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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界中很多生物材料体系—例如骨骼组织、海洋粘合剂和细菌生物被膜—能够生长、自修复

并适应环境，具有超出绝大多数现有合成材料所能达到的独特“活体”属性。 利用这些属性创建可编

程、可调节的“活体功能材料”一直在生物仿生材料领域具有广泛的兴趣但仍然是领域中的极大挑战。

在本次报告中，我将介绍我们最近利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创建的基于细菌生物被膜（大肠杆菌或枯草芽

孢杆菌生物被膜）的高度灵活并具细胞基因操纵功能的活体功能材料平台。我们的研究证明这种可编

程细菌生物被膜能够实现和传统完全不同的材料合成方法和性能范例，并为构建智能型功能材料和动

态纳米技术提供全新的机会。具体的实例包括但不限于：（1）可编程、可 3D打印的枯草芽孢杆菌生物

被膜活体材料；（2）基于细菌生物被膜构筑的具有环境响应和自修复功能的活细胞胶水；（3）利用光

诱导生物被膜进行无机纳米颗粒动态图案化布阵以及基于细菌生物被膜/无机纳米杂化材料的人工光合

作用体系。最后，基于已有的工作基础，我还将讨论新一代活体功能材料的潜在设计准则和多学科交

叉研究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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