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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
报告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
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专
家学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社
会公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2010微生物学学科发展报>>

内容概要

在中国科协统一安排和领导下，本报告以微生物学科近两年来的研究进展为主，按照国标（GB／T
13745—92）和学科分类，选取本学科近几年发展较快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涉及交叉学科领域进行了重
点研究。
    本报告除综合报告外，还包括农业微生物学学科发展、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学科发展、真菌学学
科发展、病毒学学科发展、微生物生理与代谢学科发展、微生物生态学学科发展、环境微生物学学科
发展、海洋微生物学学科发展、微生物毒素与食品安全学科发展、微生物分类学与菌种保藏学科发展
、酶工程学学科发展11个专题报告。
为了保证本报告在同行中的认可程度，我学会组织业内专家讨论并征求意见，形成了以中国微生物学
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赵国屏院士为首席科学家，包括有近50位
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组，参加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的研究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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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遗传工程开创以来，昔日由动物才能产生的胰岛素、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等昂贵药物纷纷转向
由“微生物工程菌”来生产。
与人类生殖、避孕等密切相关的甾体激素类药物也早已从化工生产方式转向微生物生物转化的生产方
式。
　　（2）微生物能源：微生物可以把自然界蕴藏量极其丰富的纤维素转化成乙醇；产甲烷菌能把自
然界蕴藏量最丰富的可再生资源转化成甲烷；光合细菌、蓝细菌或厌氧梭菌等微生物生产“清洁能源
”——氢气等。
　　（3）微生物采油：通过微生物发酵产气或其代谢产物来提高石油采收率，如微生物产生的黄原
胶可作为注水增稠剂，注入油层驱油；也可作为钻井黏滑剂，同时可脱去石油中的石蜡，改善成品的
品质。
又如用多元复合功能菌群（如好氧产表活剂菌与厌氧产气酸菌共培养）来开发多元微生物采油技术。
　　（4）微生物监测：用艾姆氏（AmesTest）法检测环境中的“三致”物质，用EMB（伊红美蓝琼脂
培养基的简称）培养来检查饮水的肠道病原菌等。
　　（5）微生物环境保护：用微生物肥料、微生物杀虫剂或农用抗生素来取代会造成环境恶化的各
种化学肥料或化学农药；利用微生物生产的聚羟基丁酸酯（PHB）来制造易降解的塑料制品；利用微
生物来净化生活污水和有毒工业污水；利用微生物技术来监察环境的污染度等。
尽管基因工程所采用的外源基因供体可来自各种动植物或人类，但微生物由于其生理代谢类型的特点
，因而很自然地成了外源基因有效表达和高效表达的首选受体。
微生物在新兴的生物技术产业中，已经捷足先登，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分支，微生物学未来在农业、工业以及医药等三大生物技术产业领域中将发挥极
为重要的作用。
　　3.微生物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贡献　　人类的生存与活动，依赖一个平衡的生态系统，而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是地球生态系统的真正主宰者。
　　在地球上，微生物无处不在，土壤、水体、空气等都是微生物存在的载体。
微生物世界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发生与发展，推动着地球生物化学循环，影响着土
壤生命力、水质和全球气候的演变，在环境、能源、农业和健康等领域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然，微生物的这些作用，像一把双刃剑，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亦可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
　　有益微生物在人类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中有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工业微生物技术已渗透到包括医药、农化、能源、精细化工、环境保护等几乎所有的工业领
域，并且扮演着重要角色。
微生物所产生的次级代谢产物是医药工业的重要原料来源。
20世纪20年代青霉素的发现曾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医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革命。
从那时起，从微生物中筛选重要的次级代谢产物，尤其是抗生素等药物的研究蓬勃发展，方兴未艾。
除抗生素外，微生物产生的氨基酸、核酸类物质、有机酸、维生素、酶制剂、多糖、醇类、微生物肥
料、微生物农药等也是被研发的主要产物。
另外，还可利用微生物，将光合作用存储在植物生物质中的能量转化成乙醇、甲烷、氢气等我们可以
方便利用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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