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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中国菌物学会理事，中国科协酶工程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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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酶工程是酶学与工程科学融合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新酶的发掘、对酶的结构与功能的认知及

酶的改造是合成生物学、生物制造技术的重要科学与技术基础。在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方兴未艾的今天，

酶工程更是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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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工程是利用酶所具有的生物催化功能，在一定的生物反应装置中借助工程手段将相应的原料转化

成有用物质的一门科学技术，其研究内容包括酶的制备、固定化、修饰与改造及反应器等方面内容。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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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广泛应用于食品工业、轻工业、生物能源、环保、医药等行业中。 
随着微生物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酶工程、代谢工程等学科领域的知识积累，以及大规模测

序技术、生物信息学、基因合成与基因编辑等技术的突破，生物学研究已进入系统生物学时代，生物技

术也进入到合成生物学的时代。计算机辅助设计、全基因乃至基因组人工合成的突破，使生物产业即将

进入工程化与设计化的产业发展。通过合成生物学对生命过程或生物体进行设计、改造乃至重新合成，

不仅能为生物学基础研究提供研究体系，而且将为生物医药、环境能源、生物材料等产业提供新的解决

方案，从而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此即我国著名微生物学家赵国屏院士所说的“造物致知、造物致用”。 
作为合成生物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酶工程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微生物酶的发掘、酶结构与

功能的解析、酶的改造与设计将为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基础。近期，中华人民共和

国科学技术部公布的“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研发计划申报指南中，酶仍然是专题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可以预期酶工程研究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值此重要时刻，《微生物学通报》推出“微生物酶工程主题刊”。本期刊出专论与综述 13 篇、研究报告

15 篇，内容涵盖酶的表达、酶学性质、固定化、酶的改造及酶促转化，涉及治疗用酶、生物制药、生物质

转化等应用领域，如《酿脓链球菌 Cas9 核酸酶的重组表达、分离纯化及酶学特性》[1]《有机磷降解酶在重

组大肠杆菌中的表达及一步纯化固定化》[2]《纳米材料固定化酶的研究进展》[3]等非常值得阅读。本期“微
生物酶工程主题刊”是《微生物学通报》与 2019 年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国酶工程学术研讨会”首次合作，期

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酶工程研究者间的交流和合作。值此“微生物酶工程主题刊”出版

之际，谨向所有提供稿件的同行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所有审稿专家的支持，感谢编辑部在组

稿与出版过程中的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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