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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C*F 成立以来微生物学学科资助项目的整体概况

自 1C*F 成立的 #435 年至 $%%$ 年的 #8 年里，微生物学学科共资助各类项目 ##%8 项，使用经费

##55"H5 万元（表 #）。$%%$ 年内，截止到 4 月底，已批准使用经费 $$%3 万元；今年面上项目平均强度达到

#4 万元。随着 1C*F 经费总量的不断增加，面上项目经费强度还会逐年增加。“十五”期间，1C*F 的总经

费将超过 #%% 亿。

表 < 本学科各分支学科 <= 年里经费使用情况

各分支学科 使用经费I万元 占总经费比例IJ
微生物资源、分类与生态 $#"4 )" #3 )"
微生物代谢与生理生化 $%5$ )6 #8 )8

微生物遗传（育种） #$8% )6（ K 54%)6） #%)4
农业、土壤与环境微生物学 #%"% )4 3 )3

病毒学 $645 )! $$ )"
医学与兽医微生物学（病毒除外） 464)# 3 )$

其它 #5%6 )% #" )3

> 微生物学学科资助重点项目介绍

1C*F 成立以来，微生物学学科共资助重点项目 #5 项，详列如下。

（#）陈文新 中国农业大学 我国（北方）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与分类研究（#44#）

（$）周培谨I盛祖嘉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I复旦大学 极端环境细菌的资源分类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44$）

（"）焦瑞身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放线菌次生代谢产物生物合成的调控与分子机理

（#44$）



（!）高培基 山东大学 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的机理研究（"##!）

（$）邓子新 华中农业大学 放线菌质粒复制调空机理的研究（"##!）

（%）闻玉梅 上海医科大学 肝炎病毒致病相关基因研究（"##%）

（&）赵国屏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力复霉素等重要抗生素生物合成调空的分子机理

（"##%）

（’）庄文颖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热带高等真菌资源、分类及多样性综合研究（"##&）

（#）陈文新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南方）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与分类研究（"##&）

（"(）庞 义 中山大学 斜纹夜蛾杆状病毒的侵染机理及疾病流行规律的研究（"##&）

（""）谭华荣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原核生物发育与分化（"##’）

（")）黄 力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极端嗜热古菌 *+, 复制的分子机理（)(((）

（"-）陈保善 广西大学 低毒病毒的宿主因子基因和靶基因的克隆及功能研究（)(("）

（"!）唐纪良 广西大学 野油菜黄单胞菌致病性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刘双江.周宁一 中科院微生物所.武汉病毒所 氯代硝基苯类化合物的微生物降解及机理研

究（)(()）

（"%）庄文颖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西北地区微生物资源、分类与分子系统学研究（)(()）

! 微生物学学科资助“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人员名单

自 "##! 年设立“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来，本学科共资助 "& 人。

（"）邓子新 华中农业大学 "##!
（)）阮 力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
（-）徐建国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 "##%
（!）周秀芬 华中农业大学 "##’
（$）谭华荣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黄 力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金 奇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 "###
（’）陈保善 广西大学 "###
（#）胡志红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
（"(）东秀珠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姚一建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李 毅 北京大学 )(("
（"-）王 磊 南开大学 )(("
（"!）张承才 华中农业大学 )(("
（"$）姜卫红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
（"%）高光侠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
（"&）陈国强 清华大学 )(()

另外，其它学科资助的与微生物学直接相关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冯明光，戚中田，

唐 明，邵一鸣，金宁一，李晓林，陈应华，熊思东，唐 红等。

" 微生物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现状及分析

根据现行的学科代码，按下列五部分分别介绍。

"#$ 微生物资源、分类与生态学研究部分

依据我国多样的生态地理条件和丰富的微生物资源，近几年，我国科学家在微生物资源与分类研究

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国际核心刊物上不断发表新种、新属乃至更高的分类单元，受到国际同行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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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关注和高度认可。对原核微生物资源分类与系统发育的研究，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陈文

新教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东秀珠研究员，周培谨研究员，刘志恒研究员，云南大学姜成林和徐丽

华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均做出突出成绩；在真核微生物资源与分类研究领域，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郑儒永院士，魏江春院士和庄文颖研究员为带头人的众多科学家做出了十分出色的工作。但本领域

也存在明显的隐患：从事原核微生物分类与系统发育研究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不够多；有些研究工作与

国际接轨不够。

对微生物生态学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良好的研究体系，但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学科，我国科学家

已经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宋未教授在分子生态学研究上已经取

得良好结果。

!"# 微生物生物代谢与生理生化、微生物遗传育种

从事微生物代谢与调控、微生物生理生化、微生物遗传及育种研究的科研人员，是我国微生物学工

作者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企业、地方及国家级高校和科研院所，为学科发展和我国

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基因组和后基因组时代的到来，传统上的生理学与

遗传学的交叉融合越来越多，许多研究课题已难以区分为遗传学或生理学问题。现今的微生物生理与

代谢研究是生化研究与分子代谢及遗传分析的结合。要从根本上揭示生理现象，进行遗传分析研究是

必不可少的。

尽管我国科研人员在该领域做了大量工作，但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只有少数几个实验室的研究工作

可与国际接轨，部分工作进入国际先进水平行列。在从事微生物生理学与遗传学研究的众多实验室中，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焦瑞身、赵国屏、姜卫红研究员领导的实验室开展的微生物次生代谢途

径及其分子调控研究，山东大学高培基、曲音波教授领导的实验室开展的微生物降解木质纤维素机理研

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谭华荣研究员领导的实验室从事的链霉菌发育分化的分子调控及分子遗

传学研究、黄力研究员领导的实验室从事的古菌分子生物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周秀芬教授领

导的实验室从事的链霉菌分子遗传学研究等，均具有良好的工作基础，并不断有高水平研究论文在国际

重要刊物上发表。

在微生物代谢研究领域从事应用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而言，总体研究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过于

强调研究结果而忽略了前期基础研究，使得研究工作本身既不能发表高水平论文，又难于形成生产力。

!"$ 农业、土壤和环境微生物学部分

此部分主要是对与农业、土壤和环境相关的众多微生物类群的多层次研究，既包括微生物资源、分

类与生态学研究，又包括微生物生理生化与遗传学研究，同时还有微生物与动、植物的相互作用。从本

学科资助项目情况看，我国科学家在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与分类及生物固氮，杀虫微生物资源、生理生

化与遗传，真菌产杀虫活性物质的筛选，植物病原菌的分子生物学，菌根真菌资源等研究上均具有不错

的工作，其中“豆科植物根瘤菌资源与分类研究”已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环境修复微生物的研究

尽管在应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基础研究不够深入；不过近年已有高水平论文发表，几位学成回国

的青年学者已经在降解环境污染物的微生物代谢途径研究上进行十分深入的工作。其它研究方向上亦

有较好的工作，但整体上与上述工作相比存在差距。

在农业与土壤微生物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具有良好科研基础和创新意识的青年科学

家不够多，尤其是对土壤微生物的研究，甚至有些基础很好的实验室也存在严重的人才危机。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将对这一问题采取积极的学科政策，鼓励青年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

!"! 病毒学

对病毒学的研究，我国有相当的基础和研究队伍，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病毒的

分离与鉴定，病毒结构及相关功能，病毒的遗传变异及进化，病毒的复制，病毒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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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载体和药物开发等。一个良好的现象是，在以上各研究方向或领域，均有一批活跃的中青年学者。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病毒基因组，病毒复制，病毒与宿主细胞相互作用等领域取得了国际先进水平的成

果。但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状况，原本基础良好的领头的实验室近几年已逐步失去开拓创新的能力，甚

至在国内同行中正逐步丧失竞争力。

!"# 医学与兽医微生物学

自 !"#$ 成立以来，对医学与兽医微生物学的资助一直不多，这和研究队伍不够大及研究水平相对

较低直接相关。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人员流动的迅速增加，抗生素的大量使用及由此产生的微生物耐

%抗药性的广泛出现，病原微生物对人与动物的威胁正日益严重，尤其对我国而言。但目前较为严重的

现实是我国从事该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不多，高水平的研究工作更不多见。建议我国科学家借助病原

微生物基因组研究的最新进展，积极开展具有创新思路的研究工作；同时，注意科研与临床微生物资源

的结合，重视对新病原的收集，加强对我国人民危害严重的病原微生物的基础研究，解决我国人民健康

的实际问题。!"#$ 微生物学学科亦将鼓励科学家开展该领域的研究。

# 微生物学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如今的生命科学已进入“基因组”和“后基因组”时代。“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及其它生物基因组

项目的相继实施，为人类从根本上解析复杂生命现象的本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它对生命科学

的影响是革命性的。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为微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开展生物基因组研究计划，目的是通过研究基因的结构与功能来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而获得功能

基因的知识产权则是各个国家科技与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说到底，就是要占有基因资源。因此，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全球科学家研究的热点将主要集中在“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之上。微生物

学学科更是如此，对微生物进行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从而解析未知基因的功能，是其它高等生物

望尘莫及的，也使得微生物学学科继续在生命科学领域里发挥先导作用。通过开展微生物基因组和功

能基因组研究，对微生物进行生理与代谢，遗传与发育的综合研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微生物学研究的热

点；而多基因共同参与的对微生物生命现象（系统与进化、生理与代谢、遗传与发育）的整体调控研究将

成为微生物学学科的发展趋势。

$ !"#$ 微生物学学科鼓励研究领域

根据我国微生物学研究现状，近期 !"#$ 微生物学学科鼓励开展以下领域的研究：

（&）微生物资源及基因资源研究，尤其鼓励开展对水体微 生物资源、医学病原微生物资源、植物内

生菌资源、未能培养微生物资源以及特有微生物资源的研究。

（’）微生物功能基因与基因功能的研究。

（(）极端环境微生物适应机理的研究。

（)）微生物产生的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

（*）微生物生态学研究。

（+）微生物与其它生物相互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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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微生物学研究。

《微生物学报》入选“中国科技期刊方阵”

中国科学技术部公布了我国期刊进入“中国期刊方阵”的名单。全国共有 ,&+
种期刊进入了“中国期刊方阵”，其中“双高”期刊 )- 种，“双奖”期刊 *. 种，“双百”

期刊 &’’ 种，“双效”期刊 )/+ 种。《微生物学报》入选“双百”期刊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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