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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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聚焦典型水圈生境，通过多学科交叉研

究，发展并运用新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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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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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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作用，为应对

全球变化、保护水圈生态服务功能、实现国家

“双碳”目标、推动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供理论、资源与技术。该计划启动至今，已

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微生物学报》已成

功出版了两期“水圈微生物”专题(2020 年第 9 期、

2022 年第 12 期)，共发表文章 36 篇，广受关注

和好评。为系统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

成果，《微生物学报》特别再次组织了本期“水
圈微生物”专题。 

本专题以水圈微生物学为主题，选取了 12 篇

文章，包括 8 篇综述和 4 篇研究论文。综述论

文分别介绍了气候变化下的流域饮用水微生

物风险来源与评估、水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电

缆”及其生态功能、微生物脱氮与希瓦氏菌异

化硝酸盐还原途径抉择机制的研究进展、滨

海湿地合成微生物生态学与微生物组工程、

菌毛可视化及在光合蓝细菌研究中的应用、

深海冷泉微生物遗传资源研究进展、低能量

环境中微生物生存策略，以及海洋氨氧化古菌

合成维生素 B12 的生态意义。研究论文分别报

道了两座亚热带水库不同粒径真核浮游生物

群落构建过程、近岸微生物响应浓缩溶解有

机质添加的群落演替特征、黄河旱季小浪底

库区上游和下游微生物及其固碳功能群的环

境驱动因素研究，以及南海 F-冷泉和冲绳海槽

热液区 DMSP 合成与降解细菌的分离鉴定及

其多样性。 
专题编辑希望通过本专题与读者分享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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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