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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微型生物机器人将帮助人类从事各种精细的工作 

 

据新科学家网站报道，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功能各异的机器人相继出现，它们代

替着人类在各行各业从事着各项人们不易完成的任务。机器人也向着各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从最早的简

单机械结构的机器人，到现如今的智能微生物机器人，比如细胞级、细菌级别的微生物机器人。 

 

现如今，我们经常用机器人去完成那些对于我们执行起来比较危险的或者比较困难的任务，比如在

战争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的装甲车等，比如我们用机器人去加工那些对我们来说

有剧毒的化学产品。我们除了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使用机器人，现如今微型机器人更多的被

用于执行更多非常微细精密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就算是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微型的机器人也不能在

显微镜可见的微芯片上从事雕刻刻度和标记图案之类简单的手工工作，但现在加利福利亚大学的科学家

声称发明细菌型的微型生物机器人将让这些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生物物理学家

Jan Liphardt和他的同事研究组声称现在我们有条件去发明细菌型的微生物机器人，研究人员将这种细

菌型的微生物机器人称作“生物机器人”（biobot），这种新型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完成那些对我们来

说十分困难的工作。这个想法就是建立精简版本的细菌，只用足够的基因染色体组去执行某些特定的任

务，例如，在特定的化学环境下，用细菌的运动器官鞭毛沿着一种化学物质游动，可以促使其产生另外

一种化学品。研究小组描述这样的微生物机器人可以雕刻出微处理器需要的那些显微镜下才可见的生物

体特征，比如基因芯片，基因芯片被用于详细而精确的快速检测出生物的DNA序列，有了这样的细菌型

微生物机器人，基因芯片的制作就将变得更见容易和方便。 

 

发明细菌型微生物机器人需要用到的技术和美国遗传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绘

制自己全基因图谱时用到的技术类似，克雷格-文特尔是世界著名的遗传生物学家，他因绘制自己的全

基因图谱而闻名于世，在科学界被人们称作“科学怪人”。研究人员将用特定频率的光控制这些“生物

机器人”(biobot)去工作，不同的光量将通过激发微型生物机器人身上携带的色素来切换机器人开启或

者关闭的工作状态。但是同时研究人员也表示，就像其它正常尺寸的机器人一样，这种微生物机器人也

可被用作娱乐，人们也可以用它们绕着一些轨迹、迷宫和障碍物运动，我们甚至可以用它们进行模拟军

事演习，控制它们互相跟踪对方，并用携带的抗生素杀死对方，只不过这些活动需要我们找到一种简单

的方式使这些微小的格斗更加容易被人们看见，例如让它们工作时明亮的发光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与此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对这样的发明表示反对，称这样的发明是有违伦理的，这样的发明就像动

物克隆一样，将引起人们对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争议，他们呼吁政府应该禁止这样的科学研究。但是总

的来说，每件事情都有正反面，每一项科技的发明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其他的社会问

美科学家将发明细菌级别微生物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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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利用这些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21世纪，各种先进的机器人

系统将会进入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类良好的助手和亲密的伙伴，机器人技术也将向智能化和集

成化的机器人系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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