植物体内存在着独立的、能自我调节的生
物节律控制系统。

科学家发现，植物间的生物钟时差可长
达10小时，类似于人类的“白班”和“夜班”，
这与植物所处环境和遗传背景密切相关。

树木真的会睡觉
醒来还能伸懒腰



“冬日记忆”告诉它，春天来了该开花了

学习和记忆在植物身上的
表现是什么？一个处于争论中
心的例子是春化。某些特定植
物在春天开花前，必须在寒冷
中暴露一阵，这个过程就叫春
化。这个所谓的“冬日记忆”，会
帮助植物分辨春季与秋季。春
季是传粉昆虫(比如蜜蜂)忙碌
的季节，而秋季则不是。如果植
物在错误的时间开花，在繁衍
上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在实验植物——— 拟南芥里，
有一个叫“FLC”的基因，可以产
出一种让它的小白花不开放的化
学物质。然而，当这种植物暴露在
漫长的冬天里时，其他基因的某

些副产品，使其能够测量出已经
冷了多久。随着寒冷的持续，拟南
芥会在越来越多的细胞中停止表
达或抑制FLC。

当春天到来，白昼日益增
长，经历过寒冷，FLC含量已经
降低的拟南芥，就可以开花了。

不但生长发育受生物钟调
控，生物钟还是植物应对害虫
的防御武器。植物会“预测”害
虫活动时间，产生抵御性生物
大分子来减小害虫的“食欲”，
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伤害。英国
一项研究还发现，因为植物生
物钟，它们对药物的敏感性也
不同，因此喷药也需讲究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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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和植物的生物
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地
球上的生存条件。

当地球生物飞上太
空后，昼夜不再是24小时
周期，也不再有四季的变
化，更重要的是没有了重
力，生活于其中的植物没
有了上下方向。此时，空
间植物还有“生物钟”吗？

研究表明，重力水平
的变化，的确会引起生物
钟改变。1991年，科学家
曾在美国的空间实验室
用向日葵做实验，证明在
太空，向日葵的转头运动

能够进行，但是，转动幅
度从地面对照的7 . 4毫
米减少到2 . 4毫米，时间
周期从105分钟减少到
88分钟。

2 0 1 6年 7月，我国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种植了拟南芥和水稻，
科学家通过实时图像
观察发现，在空间实验
室生长的水稻，吐水活
性明显增加。

此外，空间实验室
中，拟南芥的叶片运动
和茎的点头运动，要明
显慢于地面对照。

葛探索发现

气候变暖或致
日本樱花不再开花

日本气象厅近日发布报告
显示，日本国内樱花的开花日自
1953年起，每10年提前1 .2天。

如果全球变暖进一步加剧，
樱花休眠必需的严寒天气消失，
很可能导致樱花不再开花。

浙江舟山
发现蛙类新种

近日，中国计量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团队在浙江省舟山群岛
发现了一蛙类新物种。

研究人员表示，该物种是稻
米蛙的“近亲”，学术上较适合的
命名应为舟山陆蛙。相关研究成
果已在《亚洲两栖爬行动物学研
究》发表。

科学家研制出
“人造树叶”系统

欧盟“A-LEAF”项目团队在
《能源与环境科学》杂志上撰文
指出，他们研制出一款“人造树
叶”系统，能模仿自然界的光合
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可
持续燃料，创下10%的太阳能—
燃料转化效率新纪录。

这是首款太阳能—燃料转
化率比天然树叶高一个数量级
的“人造树叶”。

德国研发机器人
照顾老年人

到2050年，德国护工缺口
可能达67万。为应对护工短缺，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在德国南
部一小镇，设立了老年病学研
究机构。

借助信息技术、3D技术，
科学家研发出一款名为Garmi
的机器人，以期它们今后能分
担护工的部分工作，为老年人
提供辅助诊疗服务。

动物为什么
也能“百折不挠”

当我们遇到挫折时，依然能
克服困难继续努力。不仅是人
类，动物也能为实现目标“百折
不挠”。

日本一项研究发现，大鼠遇
挫后，短时间内大脑相关的多巴
胺释放就会增加，从而让其“有
干劲”去克服困难。

在这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找
到了动物大脑克服“偏离期待”
的机制，有望帮助人们研究抑郁
症、依赖症等精神或神经疾病，
并寻找新的治疗方法。

高脂高糖饮食
为啥会导致脂肪肝

美国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
验发现，高糖高脂饮食，会改变
消化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使有
害代谢物产量增加，导致非酒
精性脂肪肝。

通过给予由多种抗生素组
成的“鸡尾酒”药物后，小鼠肝脏
炎症得到抑制，肝脏肥大和脂肪
积聚的情况也有缓解。

这一发现为开发非酒精性
脂肪肝新疗法提供了靶点。

据新华社、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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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向日日葵葵是是典典型型的的生生物物钟钟调调控控植植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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