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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维系我国环境微生物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十四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专刊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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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十四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术研讨会暨简浩然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于 2011 年 11 月

25−28 日在福建厦门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围绕“环境微生物与生态保护”的主题, 在环境微生物学

研究前沿、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应用、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污染环境生物修复与环境保护工程等

诸多领域阐述了最新研究进展并展开了深入的研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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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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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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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 中国微生物学会环境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办, 厦门大学、国家海洋局第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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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承办, 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滨海湿地生态系

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海洋局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与健康重

点实验室、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系、福建省微生物学会、泉州师范学院共

同协办的“第十四次全国环境微生物学术研讨会暨简浩然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在福建省厦门市

顺利召开。会议共收到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 550 余位代表的论文及摘要 370 篇。本次会

议围绕“环境微生物与生态保护”的主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包含 2 个院士报告、29 个大会报告。

报告内容涉及生物能源的转化与利用、有毒污染物微生物降解、废弃物微生物资源化、环境微生

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现代微生物研究技术等环境微生物研究的热点领域。同时, 会议围绕环境

微生物学研究前沿、环境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应用、环境微生物与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污染环境

生物修复与环境保护工程等 6 个主题进行了分会场学术交流, 共有 120 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 

充分体现了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界取得的最新进展。 

自 2007 年以来, 《微生物学通报》作为“全国环境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合作期刊, 已连续 4

年为会议投稿优秀论文以“环境微生物专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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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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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成功出版了“环境微生物专刊”的基础上, 《微生物学通报》与环境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再次联袂合作出版了 2012 年“环境微生物专刊”。此次专刊针对“第十四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术研讨会”进行征稿, 特邀编辑郑天凌教授邀请同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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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篇，录用的论文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每篇都有较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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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