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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物理学家组织网9月28日（北京时间）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几年前邀

请研究人员研制不需要电的秘密信息编码方式，最近，美国塔夫茨大学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了一种有生命

的密码：利用细菌菌株来传递机密信息。除了用于谍报活动外，这项技术还可以让企业给农作物或其他

有生命的物体进行身份编码，以防假冒。该研究的领导者曼纽尔·帕拉西奥斯和戴维·华特将研究发表

在最新一期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科学家们表示，这个名为微生物印刷阵列密写（SPAM）的过程非常简单：首先培育出7种不同的大

肠杆菌菌株，让其在不同颜色的紫外线下生长；接着用不同的颜色配对代表不同字母和字符的方式，设

计出了一个简单的编码方案，7种颜色有49种组合，可用来给26个字母和23个符号编码；随后再将细菌

铺展到琼脂（用作细菌食物的一种凝胶状物质）平板上，细菌在此会长成不同的颜色，以代表不同的字

母和符号；接下来，将看起来像纸一样的硝化纤维素物质按压在该琼脂平板上，使细菌压印进硝化纤维

物内，待硝化纤维物质变干后，着色属性会消失，便将其装入信封中。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将该硝化纤

维物按压在另一块琼脂板上，细菌会重新长出其颜色，以此显示出被编码的信息。 

 

研究人员称，尽管这一过程非常简单，但迄今没有人想到。相比较而言，将信息整合入DNA（脱氧

核糖核酸）中等其他编码方式，更复杂且更昂贵。 

 

当然，最新方法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如果拦截该信息的人知道这是使用细菌编码的信息，那么

要想解码信息并非难事。为此，科学家们朝这些细菌的耐抗生素基因中添加了荧光，如此一来，只有在

一定条件下（比如引入氨必西林）才能看到信息。因此，潜在的信息拦截者不仅需要知道发送信息的人

使用了何种编码方式，同时也必须知道使用了何种抗体，二者缺一不可，才能正确地解码信息。信息制

造者甚至能用错误的抗体为信息拦截者编写错误的信息以混淆视听。 

 

研究人员也表示，为了增加保密性，可将其他因素整合入编码过程中，诸如设置细菌在特定时间生

长或者在特定时间死亡，以使信息无法持续很长时间等。除了用于谍报活动外，最新技术还可以让企业

给农作物或其他有生命的物品打上水印，以防假冒。（来源：科技日报 刘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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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里的表述有一些生物学常识性错误：琼脂只是固化剂，不是细菌的食物，当初使用琼脂作为培养基的固

化剂就是因为细菌不能消化琼脂；抗生素是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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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应该比较高吧！！！！！！！！！！！！如果用来防假冒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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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意儿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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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意儿而已，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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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长啊......我老早也想过的，可能就是因为简单如儿戏所以就没人正儿八经去做过或应用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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