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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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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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6 期。

共发表文章 124 篇，得到了地质微生物学领域学

者的关注和好评。为系统介绍该领域国内外的最

新研究成果，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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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 
本专刊以地质微生物学为主题，选取了 29 篇

文章，包括 27 篇研究报告和 2 篇综述。根据文章

内容，设 4 个栏目，分别为“海洋微生物与元素循

环” “土壤微生物与元素循环” “极端环境微生物”
和“地质微生物应用”。“海洋微生物与元素循环”
栏目含 2 篇研究报告，报道了阿拉伯海假交替单

胞菌(Pseudoalteromonas arabiensis)的分子进化与

生态适应策略，以及东海北部滨海湿地生态系统

中铁氧化细菌类群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土壤微

生物与元素循环”栏目含 5 篇研究报告与 2 篇综

述，研究报告报道了红壤地下水厌氧氨氧化菌分

布特征及环境响应、内蒙古砒砂岩地区沙棘根际

和非根际土壤理化性质及真菌群落特征、水热条

件变化对黑土细菌群落结构的影响及其演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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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纳帕海高原湿地水体酵母菌多样性及其影

响因素、黄土-古土壤原核生物群落对古气候变化

的响应；综述则聚焦单细胞水平解析土壤固氮鱼腥

藻(Anabaena azotica)的碳氮固存过程研究进展，以

及土壤病毒研究进展、挑战及未来展望；“极端环

境微生物”栏目含 5 篇研究报告与 1 篇综述，研究

报告报道了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脊卧蚕热液羽

流影响区古菌群落动态变化特征、东南极达尔克冰

川 183 m 深处冰层融水细菌多样性、青藏高原多年

冻土区解磷菌筛选及抗逆能力、山西运城盐湖土壤

沉积物细菌多样性及影响因素和运城盐湖细菌群

落结构及生态多样性，综述则聚焦地球熔岩管道微

生物研究对天体生物学的启示；“地质微生物应用”
专栏含 14 篇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报道了石油降解

酶的筛选、固定化及添加表面活性剂强化其对石油

的降解、贝莱斯芽孢杆菌(Bacillus velezensis) B6 强

化驱油机制分析及在高矿化度油藏中的应用、过氧

化氢预处理胜利褐煤镜质组的生物产气研究、过氧

化氢预处理对褐煤物化性质及生物产气的影响、典

型油气藏区域环境因素差异对甲烷氧化菌丰度与

群落结构分布的影响、典型杭锦旗气田的指示微生

物异常分子诊断、高寒煤矿渣山植被恢复过程中土

壤生物化学性质与真菌多样性变异特征、锥栗 
外生菌根际细菌对难溶性无机磷风化作用及其耦

联碳酸盐形成、喀斯特石漠化治理区钙果种植年限

对根内细菌群落的影响、若尔盖沙化土地治理土壤

微生物群落与功能基因、磁铁矿对奥奈达希瓦氏菌

MR-1 厌氧还原甲基橙性能的影响、台湾红酵母

(Rhodotorula taiwanensis)的鉴定及其除 Mn(Ⅱ)性
能、红树林沉积物中多环芳烃降解菌 Aquabacter 
sediminis P-9T 的分离、鉴定及降解机制，以及生

物启发的细菌表面仿生矿化人造矿物壳及其保护

活细胞效能。 
我们希望通过本专刊，持续扩大地质微生物

学在国内的影响，并促进地质微生物学相关学科

的融合与发展。借此机会，我们真诚感谢长期以

来持续支持“地质微生物学”专刊的学者以及参

与本专刊审稿工作的专家，希望各位学者与专家

能一如既往地支持“地质微生物学”专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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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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理研究所兼职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高温、高盐碱、海洋等极端或
特殊生境(动物肠道、植物内生、洞穴)微生物分类及系统学、生态学研究。现任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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