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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每日科技新闻网近日报道，英国科学家借助转基因技术开发出一种能使混凝土裂缝完全“愈

合”的工程细菌。这种细菌能深入到混凝土裂缝当中，并通过产生碳酸钙、胶质物以及丝状细胞的方

式，将开裂的混凝土结构重新黏合在一起，而当细菌硬化后，其物理强度也会与周围的物质保持一致。 

 

科学家是通过一种被称为枯草芽孢杆菌的细菌来完成上述实验的，因此研究人员将这种建筑修复剂

取名为BacillaFilla。 

 

负责该项目的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詹妮弗·哈利南说，对于因地质变动等原因造成的建筑结构裂

缝，此前并没有十分有效的修复措施，而利用这种工程细菌就可以十分轻松地完成这一任务，并且与其

他方法相比，细菌修复法也将更为简单和环保。 

 

一旦细菌孢子被激活，借助在微生物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被称为群体感应的机制，它们就会迅速发

现混凝土中缝隙并深入其中将其黏合。参与整个修复过程的细胞可以分为3种类型：一种负责生产碳酸

钙结晶，一种负责转化为丝状细胞从而充当强化纤维的作用，第三种则充当胶水和黏合剂，同时也会填

满上述两种细胞所形成的空白区域。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研究人员不仅需要考虑工程细菌的优点，而且也必须对其潜在的风险加以防

范。这种工程细菌的孢子只有在接触到混凝土后才会生长，而这必须经由混凝土中一种特殊pH值所触

发。当菌群繁殖达到需要的数量时，细菌中的一种自我毁灭基因便会开始运行，从而避免过度繁殖所带

来的副作用。 

 

据研究人员称，研发这种工程细菌的初衷就是想延长建筑的使用年限，减少混凝土生产以及建筑所

产生的碳排放。哈利南说：“在整个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混凝土生产就占到了大约5%，因此可以

说，建筑能耗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找到延长现有建筑使用寿命的方法，或许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混凝土的需求，缓解对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对大自然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来说这绝对

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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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碳酸钙？这可是混凝土碳化的产物，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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