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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光利用型植物工厂》

前言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为什么说植物工厂必须以节省资源、环境保护、安全、放心、健康为出发点
，在生产上要做到稳产、高产，体现出可持续性且被社会广泛认可？围绕这个目的，怎样去设计好、
利用好植物工厂？　　从最近食品、环境和资源方面的情况来看，人们对植物工厂的关注度不断在增
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现状包括：①消费者希望果蔬产品做到安全、放心、不使用农药。②市场希望
得到稳定的食品供给。③出现了气候变暖、消减CO2排放量、气候异常以及石油价格上涨等全球性课
题。④地产地销、食物里程（food mileage）、环境保护、节省资源、LCA（Life（2ycle Assessment
／Analysis）即生命周期评估／分析、GAP（Ci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即食品安全保障等。　　面对
这些情况，2009年6月，日本农林水产省开始实施了“标准化温室植物工厂实证、展示和研讨”课题。
与此同时，经济产业省也开始实施了“先进植物工厂设施装备项目”。开展这些项目的依据是植物工
厂具有如下优势：使气象灾害、病虫害减少到最低程度；维持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佳环境；生产的稳定
性高；还可以提供安全、放心的工作场所、产品以及服务等。此外还有：①节能、节电、利用太阳能
。②智能化控制。③热力泵。④LED（发光二极管）。⑤机器手。⑥通过计算机和网络进行分散协调
统一。⑦可以做到物质循环与再生。⑧高绝热技术。⑨广义的生物技术等。这些产业技术的进步都将
为植物工厂走向实用化提供支持。本书就是基于上述实际情况，从全球、国家、地区的立场出发，开
始重新思考，对植物工厂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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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太阳光利用型植物工厂》主要论述的是：为什么说植物工厂必须以节省资源、环境保护、安全、放
心、健康为出发点，在生产上要做到稳产、高产，体现出可持续性且被社会广泛认可？围绕这个目的
，怎样去设计好、利用好植物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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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4种类型的系统，在闭锁程度和环境控制的精准度由高到低的排序是①②③④。我们用1000来
表示类型①的生态系统复杂程度，类型②③④复杂程度就逐步递减为100、10、1。按照日本农工商联
合研究会出具的植物工厂工作委员会报告书（2009），类型③是以环境和植物的生长监测为依据的，
与类型②相比，它可以进行精准的环境控制和生长预测，实现周年生产。　　与上述4种类型植物生
产系统相对应的植物种类及其生产特性，都在图2-1和图2-2中列出来了。从这两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在今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太阳光利用型植物工厂所生产的植物种类还会增加，生产特性上的优点也
会扩大，其相对重要性也会增强。　　一般而论，植物栽培周期短，生产物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就高
，通过环境控制手段很容易提高这个价值。而且，从生产行为上来说，那些能够提高人生价值的植物
是很适合人工光或太阳光利用型植物工厂生产的。尽管如此，这些种类、数量以及优点，今后都会随
着太阳光利用型和人工光利用型植物工厂的初期基本投资和运行费用的降低以及价值创造过程经常发
生变化。　　本书提到的这个“价值创造”的含义，不仅指“用金钱来衡量的商业性价值”，还包括
提高从事植物生产的人们和使用生产物的人们的“人生价值”，提高环境质量，增加可持续性福祉社
会中的“富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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