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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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耗能

占社会总耗能的比例

2003年
15%~20%

2021年
35%~40%

气候
变暖

1.1“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的建筑节能发展需求

1. 项目背景



有机保温材料：导热系数低（~0.02-0.042 W/(m·k)），保温效果好，但耐久性和防火性能差。

聚苯板 挤塑板 聚氨酯板 酚醛板
常用有机
保温材料

1.2 传统建筑保温材料存在的问题

无机保温材料：防火性能好，但导热系数高（~0.05-0.07 W/(m·K)），吸水率偏大，导致保
温性能较有机保温板要差。

常用无机
保温材料 岩棉板 珍珠岩板 蛭石板玻璃棉板

1. 项目背景



2030年碳达峰
2060年碳中和

为了加快推进建筑领域“碳达峰、碳

中和”的发展，提升建筑节能效果，解决

传统建筑保温材料存在的防火性能差、耐

久性低、外墙容易脱硫等问题，有必要发

展新型保温结构一体化建筑节能材料。

1. 项目背景



1.3 普通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

地下室顶板开裂渗水 桥梁开裂影响耐久性 隧道衬砌开裂

混凝土开裂病害

1. 项目背景



桥墩底部冻融破坏 混凝土柱底部冻胀破坏 隧道衬砌冻融破坏

混凝土路面冻胀破坏 混凝土水渠冻融破坏

1.3 普通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

1. 项目背景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氯离子侵蚀

1.3 普通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

1. 项目背景



1.4 项目的提出

希望能够获得一种功能性混凝土，使其即具有普通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同时具

备裂缝的主动修复功能、良好保温性能、抗渗性能和抗冻融性能。

1. 项目背景



目录/Contents

1. 项目背景

2.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技术

3. 市场规模

6. 团队

10

4. 竞争优势

5. 商业模式

7. 融资计划



2.1  生物材料

11

自然界的生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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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定的微生物在特定的环境下也具有类似的功能……

它们也能代谢产生具有类似于“水泥”“胶水”一样具有粘结
性能的产物，这为微生物制造建筑材料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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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水泥”或“胶结剂”

自主筛选KJ01微生物或
数小时后

2.2 KJ系列微生物

自主筛选KJ02微生物



2.3 微生物制造建材的意义

14

微生物制造建材技术……

推动建筑业变革性发展……

微生物技术

土木工程

学科交叉
与融合



Your slogan here 15

2013年，太原理工大学李珠教授首次提出微生物与膨胀珍珠岩相结合的微生

物自修复混凝土技术。这一技术的发明为实现了混凝土裂缝的主动修复，与目前

国内外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更低的成本，尤其是在微生物自修复剂方面具有更加快

捷的生产工艺。这一技术为微生物智慧混凝土技术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微生物 膨胀珍珠岩菌液



Your slogan here

微生物发酵培养 微生物自修复剂中试生产

2.4.1 微生物自修复剂中试生产试验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0d 3d 7d 28d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2.4.2  裂缝自修复试验



渗水试验示意图 渗水装置示意图

试验结果表明，微生物智能混凝土的抗渗等级达到P12。

试验实物图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2.4.3  抗渗性能试验



冻融循环200次后骨料外露现象 冻融循环800次后表面砂浆层完好

C40普通混凝土 C40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2.4.4  抗冻融性能试验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电通量试验

2.4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

2.4.5  抗氯离子渗透试验



玻化微珠保

温混凝土

2005-
2008

• 整体式保

温隔热建

筑

• 城市窑洞

2007-
2012

保温承重再

生混凝土

2011-
2016

微生物智慧

混凝土

2013-

至今

2.5 研究历程

微生物智慧混凝土的理论完善过程

也是混凝土的功能理论完善过程

+再生骨料资源化利用保温承重一体化 +自修复
+高抗水渗透
+高抗氯离子渗透
+高抗冻融



山西晋城 铭基·凤凰城 玻化微珠保温混凝土绿色建筑示范工程

国家绿色建筑三星级设计评价标识（住宅）

山西省首个绿色建筑示范项目。

2.6  前期成果玻化微珠保温混凝土示范工程



2.7 专利成果

基于微生物的裂缝深宽三维
自修复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利用微生物快速制造装配式
建筑构配件的方法

微生物海砂混凝土建材制品



玻化微珠保温混凝土
一种高抗渗抗冻融的微生
物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受理通知）

2.7 专利成果

保温承重再生混凝土 整体式保温隔热建筑



主编 DBJ04-274-2009 玻
化微珠整体式保温隔热建筑
应用技术规程（地方标准）

主编 JC/T2164-2013 玻
化微珠保温隔热砂浆应
用技术规程（行业标准）

2.8 标准编制

玻化微珠保温混凝土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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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是建筑行业第一大产品，每年的市场总值在大约在1.5~2万亿。

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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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logan here 29

同时具备裂缝自修复、保温

隔热、抗渗、抗冻融功能

功能方面

微生物结合膨胀珍珠岩技术

获得低成本微生物自修复剂

成本方面

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且基

本形成专利布局

产权方面

技术雄厚且完备的教授·博士

研究团队

团队方面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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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入股，吸纳投资，

建立产业化推广基地

和样板工厂

技术授权，全国复制 通过股权分红和技术

授权获得收益

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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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33

李珠
创始人、博士、教授、博导

太原理工-高平市煤基固废研究院院长

太原理工大学建筑节能与新材料研究所创始人、所长

中国建材工业联合会珍珠岩协会副会长

山西省委特邀高级专家

全国煤矸石煤基固废综合利用专家委员会副会长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装配式建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山西省朔州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

贾冠华
总经理、博士、副教授、硕导

中散协固废综合利用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山西省土木建筑学会建筑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

晋城市行政审批专家库专家

研究团队
李珠教授硕士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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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金额和股份

产业化推广基地建设

（厂房、设备、流动资金）
研发经费投入 项目宣传推广

融资金额和股份



让微生物制造建材的梦想早日照亮现实！

创始人：李 珠 电 话：15534479666

总经理：贾冠华 电 话：13603553264

邮 箱：sxsk9999@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