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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3 年是《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出版一百周年。《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诞生，

旨在建立起原核微生物分类的明确标准，开启对原核微生物分类学探索的使命。随着生物学、物

理学、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及其相关研究技术的发展及学科交叉，微生物分类学逐渐

发展为以系统发育和多相分类为基础、研究微生物物种进化与生物学特性和物种间相关性的学

科，因此新发现的微生物物种及其生物学特征信息增加迅猛，该手册在 2015 年改名为《伯杰氏

古菌与细菌系统学手册》，并采用了电子版，使得更新快捷，为原核微生物系统分类学领域注入

新的生机和活力。《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是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的经典之作，为微生物学者提

供微生物物种分类信息的同时，也在引领该领域的学者探索更为广阔的微生物世界。“伯杰氏国际

系统微生物学学会”于 2009 年成立，旨在促进国际微生物领域的学术交流，推动原核微生物系统

分类学的发展。本综述全面回顾了《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和“伯杰氏国际系统微生物学学会”
的发展历史及最新进展，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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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ar 2023 marks the centen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was created to 
establish clear criteria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karyotic microorganisms and to initiate a 
mission to explore the taxonomy of prokaryotic microorganisms.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bioinformatics and related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of microbial taxonomy, which is based on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polyphasic taxonomy,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and biology of 
microbial species and interspecies correlation has led to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ly discovered microbial species and information on thei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was renamed to Bergey’s Manual of 
Systematics of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2015 and made available electronically, allowing for 
quick updates and a new dynamic in the field of systematic taxonomy of prokaryotic 
microorganisms. The “Bergey’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Systematics (BISMiS)”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to enhance the dissemination of systematic microbiological 
biotechnology an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in the field of microbiology. 
This review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and “Bergey’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Systematics (BISMiS)”, as well as an outlook on their future directions. 
Keywords: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Bergey’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Systematics; microbial taxonomy; microbial systematics 
 
 

1  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的发展历史 
微生物系统分类学是一门与相关研究技术

和方法学共同发展的学科。从早期的形态学研

究(依赖显微镜)、化学信息分析(化学方法的确

立)、分子系统鉴定(测序技术的发展)，直到当

今基因组系统学时代，系统分类学逐渐发展成

以系统发育关系和物种多相分类为手段，研究

微生物个体和个体间关系的综合性学科。其主

要研究内容是依靠现有微生物种系关系、分

类、鉴定和命名的相关原理和方法，对微生物

类群间的系统发育关系进行研究，并采用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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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手段对物种进行区分和归类。从哲学的角

度来讲，微生物系统学从客体出发，重在认识

类群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分类学

则是从主体出发，重在认知微生物物种，是理

论创新的结果。对物种的分类鉴定脱离不了微生

物系统学的知识框架，而微生物系统学的研究也

不能脱离实实在在的分类个体，二者相互依存，

缺一不可。微生物系统分类学最终解决的科学问

题是“它是谁”和“它们的关系是什么”。《伯杰氏鉴

定细菌学手册》正是微生物系统分类学发展的见

证者，凝结了该学科领域专家学者 100 年来的辛

勤和汗水，承载了微生物学的研究记忆。 

2  《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

历史回顾 
1923 年，由大卫·伯杰(David Bergey)、弗

朗西斯·哈里森(Francis Harrison)、罗伯特·布里

德 (Robert Breed) 、 伯 纳 德 · 哈 默 (Bernard 

Hammer)和弗兰克·亨顿(Frank Huntoon)组成的

编辑委员会，发行了《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

(Berge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第

一版。在那个时代，整个原核微生物领域还处

于混沌的状态，对科研工作者来说，原核微生

物的分类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这样的背景

下 ， 美 国 微 生 物 学 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ASM，曾称为美国细菌学家协会)

任命了《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编辑委员

会。第一版《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诞生，

为后续规范微生物分类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技术的革新，微生物系统分类学在理

论上得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其发展历程中的

大事件可见图 1[1-3]。《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

也于 1925年、1930年分别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

版。1936 年，“伯杰氏手册信托基金委员会”成

立，以此来管理手册的出版及制定各项活动的

流程。从信托基金委员会成立以来，负责人出

版了《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第四版至第九

版(最后一版于 1994年出版)。而在1977 年DNA 测

序技术开始成熟发展的背景下，1984信托基金委员

会开始组织专家学者撰写《伯杰氏系统细菌学手册》

(Bergey’s Manual of Systematic Bacteriology)，到

1989 年第一版出版面世。11 年后，第二版于

2001–2012 年出版，共 5 卷，汇聚了全球分类学

领域近千名专家学者的贡献。《伯杰氏鉴定细菌

学手册》提供了关于原核微生物物种的系统学和

分类学信息，更是涉及到了生理生态学以及关

于类群生境的描述。分类是科学准确地确定目

标菌株的系统进化位置，鉴定是根据物种特征

的异同定义物种的类别[4-5]。从《伯杰氏鉴定细

菌学手册》发展到《伯杰氏系统细菌学手册》[6-7]，

是对分类学科认知的深化，也是分类技术和依据

革新的集成，特别是完成了从细菌经典的形态和

生理分类，到后来主要以基因组 DNA 杂交、16S 
rRNA 基因序列相似性为依据的分子分类的变

迁。随着微生物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纸质出版已

经满足不了刊载最新信息的需要。2015 年 4 月开

始，《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Bergey’s 
Manual of Systematics of Archaea and Bacteria, 
BMSAB)开始在线发布更为快捷的电子版手册(详
细地址见 https://onlinelibrary.wiley. com/doi/book/ 
10.1002/9781118960608)，为原核微生物系统分类

学领域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自 1936 年成立以来，“伯杰氏手册信托基金

会”通过出版关于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的手册，为细

菌和古菌的分类学提供了最全面、最系统、最权

威的数据和知识宝库。从 1974 年的第 8 版开始，

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官方分类”。在《伯杰氏鉴定

细菌学手册》中，读者可以窥见各个原核微生物群

体的分类学、系统学、生理学和生态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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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过去 100 年里国际原核微生物分类学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引用并修改自文献[1]) 
Figure 1  Important milestones in international prokaryotic taxonomy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modified from 
referen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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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edition of Bergery’s Manual of 
Determinative bacter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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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信息，也能了解到多维度的、反映其进

化历史的原核生物个体和个体间关系。 

3  《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

发展现状 
截至 2023 年初，《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

累计刊载的原核微生物，共计约 58 个门类、

123 个纲、214 个目和将近 2 576 个种。《伯杰

氏系统细菌学手册》凝聚了信托基金会与全球的

近千名微生物学家的心血和研究成果，如第二

版第 5 卷，该卷展示了国内外放线菌领域的成

果[8]，全球有 125 位专家受邀撰写章节，其中包

括我国的 8 位专家学者(陶天申、刘志恒、黄

英、陈文峰、李文均、崔晓龙、唐蜀昆、职晓

阳)。古菌方面，以崔恒林、许学伟和李文均等

为代表的中方学者团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

细菌领域的中国学者贡献者众多，不一一赘

述，可参考《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编

辑及贡献者名录网站(https://onlinelibrary.wiley. 
com/page/book/10.1002/9781118960608/homepag
e/editorscontributors.html)。对于从事古菌、细

菌分类的学生或相关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一个全

方面了解原核生物及其多样性的绝佳资源。《伯

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也被誉为微生物研究者的

“圣经”，是微生物系统学研究中的权威工具书。 
在过去 10 年中，原核生物新分类群的分离

和描述激增。而细菌的分类单位的确立，需要

在《国际系统与进化微生物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IJSEM)上得到公开，方可生效发表[9]。这种信

息的快速更新也催生了对《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

统学手册》电子版的需求，两者结合能够将有关

特定原核生物群的新信息与原有的知识相结

合，更好地服务于读者，并让他们更深刻地理

解原核微生物。 

伯杰氏国际微生物系统学会(BISMiS)成立

暨首届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至 23 日在中国

北京友谊宾馆成功举行，且以后计划每 2–3 年

举行一次。但由于 2019 年末暴发的新型冠状病

毒(COIVD-19)大流行，原定于 2021 年在广州举

办的第五届 BISMiS 会议暂定推迟到 2023 年，

这也将焕发出微生物领域的新光彩(五届会议的

信息见表 1)。2011 年 5 月 22 日，我国著名放线

菌系统分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阮

继生教授和刘志恒教授在 BISMiS的会议上，被

伯杰氏基金会主席Michael Goodfellow教授授予

了伯杰氏基金会颁发的“伯杰氏奖章”。该奖项

是国际微生物领域的最高终身成就奖，用于表

彰他们对微生物系统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伯 杰 氏 国 际 微 生 物 系 统 学 会 (Bergey’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icrobial Systematics, 
BISMiS)的现任主席是印度孟买的卡姆莱什·詹吉

德(Kamlesh Jangid)教授，秘书长是中山大学的李

文均教授，财务官是来自佐治亚大学的威廉·惠
特曼(William B.Whitman)教授。从 2006 年“伯杰

氏手册信托基金委员会”的构思，到 2011 年最终

获得批准的 BISMiS 章程，BISMiS 的目标始终是

促进微生物系统学、分类学家之间的全球交流，

并且积极成为微生物系统学和多样性国际的倡导

者(详细信息可查看网址 https://www.bismis.net/)。 
近两年来，由于暴发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

大流行，BISMiS 组委会为了伯杰氏国际微生物

系统学会的活力，同时为了分享国际范围内的微

生物系统分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方法的最新进

展，决定自 2021 年 3 月起，每个月会开展一次线

上学术交流会议，每次会议能够邀请到微生物

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些专家对某个专题进行前

沿学术报告和同行线上交流，近两年组织的 20 场

线上会议汇总见表 2。月度研讨会从 2021 年 3 月

20 日开始，在每个月的第 3 个星期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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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伯杰氏国际系统微生物学学会”系列会议信息 
Table 1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eries meetings of BISMiS 
Year Theme Place Sessions 

2011 Microbial Systematics: 
Concepts, Practices and 
Recent Advances 

Beijing, China 1. Microbial Systematics and Diversity 
2.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Systematics and Biotechnology 
3. Archaeal Systematics and Diversity 
4. Microbial Systematics and its Impact on Biotechnology 

2014 Defining Microbial 
Diversity in the Genomic 
Era 

Edinburgh, 
Scotland 

1. Use of Genomic Sequences in Microbial Taxonomy 
2. Chemotaxonomy in vitro vs. in vivo 
3. Microbial Systematics in the Classroom 
4. Lessons for Systematics from Metagenomic Studies 
5. New Approaches and New Taxa 

2016 Microbial Systematics and 
Metagenomics 

Pune, India 1. Genomic/Metagenomic Description of Novel Taxa 
2. Cultures and Culturing of As-Yet-Uncultivated Microbes 
3. The Role of Culture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4. Modern Approaches to Identification/Diagnosis 
5. Minimum Standard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New Taxa 
6. Cyanobacterial Taxonomy 

2018 Capturing Species Diversity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t present 

2023 Microbial Systematics in 
Meta-data Er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Guangzhou, 
China 

1. Cultivating Previously Uncultivated Microbes 
2. Changes in Microbial Systematics 
3. How to Name Uncultivated Prokaryotes 
4. Intra- & Inter- Species diversity and Speciation 
5. Microbial Systematics and Its Impact on Biotechnology Research 
6.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Microbial Systematics and the Larger 
Microbiology Community 

 
 

表 2  2021–2022 两年内 BISMIS 组织的历期月度线上学术研讨会信息 
Table 2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monthly seminars of BISMiS in the past two years of 2021–2022 
举办期数 邀请嘉宾 工作单位 国家 报告主题 

一 Prof. Philip 
Hugenholtz 

生态基因中心主任、昆士兰大学 澳大利亚 The Genome Taxonomy Database (GTDB) 
—lessons learned 

二 Prof. Lain Sutcliffe 国际原核生物系统学委员会

(ICSP)主席、诺森比亚大学 
英国 Microbial taxonomy: Where are we now 

and where are we going? 
三 马俊才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国 GCM 2.0: WDCM 10K sequencing project 

for type strains 
四 李文均 教授 中山大学 中国 Mining the microbial dark matter: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五 Prof. Aharon Oren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以色列 Naming new taxa of prokaryotes in the 21st 

Century 
六 Prof. Brian 

Hedlund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美国 Taxonomy of uncultivated microorganism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七 Dr. Marike Palmer 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美国 Microbial species concepts-the status quo in 

the-omics era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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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 
举办期数 邀请嘉宾 工作单位 国家 报告主题 
八 Prof. Kostas 

Konstantinidis 
乔治亚理工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
学院 

美国 Classifying prokaryotic genomes using the 
95% ANI threshold and the Microbial 
Genomes Atlas (MiGA) webserver 

九 Prof. Ramon 
Rossello-Mora 

巴利尔斯大学地中海先进研究所 西班牙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LTP that 
reinforces the robustness of the 16S as 
phylogenetic marker for biodiversity studies 

十 Prof. Martha 
Trujillo 

萨拉曼卡大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学
学系 

西班牙 Taxonomic descriptions and reviews: In 
need of a new working frame 

十一 Prof. Mark Pallen 四方研究所、东英吉利大学 英国 Nomenclature of archaea and bacteria in the 
age of genomics: From pedantry to 
pragmatism 

十二 Prof. William 
Whitman 

乔治亚大学 美国 Why we need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of Prokaryotes Described 
from Sequence Data or the SeqCode 

十三 主持人：Prof. lain 
Sutcliffe 

诺森比亚大学 英国 SeqCode: An alternative code for na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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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的

发展展望 
《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自第一版刊发以

来，其对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的意义巨大，不仅

规范了微生物分类学的依照标准，也是原核微

生物分类学的百科全书，被人们公认为“分类学

的圣经”。当想要研究微生物的致病力、遗传变

异或生理生化特征，一个必要的前提是确定该

菌种的类别，知道它的名称。因此，《伯杰氏鉴

定细菌学手册》可以称为是微生物领域的研究基

础，现更名为《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

册》。随着数据的与日俱增和理念的与时俱进，

《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的未来发展应

该围绕着“信息数字化” “学科交叉化” “内容前

沿化” “理念包容化”和“社群活跃化”来进行。具

体而言，《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今后

发展的重点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4.1  信息数字化 
《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的在线发

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信息更新的问题，能加快

大众跟进微生物分类最新内容的速度。随着新

物种发现速度的增加，在做好物种信息更新的

同时，也应当将物种数据数字化，从而在面对

海量的信息时，能够方便搜索和查阅。 

4.2  学科交叉化 
《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是承载了

微生物学科研成果的见证者，其发展史也是生

物、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等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学科的交叉化也能一

定程度突破认知壁垒，辨清微生物系统分类学

的学科前进方向。 

4.3  内容前沿化 
《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目前统计

的还是可培养微生物系统分类的信息，还没有

很多未培养微生物类群的描述。对于未培养微

生物的命名难题，需要在《国际原核生物命名法

则》(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of 

Prokaryotes, ICNP)的基础上寻求改变[10-11]，一

是将 DNA 序列一样应该视同为模式材料；二是

为未培养的古菌和细菌创造一个命名代码

SeqCode[11]。另外，环境中存在着大量的未培

养微生物，研究人员用微生物“暗物质”[12-13]来

代表它们，现在也逐步采用宏基因组技术和单

细胞基因组技术来实现这部分资源的挖掘[14-15]。

SeqCode 和未培养类群信息更新也将会是《伯杰

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与时俱进的体现。 

4.4  理念包容化 
传统分类和现代分类之间会存在角度的  

不同，而面对分歧，科学界达成了共识声    

明[10,16-17]。正是专家学者秉承期望学科更繁荣的

初心，面对困难才能迎刃而解，这份包容理解

对《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手册》的未来十分

关键。 

4.5  社群活跃化 
BISMiS 月度研讨会的学术报告让学术交流

更频繁，而学科的生机和活力需要新鲜的血

液，微生物系统分类学也应该积极培养吸纳有

建树的年轻学者，为《伯杰氏古菌和细菌系统学

手册》的未来发展“添砖加瓦”。 

5  结语 
本文回望《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出版一

百年间，系统阐述了其为微生物系统分类学发

展领域做出的贡献，并对其发展现状进行了阐

述。也揭示了从“鉴定”到“分类”的变化是微生

物领域的工作者对系统学发展认识逐步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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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作为微生物系统分类学发展的见证者，

《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是一代又一代投身于

微生物系统分类的专家学者努力奋斗的缩影。在

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迅猛发展的今日，《伯杰

氏鉴定细菌学手册》也会做到与时俱进，推陈出

新，更加直观地反映出微生物系统分类学上的进

步。2023 年 11 月，正迎第五届伯杰氏国际系统

微生物学学会在广州举办之际，也将诚挚邀请各

位有志于从事经典和现代微生物系统分类学研究

的国内外同仁一起相聚于羊城广州，并一起探讨

国际微生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未来发展，为微生

物分类学作出贡献。百年之后，伯杰氏国际系统

微生物学学会将坚定继承《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

册》出版的初心，延续《伯杰氏鉴定细菌学手册》

的研究价值，引领微生物系统分类学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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