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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个体微小，分布广泛，形态和生理功

能多样，包括疾病相关微生物和有益微生物等，

其中有益微生物对物质循环、生态平衡、疾病治

疗以及污染的降解都具有重要的贡献。因此，开

发利用微生物资源，对推动生物技术在绿色制造

中的应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资源微生物是指在工业、农业、食品、酿造、

医药、能源及环境等领域具有应用价值和潜力的

微生物。随着微生物分离鉴定技术和随机诱变、

代谢工程和合成生物学改造，以及高通量筛选等

相关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微生物新种和具有

优良性能的新菌株被不断发现和创制。因此，我

们提出“新资源微生物”的概念(图 1)，专指对人

类生产和生活具有重要应用意义的新微生物物

种以及新的菌株。对新资源微生物的开发利用，

是生物技术研究持续关注的重要内容。另一方

面，由于人类活动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剧烈影

响，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因

此，对现有微生物的应用潜力进行深入分析，有

利于保护宝贵的微生物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

利用新资源微生物，对不断提高生产效率，更好

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指出的是，我国

是发酵工业大国，拥有具有自主产权的微生物菌

株对发酵产业的发展非常关键。因此，新资源微

生物的研究对我国工业生物技术、农业生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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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资源微生物的发现和应用 
Figure 1  Discovery of new-resource microb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术、医药生物技术和环境生物技术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新资源微生物的研究，我们

组织了本次专刊，旨在总结我国学者在微生物新

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中取得的关键进展，为进一步

发展微生物技术，服务产业提供基础。本次专刊

共收录了 13 篇论文，包括 7 篇研究论文和 6 篇

综述论文，具体包括以下 4 个方面的内容。 

1  微生物资源及应用 
微生物包括古菌、细菌和真菌等，其中国内

外对古菌的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少。中山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李文均教授团队和南阳理工学院郭书

贤教授团队在新疆乌勇布拉克干盐湖沉积物中

发现了多株嗜盐古菌，并筛选到生产生物絮凝剂

的优势菌株，这些菌株具有后续开发高盐废水功

能材料的良好前景。 
江西师范大学和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朱笃教

授团队在东乡野生稻内分离鉴定了高产植物生

长激素吲哚乙酸的微杆菌属的新种，命名为

Microbacterium dongxiang sp. nov.，该新种吲哚

乙酸产量可达 291.7 mg/L，具有应用于农业生产

促进作物生长的潜能。该研究提示了农作物内生

菌研究的重要性。 
西南大学牛国清教授和司军教授团队在重

庆茎瘤芥根根际土壤分离到产紫色杆菌素的杜

擀氏菌，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克隆了紫色杆菌素

基因簇，并成功在链霉菌中实现异源表达。基因

组相关研究有利于微生物活性物质合成潜力的

挖掘，结合异源表达，能摆脱自然的限制，实现

增产和生产新的类似物。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凌开建

教授和西南大学邹祥教授团队从无症状育龄女

性阴道分泌物中分离获得了多株乳酸杆菌，筛选

获得 4 株乳酸杆菌具有较强抑制白色念珠菌   
C. albicans 生长的能力。以上这些乳酸杆菌的组

合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该研究为人源微生

物的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借鉴。 
上海交通大学赵心清教授团队在我国西藏

采集的松萝中分离得到了内生酿酒酵母菌株，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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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了其产酸耐酸的能力，该菌株耐酸性能较

好，并具有独特的耐酸调控机制。地衣是特殊的

微生物生态系统，但是其内生微生物的应用研究

很少，该研究也为开发地衣来源的微生物资源提

供了借鉴。 
以上研究从不同环境获得了具有应用潜力

的微生物菌株，为在农业、工业、医药以及环境

生物修复等不同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2  微生物生理及演化 
除了发现新的微生物种和菌株，微生物生理

和演化相关研究，也为开发利用新资源微生物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微生物发酵过程中泡沫的产生是发酵领域

遇到的共性问题。在不影响发酵性能的前提下抑

制菌株的产泡，对简化操作以及降低发酵成本具

有重要的意义。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程海荣教授团队利用外源 DNA 随机插入基因组

的手段，随机突变解脂耶氏酵母基因组，通过筛

选获得了一株发酵产泡性能显著降低的菌株，在

保留高效合成赤藓糖醇性能的同时，又显著降低

了泡沫的产生，该研究为控制其他微生物发酵过

程中泡沫的生成提供了思路。 
发酵后期由于菌体代谢物、中和剂的添加以

及补料物的累积等，可能使微生物受到极大的渗

透胁迫，影响发酵效率。内蒙古农业大学张和平

教授团队综述了高渗胁迫下微生物细胞结构、应

答途径、代谢、基因表达和分裂机制，并从菌种

改良、外源保护剂添加、去除渗透抑制因子、膜

过滤技术应用等不同方面探究渗透胁迫的保护

措施，为发酵行业提升效率和促进节能减排降耗

提供参考。 
啤酒发酵中拉格啤酒发酵使用的巴斯德酿

酒酵母 (Saccharomyces pastorianus)是由艾尔

(ale)啤酒酵母(S. cerevisiae)和野生真贝氏酿酒

酵母(S. eubayanus)杂交而成，在工业微生物中利

用杂交选育菌株有可能获得亲本优良特性的组

合。中科院微生物所白逢彦研究员综述了拉格啤

酒酵母的起源、演化和基因组构成等方面的最新

研究进展，为发酵工业相关的菌株选育研究提供

了重要的借鉴。 

3  微生物产酶及调控 
除了生产小分子的活性代谢物，微生物也是

多种重要酶的来源。湖北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张

桂敏教授团队将瓶霉属的真菌 Phialophora attae
来源的 ZEN 内酯水解酶 ZHD11F 在大肠杆菌中

进行可溶性和纯化，表该酶是目前报道的第一个

低温 ZEN 内酯水解酶，该研究结果为研究相关

酶的耐冷机制提供了基础，同时拓展了该真菌来

源的酶相关研究。 
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

点实验室、广西微生物与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和广西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赵帅副教授

和冯家勋教授团队综述了草酸青霉(Penicillium 
oxalicum)植物多糖降解酶生物合成调控机制。木

质纤维素类生物质是地球上非常丰富的可再生

资源，该综述为促进产酶丝状真菌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提供了理论指导。 

4  微生物应用技术  
在利用新资源微生物的研究中，创新的技术

有利于提高效率。本专刊收录了三篇相关的综述

论文，以期启发相关的高效技术开发利用。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姜

卫红研究员和顾阳研究员综述了高通量分析技

术在资源微生物开发和功能基因挖掘中的应用。

该技术主要涉及建库和筛选两个主要单元，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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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宏基因组、转座子插入突变、RNA 干扰和

CRISPR 激活建库技术和多种高通量筛选技术，

以上技术的开发利用对微生物功能基因组学研

究提供了参考。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刘钢研究员对激活“隐性基因簇”或“沉默

基因簇”，从而激活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合成的

共培养激活策略进行了综述。通过模拟自然混合

培养中不同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混合特定

微生物菌株，在厌氧或好氧的条件下激活隐性基

因簇，对于促进活性微生物代谢产物的挖掘提供

了基础。 
湖北大学王霞教授和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光

电工程学院阮银兰研究员报道了通过在线拉曼

测量技术对运动发酵单胞菌发酵过程中不同组

分，包括葡萄糖、乙醇、乳酸浓度的原位在线精

准监测，该技术可对微生物发酵的动态特性进行

实时分析，有利于方便检测和优化发酵过程，也

为其他微生物的相关应用提供了借鉴。  
本专刊的研究论文和综述从不同角度报告

和总结了不同资源微生物的鉴定、生理性能分

析、产物激活和检测，以及高效菌株的大规模

突变库建立及高通量筛选，这些研究结果和总

结为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微生物资源，提高我国

微生物技术的产业应用水平和效率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微生物种质资源的鉴定和开发应用对

于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生物制

造的应用非常重要，希望本专刊能为相关研究

提供一定的参考。 
非常感谢多位作者提供优质的稿件，也致

谢审稿专家和编辑老师为提升稿件质量做出的

辛苦努力！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本专刊可能还

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敬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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