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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微生物学作为微生物学与环境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已经在环境污染治理、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微生物学通报》本期推出的“环境微生物学主

题刊”报道了专论与综述 16 篇、研究报告 17 篇，内容涵盖环境微生物生态学及生物修复、环境微生

物资源的发掘与利用、环境微生物学研究前沿、环境污染修复与微生物多样性、环境微生物生理学及

生物制剂等应用领域，期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加强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研究者间的交流和合作，推

动环境微生物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生物降解，生物修复，环境微生物学 
Keywords: Biodegradation, Bioremediation,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在地球上的生物圈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地球上

存在的原核微生物数量估算约为(4−6)×1030 个 [1] 
(这个数字比目前已知的宇宙星系中的恒星数量约

1021 颗大 9 个数量级[2])。无论是从珠穆朗玛峰到马

里亚纳海沟，还是从冰冻的南北极地区到温暖的热

带地区，都存在并已分离出大量的环境微生物。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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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微生物在参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能量代谢循

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利用环境微生物的代

谢多样性改善环境和服务社会，是环境微生物学这

一学科的主题。 
20 世纪 60 年代，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

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详细描述了化学药品和肥

料的广泛使用给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及难以逆转的

危害。随之而来诞生了一个名为“环境微生物学-
生物修复”的新研究领域。在维持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方面，环境微生物起到了重要的贡献。本期刊出

的文章《Cr(VI)还原菌的筛选、鉴定及其还原物质

分析》《Bacillus cereus CC-1 的亚碲酸盐还原特性

及产物表征》《也西湖噬藻体的分离与鉴定》《好

氧反硝化生物脱氮技术的研究进展》等展示出环境

微生物在处理重金属污染及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潜能。作为典型环境污染物的“白色

污染”——塑料，综述《聚乙烯塑料的微生物降解》

回顾了利用环境微生物降解石油基塑料——聚乙烯

的成果，与此同时，《利用光合细菌生产聚-β-羟丁

酸酯(PHB)的研究进展》总结了可生物降解塑料的

合成并讨论了进一步减少石油基塑料使用的可能

性。迄今，在环境中依然存在大量未可培养的被称

作为“暗物质”的微生物，并且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

学等组学也已广泛应用于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研

究论文《宏基因组分析城市休闲水域九山湖的微生

物群落结构和抗性基因》和《基于同位素标记相对

和绝对定量技术研究耐铬(Ⅵ)菌株 CM01 的蛋白定

量组学》诠释了组学在环境微生物学研究中所发挥

的作用，而综述《合成微生物群落用于木质纤维素

生物质转化的研究进展》详细介绍了合成微生物群

落的设计原则、优化工具和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与

挑战，为木质纤维素的资源转化提供了借鉴。 
为了促进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以及专家学者

之间的深入交流，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主办，哈尔滨工业大

学环境学院、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

室、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联合承办的“第二十二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

讨会”于 2019 年 8 月 12−15 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召开。会议参与学者围绕以下 6 个议题进行了讨

论：1) 环境微生物学前沿；2) 污染物生物降解与

环境修复；3) 环境微生物组学；4) 微生物资源化

与能源化；5) 塑料等新兴污染物生物降解；6) 工
程环境微生物技术与应用。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

因，原定于 2020 年 11 月在天津举办的“第二十三

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被迫推迟举行。

我们相信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疫情定会得到更

好的控制，计划在 2021 年秋天由南开大学举办的环

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将继续为与会代表提供一

个学术交流、成果展示以及项目合作的良好平台。 
同时，我们衷心希望与全国的环境微生物学工

作者及相关研究人员共享《微生物学通报》出版的

这期“环境微生物学主题刊”。相信该主题刊的出版

有助于为环境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推动

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升我国环境微生物学学科的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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