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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原理：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魏曼教授，很早就发现了几种能够“制造石油”的细菌。

这些微生物的组织结构中，几乎 80%是含油物质。在电子显微镜下，它们很像一

个个的塑料口袋，里面装满了油。魏曼把这类微生物放在一起，用二氧化碳喂养，

就组成一个“微生物产油田”，结果在实验室里制造出公斤油，这种油很像柴油。

后来，成立于 2005 的 LS9 公司成功利用生物工程技术，对包括大肠杆菌在

内的不同菌株进行了遗传改造，促使这

些微生物充分释放植物中蕴藏的能量，

并最终将这些能量转换成汽油替代物。

有时会使用标准 DNA 重组方法将基因

插入微生物基因中，有时也会用计算机

重组这些已知基因或者合成它们。构建

的基因工程菌会按照要求的链长和分

子结构来合成分泌碳氢化合物分子。

 技术应用：

这项微生物炼油技术可生产不含硫的原油，然后通过标准的炼制方法生产汽

车燃料，喷气机燃料，柴油机燃料。这种不含硫的石油产品的使用会减少人类出

行所带来的污染，给人们跟好的生活环境。

 技术优缺点：

优点：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已经把大肠杆菌的细胞结构和基因组成了解得一清

二楚，这就相当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多功能厂房，只要安装上合适的“生产线”就可以

产出我们想要的产品。目前，研究人员已经把合成丁醇的相关基因导入到大肠杆菌的基因组

里面去了，并且都能够较为顺畅的运作。通过不同基因（酶）的协同作用，将葡萄糖转化为

丁醇。

缺点：目前我们还无法完全掌控大肠杆菌运作的过程，从实验室到实际生产还有一些

瓶颈需要突破。例如，理论上每升大肠杆菌产丁醇的上限为 10 克，但是目前所有的实验产

量都没有突破“克”级大关。从细菌培养基中“炼”出燃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