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宁/《生物工程学报》30 年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June 25, 2015, 31(6): 761−774 
DOI: 10.13345/j.cjb.150091 ©2015 Chin J Biotech, All rights reserved 

 

                           

Received: March 2, 2015; Accepted: April 30, 2015 

Corresponding author: Ning Jiang. E-mail: jiangn@sun.im.ac.cn 

761生 物 工 程 学 报  

特邀专稿                                                              

 

 
江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工业微生物生物技术研究，

在国内较早开展代谢工程的研究。先后兼任《生物工程学报》第二、三、四届

编委。 

 
 
 
 
 
 

《生物工程学报》30 年 

江宁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北京  100101 

江宁. 《生物工程学报》30 年. 生物工程学报, 2015, 31(6): 761–774. 

Jiang N. The past 30 years of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Chin J Biotech, 2015, 31(6): 761–774. 

摘  要 : 回顾了《生物工程学报》伴随着我国生物工程学科成长与发展的 30 年。从《生物工程学报》与相关

成果、与学科发展、与知名科学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并对未来发展作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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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学报》迎来了 30 华诞。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基因工程和单克隆抗

体的应用为标志的生物工程  (Biotechnology) 

逐步被世人理解和接受，分子生物学从实验室

挺进生物产业，并促进了其他学科与生命科学

的融合。在国内，蒙诸多老前辈的支持，《生物

工程学报》应运而生。30 年来，《生物工程学报》

伴随着我国的生物工程学科一起成长发展，现

在已被众多国内外主要数据库及检索机构收

录，成为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 

1  为成果报春 

生物工程这一涉及现代经济发展多个领域

的新兴高科技，在我国的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从 1980 年到 2000 年，

我国科研、教学和生产部门的多项获奖成果，

特别是国家级奖项，许多曾发表在《生物工程

学报》上，较早为业界所知。例如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物工程中心顾大年等的“七五”攻关项目

成果，获国家二等奖，相关论文《幼畜腹泻双

价基因工程疫苗 (K88、K99) 抗原蛋白的生产

工艺》发表在本刊 1991 年第 7 卷第 1 期[1]；军

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胡显文等的论文

《用多孔微载体大规模培养 rCHO 细胞》发表

在本刊 1998 年第 14 卷第 3 期[2]，相关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该成果技术转让获得了很

好的经济效益；再如获国家发明二等奖的二步

法发酵产维生素Ｃ成果，其主要完成者之一的

尹光琳，即在本刊发表过《维生素Ｃ生产技术

的现状及发展趋势》[3]。二步法 Vc 是我国当时

最大的技术出口项目。当然，更多的还是省部

级奖项，仅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 (1991−1995 年) 

的获奖成果统计就有 26 项，见表 1。 

这些获奖成果涵盖了工业、农业、医药等

生物技术的各个领域，论文作者单位包括中国

科学院、高等院校以及中央、地方、军队的研

究机构。虽然上面的统计并不完整，但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学报在早期就获得了国内同行的

普遍信任，具有较大的影响，已是当时主要的

学术交流载体，即使在今天互联网成为主流信

息来源的时代，《生物工程学报》依旧是我国有

关成果的重要信息来源。 

 
表 1  《生物工程学报》发表的部分获奖成果统计 (1991－1995 年) 

Table 1  Part of awarded achievements published on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1991−1995) 

题目 年卷期页码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获奖情况 

乙型肝病毒表面抗原...表达 1991, 7(1): 37 龙綮新等[4] 中山大学昆虫学研究所 省部二等奖 

牛凝乳酶原基因...的表达 1991, 7(3): 195 张渝英等[5]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科院二等奖 

利用甘蔗糖密酒精...研究 1991, 7(3): 282 方霭祺等[6] 云南省微生物研究所 云南省教委二等奖 

苏云金杆菌...亚克隆和表达 1991, 7(1): 54 郭三堆等[7]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中心分子生物学室 

省部级二等奖    

籼型水稻原生质体再生植株 1992, 8(1): 60 杨剑波等[8]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

所 

省部级三等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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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微囊化杂交瘤细胞...应用研究 1992, 8(2): 164 宁国伯等[9] 第二军医大学 369 研究室 省部级二等奖 

表达大肠杆菌...菌株的构建 1992, 8(3): 227 杨晓等[10]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

究所 

省部级三等奖 

猪垂体中猪生长激...序列分析 1992, 8(4): 318 杨青等[11] 北京农业大学动物生化教研

室 

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马立克氏病病毒...系统的表达 1993, 9(1): 90 杨宝华等[12] 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土霉素发酵生产后期模型化 1993, 9(2): 132 徐川育等[13]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和应用数

学系 

机械电子工业部二等奖 

用固定化细胞发酵生产...研究 1993, 9(2): 142 袁军等[14]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省部级三等奖 

动物细胞培养反应器...的研究 1993, 9(1): 16 王斯靖等[15] 华东化工学院生化工程研究

所 

省部级一等奖 

预防幼畜腹泻双价...及表达 1992, 8(2): 145 钟声等[16]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

究所 

省部级二等奖   

痢疾志贺氏毒素...高效表达 1993, 9(1): 36 苏国富等[17]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

究所 

省部级一等奖 

CFA/1 结构基因...电镜观察 1993, 9(1): 43 张兆山等[18]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

究所 

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面包酵母流....投入产出优化 1993, 9(3): 231 袁景淇等[19] 华东理工大学自动化研究所 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抗肝 RSV 人单抗...序列测定 1994, 10(4): 338 高磊等[20] 第四军医大学生化及分子教

研室 

解放军后勤部科技进步二等

奖 

获得高抗虫转双基因烟草 1995, 11(1): 1 赵荣敏等[21]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

究中心分子生物学室 

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植物细胞离析酶的制备和应

用 

1994, 10(1): 71 林开江等[22]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与微生物研究所 

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科技进步三等奖 

YQ-W 系列发酵...测定仪研制 1994, 11(4): 392 孟绍田等[23] 天津轻工业学院 国家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

等奖 

半衰期延长...表达及特性分析 1994, 11(1): 13 刘士辉等[24] 军事医科院生物工程所 95 年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应用微量热法构建...生长模型 1994, 10(4): 333 张洪林等[25] 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 省教委科技二等奖 

249 个氨基酸...蛋白的表达 1994, 9(2): 101 唐建国等[26] 北京大学蛋白质工程及植物

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多肽研究刘湖涵教育基金奖

在大肠杆菌中温度...生长激素 1994, 7(4): 307 余旭平等[27] 北京农业大学动物生物化学

教研室 

农业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用高梯度磁...技术研究 1994, 8(1): 99 张兆庆等[28] 河南省科学院应用物理所 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应用亲和层析...重组产物 1994, 10(3): 239 秦爱建等[29] 江苏农学院禽畜病原微生物

研究室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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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作为与产业化密切相关的学科，

成果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实现产业化上。这方面，

也可以从《生物工程学报》的许多文章得到印

证。例如，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乳链菌

肽 (Nisin Z) 项目，在浙江银象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实现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们

在《生物工程学报》发表的《乳杆菌电转化条

件的研究》一文，被引次数达到 435 次[30]。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

究所的酶法生产 7-氨基头孢烷酸 (7-ACA) 项

目，在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了年产

200 吨 7-ACA 的生产线，有多篇相关的论文在

《生物工程学报》发表[31-36]。在生物能源方面，

大连理工大学在《生物工程学报》上发表的有关

自絮凝酵母发酵产乙醇的论文[37-40]，已建立了年

产乙醇 20 万吨级规模自絮凝颗粒酵母连续发酵

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装置；北京化工大学的酶

法合成生物柴油在学报也有多篇论文发表[41-45]。 

2  与学科进展同步 

《生物工程学报》从创刊之初，就站在了

当时的学科前沿，不少文章获得好评。 

北京化工大学邓利、谭天伟和王芳的论文

《脂肪酶催化合成生物柴油的研究》 [46]，获 

“2007 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学术论文”，该文于

2008 年又荣获“第六届中国科协期刊优秀学术

论文”二等奖。 

浙江大学张蕾和郑平的论文《厌氧氨氧化

膨胀床反应器的运行性能》[47]，荣获“2010 年中

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称号。 

2010 年，“人造生命”和“超级细菌”成为热

点话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报邀请了

一位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和一位中国科学院“百

人计划”入选者撰写相关综述，分别对人造生命

和超级细菌作深入解读[48-49]。文章均被《新华

文摘》和《科学网》首页新闻全文收录转载，

这不但扩大了《生物工程学报》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也取得很好的社会效益，传递了正能量。 

《生物工程学报》发表的许多文章有着较

高的被引频次，反映了学报的影响力，从表 2

我们可见一斑。 

随着学科的发展，学报始终与学科的发展

和国家科学技术的持续创新保持着同步。进入

21 世纪后，资源、环境、能源等重大问题不断

向我们挑战，组学、合成生物学等学科新前沿

不断向我们招手。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报与时

俱进，及时推出一系列专刊，自 2009 年以来共

组织出版专栏/专刊 17 期 (表 3)。感谢这些专刊

的特邀编辑们，是他们的辛勤付出，为学报增

添了亮点，也为读者拓展了视野。 

3  受名家亲睐 

30 年来，《生物工程学报》能取得不俗的成

绩，是与编委会、编辑部、作者、审稿人、读

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学报得到了几代科学家的长期鼎立支持。据不

完全统计，在本刊发表 20 篇以上文章的作者，

全都是国内生物工程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焦瑞身先生是本刊的首任主编并一直担任

本刊的顾问，在本刊发文 20 篇。在纪念《生物

工程学报》创刊 30 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深切地

怀念学报的这位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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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生物工程学报》被引频次高的文章 

Table 2  Highly cited papers of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题名 作者 被引频次

1 植物中活性氧的产生及清除机制[50] 杜秀敏; 殷文璇; 赵彦修; 张慧  629 

2 毕赤酵母的密码子用法分析[51] 赵翔; 霍克克; 李育阳  443 

3 菠菜甜菜碱醛脱氢酶基因在烟草中的表达[52] 梁峥; 马德钦; 汤岚; 洪益国; 骆爱玲; 戴秀玉  257 

4 利用微卫星标记鉴定水稻的稻瘟病抗性[53]  李仕贵; 王玉平; 黎汉云; 周开达; 朱立煌  221 

5 厌氧氨氧化菌混培物生长及代谢动力学研究[54] 郑平; 胡宝兰  201 

6 脂肪酶催化合成生物柴油的研究[46] 邓利; 谭天伟; 王芳  191 

7 包涵体蛋白体外复性的研究进展[55] 方敏; 黄华樑  189 

8 
农杆菌介导的苏云金杆菌抗虫基因 cryIA(b)和

cryIA(c)在水稻中的遗传转化及蛋白表达[56] 

项友斌; 梁竹青; 高明尉; 舒庆尧; 叶恭银; 成雄

鹰; I. Altosaar  

182 

9 抗虫转基因欧洲黑杨的培育[57] 
田颖川; 李太元; 莽克强; 韩一凡; 李玲; 王学聘; 

卢孟柱; 戴连韵; 韩一侬; 严静君; W. Gaberiel  

182 

10 
导入 β-1,3-葡聚糖酶及几丁质酶基因的转基因

可育油菜及其抗菌核病的研究[58] 

蓝海燕; 王长海; 张丽华; 刘桂珍; 王岚兰; 陈正

华; 田颖川  

179 

11 
山菠菜胆碱单氧化物酶基因 (CMO) 的克隆与

分析[59] 
沈义国; 杜保兴; 张劲松; 陈受宜  

164 

12 陆地棉产量性状 QTLs 的分子标记及定位[60] 殷剑美; 武耀廷; 张军; 张天真; 郭旺珍; 朱协飞  154 

13 植酸酶的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61]  姚斌; 范云六  153 

14 
水稻抗稻瘟病基因 Pi-d(t)1、Pi-b、Pi-ta2 的聚合

及分子标记选择[62] 

陈学伟; 李仕贵; 马玉清; 黎汉云; 周开达; 朱立

煌  

147 

15 类胡萝卜素合成的相关基因及其基因工程[63] 陶俊; 张上隆; 徐昌杰; 安新民; 张良诚  139 

16 
Ri 质粒转化的青蒿发根培养及青蒿素的生物合

成[64] 
蔡国琴; 李国珍; 叶和春; 李国凤  

128 

17 
果聚糖蔗糖转移酶基因的克隆及耐盐转基因烟

草的培育[65] 
张慧; 董伟; 周骏马; 杜宝兴; 谷冬梅; 陈受宜  

127 

18 生物柴油原料资源高油脂微藻的开发利用[66] 宋东辉; 侯李君; 施定基  126 

19 转基因烟草的甘露醇合成和耐盐性[67] 刘俊君; 彭学贤; 王海云; 黄绍兴; 柳维波  116 

20 光敏核不育水稻等位突变系的 AFLP 分析[68] 
李传友; 郑洪刚; 翁曼丽; 贾建航; 牟同敏; Henry 

T. Nguyen; 王斌  

112 

(数据来源中国知网 CNKI，截止 2014-11-02，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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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几年《生物工程学报》出版的专栏/专刊 

Table 3  Special issues published by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in recent years 

出版年月 主  题 形式/特邀编辑 

2009.6 “工业生物技术”专栏 结合第三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2009.9 “代谢工程与细胞工厂”专栏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李寅研究员[69] 

2009.12 “酶工程”专刊 
结合第七届中国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会议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金城研究员[70] 

2010.7 “生物能源”专刊 特邀编辑  大连理工大学  白凤武教授[71] 

2010.9 “工业生物技术”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李寅研究员[72] 

2010.10 “生物炼制细胞工厂”专刊 
与 973 课题结合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马延和

研究员[73] 

2011.3 “生物能源”专刊 
结合第五届国际生物能源会议   

特邀编辑  清华大学  刘德华教授[74] 

2011.5 “生物制品”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刘文军研究员[75] 

2011.7 “工业生物技术”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李寅研究员[76] 

2012.4 “酶工程”专刊 
结合第八届中国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会议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金城研究员[77] 

2013.3 “生物能源”专刊 
结合第六届国际生物能源会议   

特邀编辑  清华大学  刘德华教授[78] 

2013.8 “合成生物学”专刊 
与 973 课题结合  

特邀编辑  清华大学  陈国强教授[79] 

2013.10 “生物制品”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邢建民研究员[80] 

2014.1 “工业生物技术”专刊 

结合第七届中国国学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朱敦明、田朝光

研究员[81] 

2014.5 “生物质炼制”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陈洪章研究员[82] 

2014.7 “蛋白质组学”专刊 
特邀编辑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基础医学研究所 

方福德、高友鹤研究员[83] 

2014.12 “厌氧氨氧化”专刊 特邀编辑  浙江大学  郑平教授[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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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主编杨胜利院士，自创刊号起，已在

本刊发表文章 41 篇。 

华东理工大学的俞俊棠先生是国内生物工

程界的元老，在本刊也发表了 41 篇文章。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范云六院士是我国植物

基因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在本刊发表文章 31 篇。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黄翠芬院士是国内医学

基因工程的开创者之一，在本刊发文 28 篇。 

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另一位基因工程研究先

行者马清钧先生，在本刊发表文章 25 篇。 

江南大学校长陈坚教授是我国生物工程承

前启后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本刊发表文章达到

58 篇，是目前在本刊产量最高的作者。 

大连理工大学的白凤武教授是国内最早开

展生物能源研究的科学家之一，在本刊发表文

章 39 篇。 

以上的统计并不完全，但无疑证明了《生

物工程学报》一直受到国内生物工程界顶级学

者的支持和亲睐，这使得即使在 SCI 导向致高

质量论文外流的大背景下，《生物工程学报》的

内容仍能反映国内生物工程研究的水平。 

4  直面迎挑战 

《生物工程学报》走过的 30 年，是充满挑

战的 30 年。《生物工程学报》面对的未来，同

样也充满了挑战。 

生物工程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涵盖的深

度与广度都在不断扩充。从系统生物学、合成

生物学到生物炼制、发酵工程，上中下游无所

不包；从微生物、植物到动物，一切物种无不

涉及；从工业、农业、医药到资源、环境、国

防，乃至反恐与法律诉讼，覆盖了人类社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从地面、大气到海洋、太空，

都离不开生物工程。面对涉及如此广阔，并将

更加广阔的生物工程，生物工程学报今后怎样

定位？如何设置栏目？要不要有所取舍？都是

值得考虑的问题。 

被 SCI 收录是学报另外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为了走向国际，学报曾两度出版英文翻译版，

但也两度终止。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科研

投入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扩大、信息技

术迅猛扩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成

为新常态。已到而立之年的中文版《生物工程

学报》，怎样才能以更加国际化的面貌出现？是

否要出版原创的英文版？这需要集所有关心者

的智慧，积极探索，找出满意的答案。 

期刊编委的责任直接关系到期刊的水平，

如何吸引更高国际上有影响的科学家加盟《生

物工程学报》，进入编委会，并且发挥实际的作

用而不仅是挂名，也是我们今后面临的课题。 

《生物工程学报》走过了 30 年，还要走下

去，还要走得更好。 

迎接挑战！迎接未来！迎接又一个 30 年！ 

 

致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程光胜研

究员细阅全文并提出宝贵意见。本文所有资料

均由《生物工程学报》编辑部提供，谨此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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