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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点评 
 

 

工业杀菌剂的抗性研究 
金城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工业材料的性质和功能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 工业杀菌剂的适用领域已经从纺

织、木材、纸张、石油制品、胶黏剂、涂料等一直扩大到塑料、玻璃、陶瓷金属乃至航天部件等, 工业中几

乎所有的领域都离不开杀菌剂。据统计 2008 年全球杀菌剂市场年产值达 60 多亿美元, 并且每年以 3.2%的

速率增加。但是随着杀菌剂在工业领域应用的日益广泛, 尤其是连续使用相同杀菌剂有一定历史的地区, 缺

乏合理的使用经验和专业的指导, 工业杀菌剂的抗性问题已呈愈演愈烈之趋势[1]。如何克服或延缓微生物抗

药性的产生和发展, 以延长杀菌剂的有效使用寿命, 已成为各行各业杀菌剂使用中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近 20 年来, 以异噻唑啉酮衍生物杀菌剂为主的各类杀菌剂已被广泛应用于涂料、冷却循环水、金属加

工液、洗涤用品、黏合剂、纸浆、纺织品、塑料等领域, 成为保护各类工业材料及制品免受微生物危害最有

效的手段之一[2]。但该类杀菌剂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尤其是在同一地区同一地点已连续使用 20 多年, 为

微生物抗药性的产生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对异噻唑啉酮衍生物类杀菌剂的关注较晚, 微生物对其抗药机制

以及抗性治理技术的研究势在必行。本期介绍了陈艺彩和欧阳友生等[3]从大量污染产品中搜集腐败的微生物

菌株并分析其抗异噻唑啉酮衍生物类杀菌剂的水平, 并对种属进行了分类鉴定, 发现工业上微生物污染有

79.62%由细菌耐药性引起；其中假单胞菌属的细菌约占 33.78%, 平均抗性水平达到 36 mg/L。该研究结果为

下一步抗性治理工作和微生物对杀菌剂药性机制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该研究建立了华南地区工业污染微生物的数据库, 并对微生物抗药性原因进行了分析, 为异噻唑啉酮

衍生物及其他类工业杀菌剂的抗性治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 研究细菌细胞壁和生物膜在抗药

性形成中的影响和作用, 建立工业杀菌剂抗性风险评估体系, 将对工业杀菌剂抗性治理工作奠定基础和指

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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