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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专家马延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
所带领的团队成功实现了二氧化碳合成淀粉，也被网友称之为“空气变馒头”，引发
广泛关注——

3年前，马延和带领团队成功实现
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消息一经公布，
引发广泛关注。如今，项目已经进入工
程测试阶段，向产业化又迈进了一大
步。

记者：作为科学家来说，你心中追
求的那个理想是什么？

马延和：就是把我们农田种植的
玉米、大豆，能够在啤酒罐里面合成出
来，我们叫农业工业化的一条路线，如
果这条路线能够成功，我们可能主粮、
主要的作物不用种。

记者：那不用种哪来？
马延和：就是车间制造，把农田种

植的模式变成车间制造。
在马延和设想的车间制造中，二

氧化碳成为原料，不但可以转化成淀
粉，还可以转化成蛋白质、糖类。

这份淀粉样品代表的是科学上从
0到1的一次突破，从二氧化碳到淀粉，
首次全人工合成。在这之前，淀粉的真

正制造者是绿色植物，也只有绿色植
物的光合作用才能把二氧化碳和水合
成为淀粉，人类离不开的碳水是对植
物进行加工才得到的。为了这项突破，
马延和带领团队努力了近十年时间。

记者：会带来什么样的颠覆性改
变？

马延和：最直接的一个是节约我
们大量的耕地，可能我们的生产效率
能够提升90%，或者是能节约土地、节
约淡水90%以上，不需要农药化肥，减
轻我们农业的压力。另外一个可能更
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可靠的渠
道去消纳二氧化碳，它的需求很大，所
以它对二氧化碳的消纳就非常巨大。

基础科学研究中有一类课题叫原
始创新，需要长期投入，但结果不能预
估。二氧化碳合成淀粉实验项目就是
这样的课题，和那些已经聚集了众多
课题的领域和赛道相比，这一项目的
启动注定要面对多方考量。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成立于 2012年，马延和参与筹建
并担任第一任所长。二氧化碳合成淀
粉是他上任后，举全所之力推动的重
大项目。

植物制造淀粉是通过一系列生化
反应实现的，以玉米为例，它的过程涉
及 60多步代谢反应，太阳能的利用效
率不足 2%。人工合成淀粉的目的是提
高效率，马延和与团队所做的事情，是
寻找步骤最少、效率最高的路径，在实
验室内将二氧化碳合成为淀粉。

马延和：开始大家还是比较有自
信，有信心，淀粉分子的合成每一步反
应都能发生，但是把这些反应放在一
起，它就没有反应，没有物质产生，到
底问题出在哪里，就得一个一个去排
除，这种排列组合就很多。

反复实验、反复失败的过程持续
了三年多时间，研究所可支配的经费
是有限的，随着实验项目战线的拉长，
资金压力越来越大。

双重压力之下，马延和的办法是，
用所内其他项目挣来的钱支撑这一看
不到终点的跋涉。

马延和：这个就是反应完了之后，
我要检测到底有没有淀粉。加一点碘
进去，它如果变蓝就说明它有淀粉。

记者：那就是每次都见不到蓝的
时候……

实验人员：就是很有挫败感。
记者：失败了还要再往前走。
实验人员：反正做科研的，就是不

要怕失败，要在失败中前行，就去想各
种解决方案，然后最终把那个问题解
决了，我们就成功了。

2018年盛夏的一天，实验人员照
常将碘加入试管，让人惊喜的是，试管
中第一次出现了淡淡的蓝色。

这个颜色，实验人员等了三年半。
实验人员随后提取出二氧化碳合

成的淀粉样品，至此，实验项目已经实
现重大突破。

虽然最初实现了二氧化碳合
成淀粉技术从0到1的突破，但因
其转化成本极其高昂，远远达不
到产业化的要求。

2018年之后，马延和带领团
队继续坚持默默无闻地研究，不
断优化路径，不断重复实验，并借
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来降低二氧
化碳合成淀粉的转化成本。

2021年 9月 24日，国际权威
期刊《科学》在线发表了马延和与
团队在淀粉人工合成上取得的重
大突破性成果，随即被媒体密集
报道，被誉为生物制造领域的重
要里程碑。

记者：当你的这个文章发表
在《科学》杂志上之后，很多人就
在旁边留言说这个很可能得诺贝
尔奖了。有人说可不可以拿这个
当成一个条件，可以去做院士了，
这些你考虑吗？你喜欢吗？你在乎
吗？

马延和：无所谓，我最在乎的
就是这个技术能不能落地，能不
能够做成，其他的都无所谓。我们
一直在所里说一句话，就是向着
太阳走，影子会跟着你，如果我们
追影子，永远追不到。其实是想让
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
确的导向，去做该做的事情，如果
把这个影子比喻成名誉、地位、待
遇，回头去计较这些，那肯定会迷

路的，而且永远追不到。
去年底，因任期结束，马延和

从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退了下
来，但他并没有停歇，搭建新的科
研平台，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他变
得更加忙碌。

记者：这路还有多长？
马延和：乐观一点的话，我们

还得需要几年时间。
记者：你急吗？
马延和：着急，很着急，心里

很急，但是表面上还不能表现出
来。

记者：如果我们慢了，别的国
家、别的科研团队有没有可能比
我们快。

马延和：有可能。
记者：反正大家都在做，快又

怎么样呢？
马延和：那可能我们会失去

很多的先机。科技也是一种赛道，
产业也是一种赛道，谁跑在前面
谁赢，谁的利益最大。

记者：未来如果它能够进行
科技转化了，你在里面扮演一个
什么角色？

马延和：就是一个启蒙者或
者启动者。

记者：一代一代人就这么做
下去？

马延和：对，功成不必在我。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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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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