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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研究人员表示，他们成功地设计出了具有非凡发电本领的人造细胞，这些细胞比它们

模仿的自然发电细胞更强更有效，有望未来被用来为移植进人体中那些微小的医疗装置提供动力。 

 

据悉，研究人员此项研究起源于电鳗体内能够产生能量的发电细胞。电鳗是将从食物中获取的化学

能转化成电能，其体内有数以千计的发电细胞，最高电压可达600伏特。他们设想是否能设计出人造发

电细胞，并将其作为潜在的动力源。主要研究人员、耶鲁大学化学工程系博士后许健（音译）表示，电

鳗产生电能的效率极高，能比许多电子设备产生更多的电。 

 

许健在耶鲁大学前机械工程助理教授大卫·拉万的指导下做研究生时，曾设计出了首张展示电鳗发

电细胞不同离子通道如何共同产生生物电能的蓝图。拉万介绍说，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停步，而是继续

研究以试图了解这些细胞的工作机理，然而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以便能坐下来

并开始构思如何来建造这些东西”，过去从来没有人从事过这方面的工作。 

 

最近，拉万和许健设计出了能够模仿发电细胞发电的人造细胞。他们建立的模型显示，人造细胞发

电能力比电鳗发电细胞的多出28%，同时化学能转换成电能的效率高出38%。人们有可能利用几十个人造

细胞制造出很薄的微型生物电池，并用它来驱动移植进人体中的微小装置。许健表示：“我们原想看看

自然细胞是否已经实现了电能产出和能量转化效率最大化。但结果发现人造细胞实际上能够超过自然细

胞，这的确让人感到惊讶。” 

 

虽然研究人员目前设计出了人造细胞，但是离实际的人造细胞建造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中较为关键

的难题是人造细胞在产生电能前它们本身需要的动力来源。拉万设想这些人造细胞可以采取类似于自然

细胞的方式获得动力。他表示，有可能让细菌利用血糖再循环ATP为电池提供动力。有了动力，人造细

胞或许有朝一日会取代电池来驱动移植在人体内的微小装置。许健表示，由人造细胞组成的生物电池的

优势是在其失效后不会在人体内留下有害物质，它如同身体中的其他任何细胞。 

 

美设计人造发电细胞 可为人体移植设备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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