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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水圈环境中的微生物数量巨大、遗传

与代谢方式极为多样，它们驱动着地球上重要元

素的循环。水圈微生物研究已经成为生命科学与

地球科学的研究热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于 2017 年启动了“水圈微生物驱动地球元素循

环的机制”重大研究计划（简称“水圈微生物”计

划）。“水圈微生物”计划拟选择典型水圈生境，

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借助新技术、新方法，揭

示水圈微生物在物种、群落和生态水平驱动碳氮

硫循环的机制及其环境响应，认识水圈微生物在

元素地球生物化学循环中的宏观作用。“水圈微

生物”计划旨在为应对全球变化、保护水圈生态

服务功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科学依据，并

为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

与技术。该计划启动至今，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

展。为了系统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

果，《微生物学报》特别组织了本期“水圈微生

物”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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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刊以水圈微生物学为主题，选取了 23

篇文章，包括 17 篇综述和 6 篇研究报告。根据

文章内容，设 4 个专栏，分别为“微生物技术与

生态理论”、“海洋与湖泊湿地微生物及其参与的

元素循环”、“特殊生境微生物及其参与的元素循

环”和“微生物电子传递”。“微生物技术与生态理

论”专栏含 4 篇综述，分别涉及单细胞稳定同位

素标记技术、核糖体 RNA 测序技术在水圈微生

物多样性与功能等研究中的应用、微生物性状在

揭示物种分布格局、群落构建机制和生态系统功

能研究中的作用、以及绿弯菌的研究现状及展

望；“海洋与湖泊湿地微生物及其参与的元素循

环”专栏包括 3 篇研究报告和 8 篇综述，研究报

告介绍了我国东海 DMSP 合成与降解菌的分布

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洋底深部真菌的环境响应等

研究成果，综述则聚焦海洋浮游古菌 MGII 和海

洋沉积物中常见古菌的碳代谢特征以及氮循环

相关微生物的作用机制、木质素降解和“海油雪”

形成及其生态效应、甲烷排放相关微生物的作用

机制和蓝藻群体颗粒在元素循环中的作用等研

究进展；“特殊生境微生物及其参与的元素循环”

专栏有 2 篇研究报告和 1 篇综述，研究报告报道

了温泉真菌与细菌群落构成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和酸性矿坑水中微生物适极机理，综述介绍了冰

川固碳微生物的研究进展；“微生物电子传递”

专栏含 1 篇研究报告和 4 篇综述，研究报告报道

了甲烷氧化菌伴生菌的生理学及电化学特征，4

篇综述介绍了矿物电子能量协同微生物胞外电

子传递与生长代谢、微生物纳米线的导电机制及

功能、微生物长距离电子传递网络以及细菌与古

菌之间直接电子传递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专刊编辑希望通过本专刊与读者分享水圈

微生物研究的近期成果和研究热点，进一步推动

我国水圈微生物研究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