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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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环境污染物质降解、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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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了研究报告 11 篇、专论与综述 12 篇，内容涵盖环境微生物

与环境工程、环境微生物生理学及生物制剂、环境微生物资源的发掘与利用、环境微生物学

方法学、环境微生物遗传与生理、环境污染修复与微生物多样性、环境微生物与环境健康、

环境微生物学研究前沿等应用领域，期望该主题刊的出版有助于加强我国环境微生物学研究

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环境微生物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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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自然环境中，微生物无处不在。无

论是空气、土壤、湖泊、河流等自然环境，还

是热泉、冰川、岩石、海底、火山口及盐碱地

等极端环境，都发现并分离出大量的环境微生

物。作为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生命形式，微生物

可以完成地球上生命所能实现的全部过程。它

们能使土壤肥沃、环境清洁，并对自然界的元

素循环起着关键的作用。利用环境微生物的代

谢多样性改善环境和服务社会，发挥其在降解

有机污染物质和参与元素化学循环中的作用，

是环境微生物学这一学科的主题[1]。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生态和环境领域绘制了

美好的发展蓝图。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在举措上明确了“推进环境

污染防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推进碳达

峰碳中和”的路径，指明了环保产业的主要方

向。在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环境微

生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期刊出的文章《微

生物镉解毒机制及微生物-植物互作修复研究

进展》[2]和《磷酸三(1-氯-2-丙基)酯降解菌筛选

及其降解特性研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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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烃，综

述《石油中长链烷烃微生物降解及分子机制》[4]

等回顾总结了石油烃的微生物降解途径、机制

和种群多样性。另外，《硝酸盐对牛粪梭菌甲酸

脱氢酶缺失型 Wood-Ljungdahl 途径固碳的影

响》[5]等描述了微生物在生物固碳和参与元素

地球化学循环中的新策略。截至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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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组和蛋白组学等

组学也已广泛应用于环境微生物学的研究，研

究论文《环境耐药组及其健康风险的宏基因组

学研究策略和方法》 [6]诠释了组学新方法及其

在环境微生物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环境

工程领域，综述《微生物处理高盐工业有机废

水工艺研究进展》[7]等详细回顾了微生物在污

水处理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为污水处理领域科

研人员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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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主办，天津大学

合成生物学前沿科学中心、天津科技大学、天

津市微生物学会、分子微生物学与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的“第二十三次全国环境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于 2022 年 8 月 23−26 日

在天津市召开。大会围绕合成生物学在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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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线路图、微生物细胞代谢安全的应对机

制、微生物对镉的钝化机制、金属对原生生物

捕食和潜在影响、古菌生态功能及其与真核起

源关系、细菌六型分泌系统、湿垃圾微生物资

源化处置等内容进行了精彩的大会交流，同时

还设立了环境微生物学前沿、污染物生物降解

与生物修复、环境微生物生态学与组学、环境

微生物资源化利用、环境微生物胞外电子转移

与种间互作、纪念简浩然先生诞辰 110 周年专

场６个分会场报告，106 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报

告交流，代表们交流热烈，营造了良好的学术

研讨氛围，为庆祝中国微生物学会成立 70 周年

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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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版有助于为我国环境微生物学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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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