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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荷兰人=**->*6?&*@利用自制的放大镜观察到微生物以来，"1世纪微生物学发

展的主要标志是发展了微生物的生理学。通过纯培养，人类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多样的微

生物物种，并研究了它们的生命活动规律。#$世纪微生物学不仅发展了本学科的基础理

论，还在联系工业、农业和医药业方面获得进一步“专业化”的进展与应用。#$世纪后期，

微生物已成为推进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发展的主力之一。微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物体，

是研究生命规律的最基本的模式生物；微生物作为生命活动多样性的代表，是应用于工

业、农业、医药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生物性材料。回顾#$世纪的百年历史，获诺贝尔奖者

中与微生物学直接或间接相关者高达<"人。

建国以来的A$年，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路线及“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微

生物界在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斐然。例如：在研制与生产多种疫苗、开发微生

物药物、微生物植保治虫、治菌、生产新型工业微生物产品，利用基因工程、酶工程、发酵工

程、细胞工程生产多种产品，微生物基因组、微生物代谢基础理论研究和开发新型诊断试

剂等方面学者们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这些成就推动了我国发展应用

基础研究与技术进步。但是我国微生物学的现状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以应

用性研究为主，基础理论研究相对滞后；跟踪性研究多，创新性研究较少；重复性研究或重

复开发的产品多，开拓新产品少；流行病调查或积累资料性工作多，机理研究少。及早正

视这些问题，将使我们在下一世纪的科技竞争中，缩小与国际微生物学界差距，促进我国

微生物学的发展。

面临#"世纪，随着为数众多的微生物基因组被解码，以及微生物功能基因组的研究

与开发，微生物学正面临着革命性的飞跃。微生物基因组研究所获得的信息将比其他学

科会更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表现为：（"）传染性及感染性疾病的防治和诊断将会彻底改



观；（!）涌现大批创新性的产品并将成为高科技市场的重要部分；（"）作为模式生物将进一

步促进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综上所述，可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形势，立足

创新，抓住机遇，面对挑战，找准自己的位置，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实在在地推

进我国微生物学事业向前进。

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以下几个需重视和开展工作的方面供商榷与探讨：

! 有重点地分析研究微生物基因组结构与功能

要找准切入点，选择基础研究的课题要与最终解决实际问题相联系。例如，对已知基

因表达产物新功能的研究，对未知功能基因表达蛋白或对基因调控功能的研究。

" 寻找微生物生命活动的新途径、新的代谢产物、新的致病因子、新的耐药机理、新的免

疫位点

可立足于微生物基因组研究公布的资料，选择一种微生物对其生理活动、致病因子等

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

# 微生物与细胞、机体间的相互作用

如对微生物受体、侵入细胞内的定位、对细胞器的影响与作用（细胞微生物学）等。整

体研究中可考虑选择免疫系统、神经系统作为重点，研究微生物与这些系统的相互作用。

$ 微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包括极端环境与生理环境

根据我国微生物资源，选择我国特有的微生物深入地研究其在极端环境，如深海、高

原、高盐和高碱等不利环境中生存的微生物进行研究。此外，还可考虑如何用微生物清除

垃圾，保护生态环境。是否可发展：“绿色微生物学”分支学科？

% 新发现或重现致病微生物的研究

目前应加强收集病原微生物的菌种资源，可进行一定范围内群体感染率的调查研究、

发展快速、特异的微生物学诊断方法，为开发新疫苗及新的治疗药物打好基础。目前一些

国际制药大公司还正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收集菌种作为新药开发的资源。我国应加强投

入，保护和应用这一重要资源。

& 加强学科间交叉与合作

在下一世纪中，科学分支会越来越细，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必须强调合作和交叉。建

议分支微生物学与结构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及物理化学及分

子遗传学科和传染病学科的交叉与合作。建议选择少数微生物，特别是我国所特有资源，

争取在理论研究方面有所突破。

当前，已有不少针对病原微生物所致疾病的疫苗，但多数预防性疫苗还是减毒活疫苗

或是灭活的死疫苗。全菌体或全病毒体疫苗难免会引起人体的副反应。基因工程疫苗中

只有乙肝疫苗，#$%&病疫苗、霍乱毒素’亚单位缺失疫苗和我国发展的重组弗氏(宋氏

双价痢疾杆菌疫苗在市场上供应。还有许多新型的预防和治疗性疫苗有待开发。大批耐

药菌的出现，迫使人们寻找新的微生物基因靶点以便设计和开发新类型的抗微生物药物。

根据微生物的代谢调控机理，有些单位已在试图开发非抗生素的微生物基因产物作为抗

菌药物，充分显示下一世纪中新药开发的新起点。根据目前已解码的微生物基因组资料，

在酵母菌中已发现与人类老年性痴呆症相应的基因片段，可以预计微生物作为一种模式

生物，必然会揭示一些有意义的生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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