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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科学家破解藻类水下光合作用的蛋白结构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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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为生物的生存提供了能量和氧气，为利用不同环境下的光能，光合生物进化出了不同的色素分子

和色素结合蛋白。硅藻是一种丰富和重要的水生光合真核生物，占地球总原初生产力的20%。硅藻含有岩藻黄

素/叶绿素结合膜蛋白（FCPs），该色素蛋白使硅藻具有独特的光捕获和光保护及快速适应光强度变化的能

力。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沈建仁研究员和匡廷云院士团队解析了海洋硅藻——三角褐指藻FCP的高分辨率晶

体结构，揭示了蛋白支架内的7个叶绿素a、2个叶绿素c、7个岩藻黄素以及可能的1个硅甲藻黄素的详细结合位

点，从而揭示了叶绿素a和c之间的高效能量传递途径。研究率先破解了硅藻、绿藻光合膜蛋白超分子结构和功

能之谜，不仅对揭示自然界光合作用的光能高效转化机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人工模拟光合作用、指导设计新

型作物、打造智能化植物工厂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策略。研究团队完成的成果“破解藻类水下光合作用的蛋白结

构和功能”入选2019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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