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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开始策划“地质微生物学专刊”以
来，《微生物学报》已成功出版了 5 期，分别是

2018 年第 4 期、2019 年第 6 期、2020 年第 6 期、

2021 年第 6 期、2022 年第 6 期。共发表文章 105 篇，

得到了地质微生物学领域学者的关注和好评。为

了更加系统地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

果，并进一步扩大地质微生物学的影响、促进地

质微生物学研究的发展，我们特别组织了本期

“地质微生物学”专题。 
本专刊以地质微生物学为主题，选取了 19 篇

文章，包括 15 篇研究报告和 4 篇综述。根据文

章内容，分为 5 个方向，分别为“微生物与元素

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微生物电子传递” “极端环

境微生物” “地质微生物应用”和“环境微生物生

态”。“微生物与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方向含

1 篇综述，聚焦微生物厌氧氨氧化耦合铁还原

的研究进展及展望；“微生物电子传递”方向含 
1 篇综述，聚焦微生物互营产甲烷中的种间电子

传递；“极端环境微生物”方向含 7 篇研究报告，

报道了南极乔治王岛冰锥洞微生物培养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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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杆菌属 (Exiguobacterium)细菌的能量代谢

途径、柴达木盆地尕斯库勒盐湖微生物群落溯

源、小柴旦盐湖 Desulfotignum 的环境适应性机

制、湖北和尚洞固氮微生物群落的生境特异性及

网络特征、高砷含水层参与腐殖酸-铁矿物转化

的关键微生物群落及其对砷迁移转化的影响，以

及石灰土演替过程中颗粒态有机质(particulate 
organic matter, POM) 和 矿 质 结 合 态 有 机 质

(mineral-associated organic matter, MAOM)的土

壤微生物群落特征。“地质微生物应用”方向含 
5 篇研究报告和 2 篇综述，研究报告报道了内

源微生物驱油及其对油藏微生物活动的影响、

黄铁矿对煤生物产气和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

响、生物淋洗修复钒污染土壤的性能与机理、

天然 Fe(Ⅱ)矿物-生物质支持微生物混养还原固

定五价钒过程，以及人工湿地反应性填料开发

及其脱氮除磷性能，综述则聚焦二氧化碳生物

转化制甲烷技术，以及我国三大水系环境微塑

料污染现状及微生物修复的研究进展和展望。

“环境微生物生态”方向含 3 篇研究报告，报道

了土壤细菌网络互作调控线虫肠道细菌群落、

青藏高原湖泊沉积物中有机碳组分构成及其对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以及青海湖岸带土壤

与沉积物的地化特征与细菌群落对水面扩张的

响应。 
我们希望通过本专题，进一步扩大地质微生

物学在国内的影响，并促进地质微生物学相关学

科的发展和融合。借此机会，我们真诚感谢长期

以来持续支持“地质微生物学”专题的学者以及

参与本专题审稿工作的专家，希望各位能一如既

往地支持“地质微生物学”专题的工作。期待我们

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国内的地质微生物学学科发

展、开发地质微生物资源、培养综合性人才、扩

大中国地质微生物学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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