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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成立于 2009 年，致力于推动微生物资源科研工

作的开展，为微生物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撑和战略指导。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

术交流、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促进微生物资源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推动我国微生物学科的不断

进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微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已成为国际科技领域的

重要热点之一。因此，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微

生物学科的发展，提高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地位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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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bial Resource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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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2009,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research, protection,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bial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strategic 
guidance for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The committee actively conducts various forms of 
academic exchanges, talent tr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mote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microbial resources, and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biology 
in China.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microbial resourc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hotspo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icrobial Resources Committe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biology in China, enhance China’s academic statu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ield of microbial resources. 
Keywords: microbial resource; Microbial Resources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development history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自

2009 年成立至今，在中国微生物学会的领导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指导，联络、团结全国有志于微生

物资源事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不断推

进中国微生物资源研究和利用、与国际微生物

资源学界交流的深入，为微生物学科的建设与

发展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也为创建有中国特

色的微生物资源学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1  成立背景 
微生物是地球上生物量最大、生活范围最

广、生物多样性也最为丰富的类群，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生物技术创新

的重要源泉。随着对微生物重要作用的逐步认

识，微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功能评价已逐渐成为

国际上资源收集和保藏的新目标，微生物资源

长期安全保藏和高效共享也成为微生物领域的

重要任务[1]。 
1979 年，国家科委(现“科学技术部”)批准

成立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下设 7 个

国家级专业菌种保藏管理中心[2]，同年 7 月在

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微生物保藏管理工作会

议，讨论制订了《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

员会组织条例》(试行)和《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

管理条例》(试行)[3]，后者于 1986 年 8 月 8 日

由国家科委颁布实施。1991 年在北京成功召开

第七届“国际菌种保藏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for Culture Collections, WFCC)”大会。虽然微生

物资源这一基础性工作很重要，但在 1999 年之

前，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植物、动物等其他

生物资源，国家层面上的菌种资源收集、整理

与保藏工作几乎停滞。1999 年，科技部设立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微生物资源的收集、保藏

及共享工作才得以恢复。2003 年 7 月，科技部

启动“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微生

物资源工作借机得到了迅速发展，并于 2004 年

在北京举行了“21 世纪微生物资源中心的使命”
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 年，“国家微生物资源

平台”项目正式启动，我国微生物资源工作迎

来了一个新的事业高峰。 
2008 年 9 月，全国“微生物资源科学与技

术研讨会”在北京中苑宾馆召开，此次大会得

到来自全国 300 余名从事微生物资源工作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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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热情参与，也成为推动微生物资源专业委

员会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当时，“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项目吸引

了全国 17 个省市近 3 000 名科技工作者的直接

参与，为整个微生物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

的资源支撑。虽然微生物资源领域与其他微生

物领域有所交叉，但是却有明显区别于其他领

域的特点与规律，微生物资源工作者都强烈意

识到，微生物资源领域迫切需要拥有本领域的

学术交流组织和平台。因此，在赵国屏、陈文

新、邓子新和焦念志等 4 位院士及其他著名微

生物学家的倡议下，在中国微生物学会的支

持下，由姜瑞波研究员和顾金刚副研究员牵

头，阮志勇等完成了成立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

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申报工作。2009 年 6 月，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成立(民社登〔2009〕
第 1141 号)，挂靠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

农业区划研究所，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

我国微生物资源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2  推动领域发展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主要工作包括：(1) 

促进微生物资源分离、培养和保藏技术的研

究；(2) 促进微生物资源分类、鉴定、系统生

物学研究与评价；(3) 促进中国微生物资源信

息的整理、分析和交流；(4) 促进微生物菌种

资源的挖掘与利用。组织与微生物资源研究相

关的科学会议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开展相关的

技术培训。引领和组织国内从事微生物资源研

究的队伍和科技人员积极参加国家有关计划的

制订，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从而促进

国内微生物资源研究和学科的迅速发展并服务

于社会[4]。 

2.1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

微生物分类学的发展 
中国学者在微生物分类学领域的国际论文

数量逐渐增多，自 2011 年起，中国学者在微

生物分类学专业期刊《国际系统与进化微生物

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IJSEM)上每年发表

的论文数已稳居首位，IJSEM论文主要来源地由

欧洲向日本再向韩国最终变迁为中国[4]。在此期

间，微生物资源专委会委员李文均、崔恒林、

许学伟和杜宗军等迅速成长起来，并在国际原

核生物系统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ystematics of Prokaryotes, ICSP)等国际学术组

织、IJSEM 等国际学术期刊中担任职务。 

2.2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

微生物资源的发掘与保护工作 
专委会委员张和平及团队经过多年努力，

从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的 28 个

国家分离保藏乳酸菌 37 309 株，建成了全球最

大的乳酸菌种质资源库，有效保护了我国频临

消失的自然发酵乳制品和传统发酵食品中的乳

酸菌资源，并实现了乳酸菌的开发利用和产业

化从“0”到“1”的突破 [5]。专委会委员彭方及团

队通过参加国家极地科考，发表并命名了 8 个细

菌新属和 56 个南北极来源的细菌新种，构建了

我国最大的极地微生物共享资源库(http://cctcc. 
whu.edu.cn/portal/source/polar/type/sc.html)，涵

盖 315 个属 981 个种，库藏量达 5 千余株。专

委会委员朱红惠及团队向微生物学同行发起了

共建全球模式菌株库(global yype strain bank, 
GTSB)的倡议，得到来自全国 100 多家科研院

校的 200 多名专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6]。 

2.3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

微生物资源分离技术的突破 
杜宗军创新发展了海洋细菌富集培养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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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现了微生物复苏培养对海洋细菌资源发

掘的重要性[7]；分离保藏了海洋细菌 3 万余株，

获取大量海洋细菌新资源，建立我国第一个

厌氧菌新纲——童第周菌纲 [8]，分离培养全球

海洋沉积物细菌核心类群 JTB255 并建立伍斯

氏菌科(Vucetidae)[9]，发现捕食型细菌新类群

并建立慢生单胞菌目(Slowmonas)，发表了 1 个

新纲、3 个新目、5 个新科、43 个新属和近 
200 个新物种。许学伟团队探索了深远海微生

物的高效定向培养方法，报道了新目 1 个、新

科 1 个、新属 13 个和新种 29 个，提出了属的

基因组分类标准[10]。 

2.4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推动了

微生物资源平台的建设工作 
2011 年，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获得财政

部、科技部认定，成为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共享

平台首批 23 家成员单位之一，获得了较为稳

定的财政运行经费支持。2019 年，根据科学技

术部的整体规划，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调整更

名为国家菌种资源库。农业农村部 2020 年 6 月

下发《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主体责任 开展农业种质资源登记工作的通知》

(农种发〔2020〕2 号)，开展国家农业微生物种

质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建设、农业微生物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单位确定和农业微生物种质资

源登记等工作。2022 年，农业农村部印发第

595 号公告，确定了第一批 19 个国家级农业微

生物种质资源库[11]。 

3  全国学术活动 
2009 年 11 月，“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

源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举行，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中

心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约有 100 余名代表

参加本次会议。在本次大会上，姜瑞波研究员

当选为第一届主任委员，顾金刚副研究员当选

为副主任委员，阮志勇任委员兼秘书。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成立以后，严格按

照中国微生物学会章程进行活动，在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制度范围内积极开展旨在促进学

科发展的学术活动。2010 年 8 月，“第二届全

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

服务研讨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召开。本次会

议的主题是微生物与矿石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发

展，大会由大庆市发改委与大庆品元科技有限

公司郑炜团队承办，吸引了 200 余名代表的参

与，活动得到了大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2011 年 5 月，伯杰氏国际系统微生物学学

会 (Berger’s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ystems 
Microbiology, BISMiS)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作为协办单位之一，积

极参与了本次国际盛会。2011 年 9 月，“第三届

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

行服务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本次会

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与西部资源开发，大会

由甘肃省科学院周剑平研究员承办。本次会议

吸引了来自全国 285 名代表的参加。同年召开了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第二届

全体委员会议，姜瑞波研究员当选第二届专业

委员会主任委员，顾金刚副研究员任副主任委

员，阮志勇任委员兼秘书。同年，在中国微生

物学会学术年会上，阮志勇被评为中国微生物

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 
2012 年 11 月，“第四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在
四川省成都市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微生物

资源多样性与药物开发，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

药生物技术研究所余利岩研究员团队承办，来

自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 324 名代表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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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第五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在
广州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与

健康安全，由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朱红惠研究

员团队承办。来自于全国 27 个省、市、自治

区的 116 家单位的 360 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2014 年 11 月，“第六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在
厦门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与

海洋经济，由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邵宗

泽研究员团队承办。来自于全国 27 个省、市、

自治区 150 多家单位及韩国和法国的 500 余名

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大会。随着微生物资源

学术会议影响力的逐渐增大，参加学术会议的

代表也越来越多。会议的学术质量得到了业内

同行的广泛认可。 
2015 年 8 月，“第七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际微生物系统与分类学研讨会”在杭州

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新资源 ‧新技术 ‧
新方法”，由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学伟

研究员团队承办。来自国内 150 多个单位的 450
多名专家与代表，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日

本、韩国、德国、英国、丹麦、以色列、西班

牙和爱尔兰共 10 个国家近 40 位国际同行参加

了本次大会。本次会议是邀请国际微生物资源

同行参加会议的一次新的尝试，国际同行对中

国微生物资源工作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取得了

非常显著的交流效果[12]。 
2016 年 8 月，“第八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在
呼和浩特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基因组时

代的微生物资源发掘与利用，由内蒙古农业大

学张和平教授团队承办。来自中国(含香港、

台湾地区)，以及美国、新加坡和蒙古国等总

计五百余名专家和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在同

年举行的中国微生物学会年会上，“全国微生物

资源学术研讨会”被评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的 2 个

品牌学术会议之一，阮志勇再次被评为中国微

生物学会优秀学会工作者。同年召开了中国微

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全体委

员会议，张瑞福研究员当选为第三届专业委员

会主任委员，姜瑞波研究员被聘为名誉主任委

员，顾金刚副研究员任副主任委员，阮志勇任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 
2017 年 9 月，“第九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在
泰安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

微生物组与生物产业，由山东农业大学周波教

授团队承办。来自全国 42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

次会议。 
2018 年 7 月，“第十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研

讨会”在新疆阿拉尔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

是微生物资源与产业发展，由塔里木大学张利

莉教授团队承办。来自全国 420 余名代表参加

了会议。 
2019 年 11 月，“第十一届全国微生物资源

学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

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

是微生物多样性与创新发展，由广西民族大学

大学姜明国教授团队承办。来自全国 400 余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 
2020 年，“第十二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

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研讨

会”计划在浙江杭州市召开，本次会议由自然资

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许学伟研究员和吴月红研

究员团队承办。受新冠疫情影响，会议经过两

年多次延期，最终因不可抗力因素被迫取消。 
2021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

委员会第四届全体委员会议召开，阮志勇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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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当选为第四届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姜瑞

波研究员被聘为名誉主任委员，顾金刚副研究

员等任副主任委员，张晓霞研究员被聘为秘

书。2021 年 10 月，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二届

理事会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第四届微

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名单。 
2022 年 8 月，“第十三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

术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线上)召开，本次会

议的主题是微生物资源：发展与创造，由华中农

业大学彭楠教授团队承办。研讨会通过腾讯会议

等平台开展，其中腾讯会议累计参会 3 400 人，

视频直播平台累计参会 5 800 余人次[13]。 
2023 年 7 月，“第十四届全国微生物资源

学术研讨会”将在山东威海召开，本次会议由山

东大学杜宗军教授团队承办。 

4  未来展望 
今后，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

员会作为微生物学领域的专业机构，将致力于

发掘和利用微生物资源，深入研究微生物资源

在农业、食品、医药、清洁能源和环境等领域

的应用，促进微生物资源的产业化和市场化[14]。

推广微生物资源的保藏和共享，建立微生物资

源数据库，为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更好

的支持。建立微生物资源的评价体系，加强对

微生物资源的品种鉴定、质量检测和安全性评

价。加强与相关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微生

物资源学科的跨学科融合，拓宽微生物资源的

研究方向。关注微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

护，制定相关政策和规范，加强微生物资源的

合理管理和保护[15]。通过以上工作的开展，中

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可以更好

地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为微生物资源的研究

和应用提供更好的支持，推动微生物资源领域

的科技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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