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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开始策划“地质微生物学专刊”以

来，《微生物学报》已成功出版了 3 期，分别是 2018
年第 4 期、2019 年第 6 期与 2020 年第 6 期。共发

表文章 54 篇，得到了地质微生物学专家的关注和

好评。为系统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 新研究成果，

并进一步扩大地质微生物学的影响、促进地质微

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微生物学报》专门组织了本

期“地质微生物学”专刊。 
本专刊以地质微生物学为主题，选取了 27 篇

文章，包括 14 篇研究报告和 13 篇综述。根据文

章内容，设 4 个栏目，分别为“极端环境微生物”、

“微生物与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地质微生

物应用”和“环境微生物生态”。“极端环境微生

物”栏目含 2 篇研究论文和 4 篇综述，研究论文

报导了一株耐酸微藻的分离鉴定及其对锰离子胁

迫的生理响应、马里亚纳海沟可培养水生细菌的

多样性，综述则聚焦古丸菌 Archaeoglobi 的代谢

特征、暗黑菌 (Atribacteria) 的环境分布和功能特

征、嗜盐细菌中四氢嘧啶和羟基四氢嘧啶的生物

合成及其生物学功能、深部生物圈古菌的研究现

状与展望；“微生物与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栏

目含 4 篇研究论文和 7 篇综述，研究论文报道了

微生物驱动硝酸盐还原耦合亚铁氧化成矿过程的

锌胁迫、长江口外低氧区及其邻近海域表层沉积

物反硝化微生物多样性和分布特征、化能自养硫

氧化细菌Halothiobacillus sp. LS2介导的以乙炔为

电子受体的硫氧化反应、电子穿梭体对菌株

Clostridium butyricum LQ25异化铁还原性质影响，

综述则聚焦导电材料强化微生物直接种间电子传

递产甲烷、岩溶区土壤微生物驱动的自养固碳过

程与机制、微生物介导硝酸盐还原耦合亚铁氧化

过程的动力学及其影响因素、真菌反硝化过程及

其驱动的 N2O 产生机制、微生物硫循环网络、大

洋 小含氧带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微生物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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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下水微生物功能群及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

研究现状与展望；“地质微生物应用”栏目含 2 篇

研究论文和 1 篇综述，研究论文报导了硫酸盐还

原菌 Desulfotomaculum reducens ZTS1 厌氧降解昭

通褐煤、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um）诱导

矿化回收稀土离子 La（Ⅲ），综述则聚焦地质封存

二氧化碳与深地微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现状和展

望；“环境微生物生态”专栏含 6 篇研究论文和 1
篇综述，研究论文报道了河南卢氏和江西宜春两

处锂矿山地表微生物群落分布特征差异及成因、

不同演替阶段岩溶石灰土可培养细菌的群落特征、

咸海湖泊退缩对岸边土壤真菌和植物内生真菌的

影响、锡林河流域不同植被带土壤绿菌门微生物群

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水热增加下黑土细菌群落共生

网络特征、湿度盐度 pH 协同驱动锡林河景观疣微

菌群空间异质性，综述则聚焦全球变化下海岸带微

生物生态的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展望。 
希望通过本专刊，进一步扩大地质微生物学

在国内的影响、并促进地质微生物学相关学科的

发展和融合。同时，我们真诚感谢长期以来持续

支持“地质微生物学”专刊的学者以及参与本专

刊审稿工作的专家，希望各位能一如既往地支持

“地质微生物学”专刊的工作。 
(本文责编：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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