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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管部门、尤其是在主办单位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微生物学会的长期大力

支持和指导下，经过一届届主编和编委会的不懈

努力，《微生物学报》走过了 70 个春秋，成就了

她的巨大贡献，记载了微生物学领域发展的历

程、推动了学科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的兴

起、鞭策了一代代科学家的成长和壮大。值此

70 年华诞之际，祝《微生物学报》与时俱进，

守正创新，未来可期，再创辉煌! 

1  《微生物学报》的发展和重任 
《微生物学报》创刊于 1953 年 4 月，是由

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和中

国微生物学会主办，以微生物学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为主的、反映微生物学研

究领域中最新成果和前沿热点的国内外公开发

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内容涵盖工业、农业、

医学、兽医微生物学、病毒学、免疫学等现代生

物技术的各个领域。《微生物学报》是我国微生

物学领域创刊最早、高学术影响力的中文核心期

刊，已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数据库收录。 

1.1  回首过去 
中国微生物学会于 1952 年 12 月正式成立

后，翌年 4 月，《微生物学报》创刊号在上海印

刷，北京总发行。《微生物学报》创刊词是中国

微生物学会第一届理事长汤飞凡(著名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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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病毒学家，沙眼衣原体的发现人之一，

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撰写的，

他在发刊词中做出了如下描述：“在中国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微生物学工作者有了

他们自己的学术组织——中国微生物学会，也有

了他们自己的刊物——《微生物学报》；因此本

刊的任务是：一、团结全国微生物学工作者发扬

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为新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服务；二、保卫微生物学为人类造福的优秀传统，

团结全世界有良知的微生物学家，反对盗窃微生

物成果来屠杀人类的毛贼；三、学习苏联微生物

学的先进成就，并与具体工作结合。希望全国的

微生物学工作者，在以上的统一目标下，积极爱

护自己的刊物，努力研究，踊跃投稿，来完成我

们光荣的任务”。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汤

飞凡 70 年前提出的本刊物的任务，有些内容依

然不过时，如上面提到的第一、二条，老一辈

科学家的真知灼见和跨越时代的预见性和前瞻

性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1953 年 4 月，《微生物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共发表了 15 篇论文，其中朱既明(中央生物制品

研究所，北京)发表的论文题目是“流行性感冒病

毒在天然流行中变异的研究”，主要对一些国家

的实验室中分离的类似WS或 PR8株的甲型流行

性感冒病毒的工作进行了评论[1]。高尚荫(武汉

大学生物系病毒实验室)发表的“培养于鸭胚中

流行性感冒病毒的性质”，主要结论是：流行性

感冒病毒是可以在鸭胚尿囊液中培养的[2]。它的

物理性质和在其他寄主中培养的病毒并没有差

别，但是它的化学及免疫性质可以因寄主的不

同而有差别。张为申等人(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

抗生素室，北京)关于“无色青霉菌株 W-49133 
(Penicillium chrysogenum)产生青霉素的研究”
发表了系列文章：“以国产原料棉籽饼代替玉蜀

黍浆的摇瓶培养实验Ⅰ.”和“以国产原料棉籽饼

代替玉蜀黍浆在发酵罐中的培养及青霉素的提

炼Ⅱ.”，利用国产棉籽饼在小型发酵罐中培养，

可以产生青霉素并代替玉蜀黍浆，降低了成本；

对发酵后的产品进行提炼、结晶，以备生产之

用[3-4]。陈正仁(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和阚冠卿等

(北京市防痨委员会)发表的“口服卡介苗后结核

菌素试验的阳转率”，主要结论是：口服卡介菌

苗，使用简单，不需特殊技术，且引起并发症

极微，可以广泛采用，尤其是推广到农村，更

为适合[5]。金启桓和王凤连(中国协和医学院细

菌免疫学系，北京)发表的“中国地鼠接种结核杆

菌的研究”，地鼠接种法分离结核杆菌的阳性率

较高，在设备较简陋的化验室中，制备培养基不

容易，可采取地鼠接种法以分离结核杆菌[6]。 
从上面几篇代表性论文的题目和主要结论

可以看出，在 70 年前发表的研究论文具有一定

的深度；并紧跟当时的国家需求，研究工作的

方向与实用性紧密结合，而且充分体现了当时

《微生物学报》主要报道医学微生物学研究成

果的宗旨。 
1958 年 12 月 3 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正式成立，当时中国微生物学会和《微生

物学报》的挂靠单位由原来的中国医学科学院

改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1960 年，由于

国家经济困难，《微生物学报》停刊。1962 年

复刊，此后《微生物学报》发表的论文，一改

过去主要报道医学微生物学研究的状况，也发

表普通微生物学和应用微生物学的研究报告。

1966 年 6 月，受“文革”的影响，《微生物学报》

停刊。1972 年，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出

面申请《微生物学报》复刊。1973 年复刊后改

为季刊，1988 年改为双月刊，2008 年改为月刊，

至今已出版 63 卷 390 余期。 
《微生物学报》经历了几次停刊、复刊的

波折，在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在主办单位的大

力支持下，在历届主编的带领下，在不同时期

编委会的辛勤努力和刻苦工作下，《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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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继往开来，为推动中国微生物学科的发展

和科学知识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1.2  展望未来 
1.2.1  立足中文，与时俱进 

微生物作为最简单的生命体依然是生命科

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基本材料，对探索和揭

示生命活动的基本规律，推动生命科学的发展，

探讨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关

系，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与人类的生

存和健康息息相关。《微生物学报》主要是报道

微生物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包括基础研究、应用

基础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等方面的进展。目前

国内外与微生物学有关的刊物成百上千，仅被

SCI 收录的刊物就有 300 余种。科技人员发表研

究论文时受到考核导向或目前普遍存在的趋高

避低等因素的影响，如单位考核时发表的论文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IF)档次及 top%的论文

篇数；加上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研究生)毕业也要

求 SCI 刊物论文，同时申请科研项目时，如有高

水平论文发表也会占有中标的优势。受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作为中文期刊的《微生物学报》，在

这种群雄逐鹿、争霸稿源的情况下，如何谋定而

后动去获得高质量的稿源是其未来发展的重点

所在。近些年来，《微生物学报》延续了传统的

自由投稿方式作为稿件的主要来源，也采取了

在编委和专家中约稿的方式扩大了稿源。值得

一提的是通过不同学科领域专家组织的专刊或

专栏是颇有成效的，提高了该刊物的稿源质量

和影响度。如特邀编辑刘天罡(武汉大学)组织的

“微生物药物的创新和高效制造”专刊，共发表

研究论文 17 篇[56(3)，2016]；特邀编辑胡永飞

(中国农业大学)组织的“肠道微生物”专刊，共发

表研究论文 18 篇[59(9)，2019]；特邀编辑朱红

惠(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黄力(中国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李文均(中山大学)和李猛(深
圳大学高等研究院)共同组织的“未/难培养微生

物”专刊，共发表研究论文 18 篇[61(4)，2021]；
特邀编辑马俊才和蔡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共同组织的“微生物大数据资源”专栏，共发

表研究论文 9 篇[61(12)，2021]；特邀主编杨瑞

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朱

宝利(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同组织的“益
生菌与健康”专栏，共发表了研究论文 11 篇

[62(3)，2022]；特邀编辑黄力(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董海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蒋宏

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和全哲学(复旦大学)共
同组织的“水圈微生物”专题[2020(9)，2022(12)]，
共发表论文 32 篇；尤其是特邀编辑李文均(中
山大学)和蒋宏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曾先后

组织了 5 次有关地质微生物学的专刊[2018(4)，
2019(6)；2020(6)，2021(6)，2022(6)]，共发表

论文 117 篇。这些富有成效的举措应该继续下去。

此外，号召编委积极投稿或在任内有一定数量的

投稿也是很重要的，只有在多渠道和多方式获得

优质稿源的情况下，《微生物学报》才能立足中

文，与时俱进，任凭风吹浪打，立于不败之地。 
1.2.2  拓展栏目，提升影响 

我国微生物学发展方向的大体趋势是广泛

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推动微观研究的不断深

入；探讨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

互关系，促进宏观研究的不断拓宽；从多组学

(multi-omics)宽度阐明微生物生命活动的全貌

和揭示生命现象的本质规律。学科之间的交叉

融合，相互促进，优势互补，使其相得益彰，

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微生物学报》

尚需适应学科发展的需要，设置更多的栏目，

如交叉学科栏目，及时报道学科特色，成为推

动学科快速发展的重要平台。同时建议《微生

物学报》要改变早年规定的不含科普方面的栏

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以及社会影

响力的需要，应当增设科普方面的栏目，尤其

是大众普遍关心的科学问题。同时，《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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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已经实行多年的以中文为主含有少量英文

论文的混排出版方式，仍可鼓励延续下去，编

辑部要对论文发表后被他人引用和媒体宣传报

道等进行关注，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越多说明论

文的可读性和重要性就越好，这是提升刊物影

响力的主要标志。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毛

怡心等于 2018 年 12 月在《微生物学报》发表

的有关“马桶冲水行为与微生物气溶胶传播”的
论文[7]，2019 年底新冠病毒暴发后，气溶胶传

播成为热点，深圳电视台专门报道了这篇论文

的相关结果。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对全人类的生

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中很多人对新冠

病毒传染方面的基本知识是相当缺乏的，对疫

情中一些重要的名词概念也是茫然无知的，如

果有更多的科普介绍，会提高全民对病毒和病

原微生物感染的认识，可减少或阻断一些可能

的传染途径。如对疫情防控的认识、对疫苗的

认知，接种疫苗后是否产生抗体的问题，是否

对不断突变的新冠 COVID-19 有抗性作用，这

是大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微生物学报》

适当增加新栏目，多报道一些与人类健康相关

的病原微生物方面的科普和研究成果，顺应现

实需要，扩大社会影响力是有必要的。 

2  《微生物学报》的贡献和影响 
《微生物学报》历经了 70 年的春华秋实，

她伴随微生物学科发展的历程，记载了科技工作

者不同时代的突出成绩，促进了新技术新方法的

应用，传承了良好的科学文化，彰显了自己的特

色和风采，她携带墨香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1  突出成绩 
2.1.1  20 世纪 50 年代 

汤飞凡和张晓楼等人成功地分离出沙眼衣

原体，这是微生物学领域的一个关键性突破。

汤飞凡领导的研究团队于 1956 年在《微生物学

报》连续发表了 4 篇研究论文[8-11]。直到 1993，

后面的研究团队仍把汤飞凡(已去世)放在第一

作者位置在《微生物学报》发表了题为“沙眼包

涵体多形性的研究”，主要揭示了“沙眼包涵体

是沙眼衣原体在感染细胞中生长繁殖的现象，

实质上是沙眼衣原体在细胞中的微集落”[12]。 
2.1.2  20 世纪 60 年代 

方心芳采用改良大曲和推广根霉的方法，

确定了茅台酒曲而使酱香型白酒得以在全国各

地大规模生产，尤其是 80 年代我国从南到北出

现了一批风味与茅台酒类似的酱香型白酒，为

国家节约了大量粮食。方心芳等有关酿酒和根

霉的系列文章发表在《微生物学报》上[13-17]。 
2.1.3  20 世纪 80 年代 

尹光琳等有关“二步发酵法生产维生素 C 新工

艺的研究和开发”，是可载入史册的研发项目。他

们的相关研究结果曾在《微生物学报》发表[18-21]，

如有关“L-山梨糖发酵产生维生素 C 前体——2-酮
基-L-古龙酸的研究(菌种的分离筛选和鉴定)”
发表于 1980 年代的《微生物学报》，该文的主要结

果是：在以 L-山梨糖为碳源的培养基中采用富集

培养法，从中选出了一株由 L-山梨糖产生维生素

C 前体——2-酮基-L-古龙酸的优良菌株 N1197A，

对菌株进行了鉴定和发酵条件的研究。按照

Bergey 手册，其中大菌落菌株属条纹假单胞杆菌

(Pseudomonas striata)；小菌落菌株属氧化葡萄

糖酸杆菌(Gluconobacter; Oxydans)。相关成果

于 1983 年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并于 1985 年

以 550 万美元转让给世界上生产维生素最大的企

业——瑞士 Roche 制药公司，这在当时的生物

技术领域，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技术转让项目。 
2.1.4  20 世纪 90 年代 

陈远童等人在“长链二元酸”生物发酵领域

获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并成功实现了产业

化，不仅占领了这一生物合成技术领域的制高

点，而且也因此使中国成为全世界“长链二元

酸”生物发酵的生产和出口大国。他的一系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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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不同碳链二元酸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微

生物学报》上[22-28]，并获得了 2006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其中 1999 年在《微生物学报》

发表的题为“微生物发酵生产十三碳二元酸的研

究”的论文获得了 2004 年中国科协优秀论文奖。 
值得一提的是 20世纪 90年代初期正是我国

派出的大批留学人员不断学成回国的时候，他们

带回了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和新的理念，极大地

推动了国内微生物学科的快速发展，与之相应，

此时《微生物学报》报道的大部分内容向微生

物遗传与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方向迈进，如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郭东川和莽克强等在《微

生物学报》发表的“利用 PCR 技术克隆黄瓜花

叶病毒的外壳蛋白基因”[29]和乔利亚等发表的

“苏云金杆菌 Kurstaki HD-1 亚种的一个杀虫蛋

白基因毒性区的核苷酸序列”[30]；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周培瑾等发表的“极端嗜盐菌 16S 
rDNA 的 PCR 扩增”[31]；武汉大学病毒学研究所

黄永秀和齐义鹏等发表的“两种杆状病毒的限制

性消化和 p10 基因的定位”[32]；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所王敖全等发表的“大肠杆菌苏氨酸操纵子的

体内克隆和诱变”[33]；山东大学微生物研究所邹

文和王祖农等发表的“黄单胞菌 (Xanthomonas 
campestris) XA5-5 β-葡萄糖苷酶基因的克隆与

表达”[34]；华中农业大学邓子新和周秀芬发表的

“转座子 Tn4560 在吸水链霉菌应城变种中的转

座”[35]；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谭华荣等发表的

“一个枯草芽孢杆菌启动子(P28-1)对链霉菌分化

的影响”[36]；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毛成建和洪

国藩发表的“豌豆根瘤菌结瘤基因启动子内二

级结构区与转录活性有关”[37]；华中农业大学覃

重军和陈华葵等发表的“吸水链霉菌应城变种

的 4 个内源质粒及其逐个消除的研究”[38]；中国

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孙国萍等发表的“假单

胞杆菌 2-萘酸加氧酶基因的克隆与表达”[39]；中

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王以光和李

戎锋发表的“牲畜链霉菌异青霉素 N 合成酶基因

的克隆与序列分析”[40]；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赵晓岚和李毅等发表的“水稻矮缩病毒第四号

片段序列及编码蛋白的功能分析”[41]等等。特别

要说明的是上述列出的论文只是随机选取了

1993‒1996 年期间在《微生物学报》发表的与微

生物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相关的部分代表性论

文，仅以此反映《微生物学报》当时发表的论文

与微生物学科发展的紧密关系，彼此相得益彰。 
2.1.5  21 世纪新时代 

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绝大多数微生物在地球

生态系统的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微生物控

制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发生与发展，像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另一方

面却对人类造成巨大的危害和灾难。 
有益微生物在人类健康和工农业生产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在青霉菌

中发现的青霉素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是世界

医药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20 世纪 40 年代，

在灰色链霉菌中发现的链霉素对结核病有良好

的治疗作用，开创了工业微生物产业的先河；

时至 21 世纪新时代，有关阿维菌素在寄生虫疾

病治疗方面的研究都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突出成

就。有害微生物同样对人类健康和工农业生产

造成巨大的危害，而且影响社会生产力的正常

发展。人类许多疾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由病

毒、细菌和真菌等引发的疾病和动植物病害依

然广泛存在，困扰着人类健康和影响了工农业

发展。在 21 世纪，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仍是世

界范围内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全

球范围内都面临着老传染病持续存在、曾一度

被控制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新传染病不断出

现、一些病原菌的耐药性在急剧增加，尤其是

新冠病毒 COVID-19，持续时间之久，对人类

健康和社会安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从科学角

度认识和防治有害微生物依然是人类社会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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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十分重要的关键科学问题。在近些年中《微

生物学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学科领域的

不断进步，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报道的内

容不断拓宽并紧跟热点研究方向。如在微生物

组学、基因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和合成

生物学等方面，《微生物学报》都有系列的论文

发表。如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周学东和美国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牙学院施文元等共同发表

的“有关人类口腔微生物组学研究”[42]；江南大

学徐岩等发表的“中国传统发酵食品微生物组

研究进展”[43]；扬州大学恽茜等人发表的“弯曲

菌基因组学的研究进展”[44]；中国科学院南京土

壤研究所靳海洋等发表的“基于基因组的一株

土壤固氮菌分离菌株鉴定及其促生作用”[45]；福

建农林大学黄在兴等发表的“基于转录组测序

的姬松茸镉胁迫下内参基因筛选”[46]；上海交通

大学胡苏姝等发表的“基于转录组分析大肠杆

菌响应亚碲酸盐的机制”[47]；福建师范大学郭鸿

蓉等发表的“转录组和蛋白组联合分析揭示 Ubr1
介导的白僵菌萌发和极性生长”[48]；陕西科技大

学赵燕妮等发表的“代谢组学技术在微藻研究

中的应用”[49]；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陈敏

玲等发表的“基于代谢组学的抗生素与细菌间

作用研究进展”[50]等等。总之，《微生物学报》

顺应学科发展而发展，选精取萃，务实求真，

成为能担当时代重任和学科发展需要的重要核

心专业刊物和平台。 
2.2  重要影响 

《微生物学报》在主办单位的大力支持与

帮助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微生物学报》已

被美国医学索引(Medline-PubMed)、荷兰 Scopus、
美国化学文摘(CA)、美国生物学文摘(BA)、英国

剑桥文摘(Cambridge Abstract)、俄罗斯文摘(AJ)、
波兰哥白尼索引(IC)等国际著名数据库收录。同

时被中国知网 (CNKI)、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CSC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引文分析数据库

(CSTPC)等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检索机构收录为

统计源期刊。《微生物学报》近年来以其优异的

成绩获得了中国科协、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和中国知网等机构的表彰和奖励。2007、2008 年

荣获中国科协优秀论文奖，2012–2017 年入选“中
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2008 年以来连续

入选“中国精品科技期刊”，成为“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顶尖学术论文(F5000)”项目来源期刊，2015 年

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项目资助。 
2.2.1  1988 年开始 

《微生物学报》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微生物学科发布年度资助项目概况及浅析我

国微生物学科研究现状的平台，给从事微生物

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了项目申请的重要信息和指

导。已发表 30 多篇相关论文，使本领域的研究

人员在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方面受

益匪浅。 
2.2.2  2003 年开始 

《微生物学报》增添了学科先贤栏目，对

微生物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已故科学家功绩进

行回顾和传记，目前已报道了 100 多位学科先

贤，发表相应的传记文有 100 余篇。利用《微

生物学报》这个平台，宣传老一辈的科研事迹，

学习老一辈的敬业精神，传承老一辈的良好品

德，对青年一代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2.3  荣誉称号 
2017‒2018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中国百篇最

具影响国内论文”称号、连续 4 届获得中国科协

的“精品科技期刊”称号；连年入选 F5000 (中国

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精品期刊展。 

2.4  获得资助 
2015‒2017 年获得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

工程项目的资助(30 万元)；2021 年与中国微生

物学会合作获得期刊出版能力提升计划的资助

(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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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生物学报》的历史沿革 
作为反映中国微生物学学术水平的《微生

物学报》，于 1953 年 4 月创刊。70 年的风风雨

雨既有耀眼的辉煌成就又有坎坷的酸甜苦辣，

但愿在微生物学同仁们的共同呵护和大力支持

下，她能与时俱进，未来可期，不断展现自己

靓丽的风采。 

3.1  期刊的变革 
《微生物学报》从创刊开始的半年刊，经

历了季刊、月刊、双月刊，目前已变成了月刊，

不同阶段有其特有的投稿方式和学术论文特点

(表 1)。创刊伊始，论文主要来自约稿，随后自

由投稿占比越来越大，内容以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础研究为主。近些年来，又进行专题组稿，

专题文章大多是约请的该领域的知名专家撰

写，提高了稿件质量。 
《微生物学报》封面也经历了不断的变换

和更迭(图 1)。1953 年创刊，封面采用简洁明了

的形式，包含了期刊的最主要元素。这种形式

一直沿用到 1978 年，每年只是封面颜色的改

变。1979 年，加入了显微镜示意图和背景图的

元素，以体现内容的“微生物”属性，基本板式

还保持了原来的风格。1980 年，改成了竖版模

式，字体为“郭沫若”字体。1997 年，在封面上

加入了分割线，使刊名更加突出。2003 年，在

封面上加入了图片元素，图片来自微生物的显

微镜照片。2004 对封面进行了全新的改版，清

晰的电镜照片和不同的区块分割，增强了视觉

冲击力。2008 年，在时任主编谭华荣的倡议下

推出了封面文章，并附有封面文章的介绍或者

封面故事，既丰富了封面图片和设计，又增加

了学术性与趣味性。自组织专刊以来，为了和

专题内容更加契合，每期的专刊又设计了与该

主题相关的封面，使封面更丰富、主题更鲜明。 
3.2  历届编委会情况 

《微生物学报》自 1953 年 4 月成立以来，

在 70 年中已经历了 12 届编委，除 1960‒1961
和 1966‒1972 两次停刊外，基本上是每 5 年换

届一次。编委会变化见表 2。 
 

表 1  《微生物学报》不同阶段的特点 
年代 卷期特点 投稿方式 学术特点 
1953‒1955 半年刊 约稿和自由投稿 应用基础研究 
1956‒1959 季刊 约稿和自由投稿 应用基础研究 
1960‒1961 停刊  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1962‒1965 季刊 约稿和自由投稿 应用基础研究 
1966‒1972 停刊  “文革”时期 
1973‒1989 季刊 约稿和自由投稿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1989‒2007 双月刊 约稿和自由投稿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2008‒现在 月刊 约稿、自由投稿和专刊组稿 前沿热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封面文章 
 

 
 

图 1  《微生物学报》封面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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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微生物学报》历届编委会情况 
届次 年代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顾问 
1 1953‒1957 谢少文  胡正详 冯兰州 汤飞凡 李佩琳 张  奎 高尚荫 秦光煜  

姚永政 陈少伯 
 

2 1957‒不详 谢少文  马闻天 方心芳 方  纲 冯兰州 李佩琳 余   陈正人  
张  奎 张树政 周家炽 相望年 胡正详 姚永政 秦光煜  
高尚荫 魏  曦 

 

3 1981‒1985 方心芳 张树政 李河民  方  纲 王祖农 王云章 刘秉阳 朱既明 李焕娄 沈善炯 
陈华癸 周家炽 张宪武 相望年 胡济生 俞大绂 高守一 
高尚荫 秦含章 阎逊初 黄祯祥 盛彤笙 焦瑞身 裘维蕃 
薛禹谷 

 

4 1985‒1988 张树政 李季伦 余茂効 方  纲 王祖农 王云章 刘秉阳 朱既明 李焕娄 沈善炯 
陈华癸 周家炽 张宪武 相望年 胡济生 俞大绂 高守一 
高尚荫 秦含章 阎逊初 黄祯祥 盛彤笙 焦瑞身 裘维蕃 
薛禹谷 

 

5 1988–1993 李季伦 徐  浩 陆德如 王大耜 王祖农 王修垣 田  波 刘汉民 阮继生 李季伦  
李焕娄 范云六 陈  琦 陆德如 杨苏声 胡济生 侯云德 
徐  浩 诸葛健 梁平彦 秦含章 焦瑞身 辜清吾 翟中和 

张树政 

6 1993‒1997 李季伦 徐  浩 陆德如  
朱关福 

王大耜 王祖农 王修垣 田  波 刘汉民 阮继生 李焕娄 
范云六 陈  琦 杨苏声 郑士民 周培瑾 胡济生 侯云德 
诸葛健 梁平彦 钱世钧 秦含章 曹竹安 辜清吾 焦瑞身 
翟中和 

张树政 

7 1997‒2002 李季伦 陆德如 朱关福  
李阜棣 王敖全  
谭华荣 

王修垣 邓子新 田  波 刘志恒 朱庆裴 孙志浩 李焕娄 
陈世平 陈永青 杨苏声 周培瑾 范云六 范孝用 钱新民 
钱世钧 诸葛健 徐怀恕 翟中和 

张树政 

8 2002‒2006 李季伦 谭华荣 陆德如  
王敖全 曲音波  
徐建国 

蔡永峰 陈永青 程  池 东秀珠 范云六 郭  俊 胡福泉 
胡远扬 黄  力 陆承平 闵  航 钱世钧 邵一鸣 盛  军 
唐  宏 田  波 王  平 王华明 谢  红 杨苏声 翟中和 
张耀平 郑天凌 朱宝泉 诸葛健 

 

9 2006‒2011 谭华荣 东秀珠 胡福泉  
黄  力 陆承平  
闵  航 曲音波  
沈  奔 王敖全  
徐建国 

白逢彦 陈冠军 陈永青 范云六 方柏山 方维焕 郭  俊  
郭志儒 孔宪刚 江  宁 李文均 李  翔 李越中 李正西 
刘如林 刘秀梵 刘志恒 马文勃 钱世钧 邵一鸣 沈  萍 
孙建和 孙  明 田  波 王  宾 王  平 王华明 夏春谷 
夏咸柱 向  华 徐  岩 杨瑞馥 杨苏声 姚  斌 余应年 
袁志明 翟中和 张传溪 张建中 张  杰 张惠展 张耀平 
张兆山 赵立平 郑天凌 钟  扬 朱旭东 朱  阳 诸葛健 

李季伦 

10 2011‒2016 谭华荣 东秀珠 胡福泉  
黄  力 陆承平  
闵  航 曲音波  
沈  奔 沈  萍  
王华明 徐建国  
杨瑞馥 

白逢彦 白林泉 陈保善 陈冠军 杜良成 段康民 方维焕 
郭  俊 郭志儒 何  群 黄  英 孔宪刚 李文均 李  翔 
李越中 李正西 刘  钢 刘双江 刘湘涛 刘秀梵 刘玉乐 
楼慧强 马文勃 仇华吉 饶贤才 邵一鸣 邵宗泽 孙怀昌 
孙建和 孙  明 陶  勇 王  磊 王  平 王忆平 韦革宏 
温廷益 夏春谷 夏咸柱 向  华 谢建平 徐  岩 杨汉春 
姚  斌 袁志明 张传溪 张  辉 张惠展 张建中 张  杰 
张奇亚 张学贤 张耀平 赵立平 郑天凌 钟  扬 周宁一 
朱伟云 朱旭东 朱  阳 

邓子新 
李季伦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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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2) 
届次 年代 主编  副主编 编委 顾问 
11 2016‒2021 谭华荣 东秀珠 郭  俊  

何  群 胡福泉  
黄  力 陆承平  
闵  航 曲音波  
沈  奔 徐建国  
杨瑞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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