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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十二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术研讨会于 2009 年 11 月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顺利召开, 

本次会议围绕“环境微生物与人类健康”的主题, 在环境微生物学前沿、微生物与环境健康及

人类健康、环境微生物资源挖掘与利用, 以及环境微生物技术与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修复、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再生能源等诸多领域展开深入研讨, 充分反映了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界取

得的最新进展, 为了展现国内环境微生物及相关交叉领域科研工作者取得的最新进展, 《微生

物学通报》针对“第十二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术研讨会”组织出版了这期“环境微生物专刊”, 期

望该专刊的出版有助于促进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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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华中科技大学承办的“第十二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顺利召开, 大会共收到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500余位代表的论文及

摘要296篇。一大批环境微生物学基础研究与开发应用方面的高水平文章在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交流, 内容涉

及环境微生物学研究热点的方方面面, 包括土壤微生物、海洋微生物、湖泊微生物、极端环境微生物、生物

地球化学循环、人体微生物代谢基因组和代谢途径、微生物群落结构、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微生物

资源在环境修复、农业生产、生物化工、生物能源等方面的应用。充分体现了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界取得的

最新进展, 尤其表现在: 大量新型微生物资源得到发掘和利用, 污染土壤和水体环境健康相关的微生物修复

取得良好效果, 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的微生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得到初步解析、涌现一批微生物研究的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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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新方法、展示了我国环境微生物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水平。 

自2007年以来,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环境微生物学术研讨会”, 已连

续两次《微生物学通报》为会议的投稿优秀论文以“微生物学专刊”的形式进行报道, 得到了广大专家、作者

和读者的一致好评。为了进一步延续性地展现环境微生物科研工作者取得的最新进展, 促进我国环境微生物

学的进步和发展, 在前两次成功出版了“环境微生物专刊”的基础上, 《微生物学通报》以合作期刊的身份与

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出版了2010年“环境微生物专刊”。此次专刊针对“第十二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

术研讨会”进行征稿, 共收到稿件69篇, 特邀编辑余龙江教授邀请同行专家, 严格按照《微生物学通报》评审

要求对稿件进行了认真评审, 并选取部分“简浩然环境微生物学基金优秀论文奖”获奖论文, 最后确定录用

论文17篇, 录用率为24.6%。录用的论文各具特色, 每篇都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我们希望与全国的环境微生物学工作者分享《微生物学通报》出版的新一期“环境微生物专刊”, 并期望

该专刊的出版能继续推动环境微生物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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