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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动态，剖析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中国学者发表的海洋微生物学论

著状况。【方法】从 ２２９ 份报刊中查询到 １６２ 份载有海洋微生物学相关的论文，约 ７２５ 篇（学位论文未计入

内），对这些论文的研究动态、方法及结果等进行分析。【结果】这两年是历年来论文最多的年份，改变了过去

该学科几乎仅为涉海单位、人员和报刊所专有的状况，研究人员和内容大为扩展。人们关注深海大洋、极地和

海洋微生物基础性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结论】海洋微生物学在国内展现了勃勃生机和广阔前景，还需更多

资深专家和有为学者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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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认为研究海洋中微生物的学科即是海洋微 生物学，但是由于这个界定涉及到海洋的定义和认
识，而且微生物本身也包罗万象，所以对其概念的界
定或定义，至今尚未定论，还在变化之中。学科的交
叉和渗透，出现了生物海洋学，它的界定、思路与研
究角度肯定不雷同于海洋生物学。微生物作为生物
系统中的广泛生存／作用者，人们对其认识的时间
短，难度较大，所以很晚才提出微生物海洋学这一概
念。２００２ 年，陈皓文等在《自然杂志》上提及微生物
海洋学，２００９ 年 Ｃ．Ｂｏｗｌｅｒ 等在《Ｎａｔｕｒｅ》上发表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ａ Ｓｅａ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
ｔｙ》。按照惯例，微生物海洋学大约可以定义为，用



微生物学理论、技术和方法来研究海洋中的微生物
现象及变化规律，并研究海洋水体、大气、岩石和生
物圈与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的学科。国内学者，如
肖湘等针对归入微生物海洋学初步研究其范畴，主
要方向是一些深海环境中微生物生命系统嗜极微生

物的适应机制、新型生物活性物合成基因即生态遗
传、代谢和活性物等等。

　　本文分析中国大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海洋微生物
学研究成果的状况，发现该学科的论文主要分布在

１６２ 份刊物之中，约 ７２５ 篇。这些论文反映出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度海洋微生物学研究呈扩张趋势，具有三
大特点：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对国内研究状况进一步
关注的同时，更全面深入地跟踪国外研究动态，二是
基础性研究论文数量有较大增长，已超越应用性研
究论文，而且此增长势头有增无减，三是参与人数增
多，大约有 １５００ 人次参与，参与者的面（包括学科／
人／单位及所在省市区／报刊等）都有扩大。对海洋
微生物学关注和研究不再仅为涉海单位人员及涉海

省市区，已经扩及内陆省市区，所涉及的学科也大大
扩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运用自身优势，从多角度认识
海洋。多学科的互补配合将更有利于开发／利用海
洋微生物资源，证实海洋微生物学科的包容性，发散
性和接纳力。

１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研
究概况

１．１　对研究动态的追踪观察

　　涉及此范围的论文数超过 ４０ 篇，关注的角度从
宏基因学到各类环境的生态学，而不放弃有效实用
方法技术。从分子微生物学到蓝色生物经济、海洋
酸化及生态效用［１］，发掘各种生境微生物资源乃至
各种生物代谢活性物质，多有关注。从应用基础到
实际应用，提高了分子生物学技术水平。触及深海
大洋或以往不被关注之物，从更高更深更广的角度
审视相关学科。

１．２　关注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实用技术的创新

　　对方法与技术的关注已走出传统模式，但不放
弃以往的有效实用技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大
幅提高，有相关论文 ３０ 篇。建立了更新的放线菌分
离技术［２］，ＳＥＬＥＸ 筛选嗜水气单胞菌，胞菌适体
法［３］、基于 ＰＣＲ?ＤＧＧＥ 技术分析生物絮团的细菌
群落结构［４］，淤泥微生物 ＤＮＡ 提取［５］，深海放线
菌———耐 热 海 洋 放 线 孢 （Ｍａｒｉｎａｃ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ｔｈｅｒｍ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ｓ ）ＳＣＳＩＯ ００６５２ 遗传操作系统，参数

模型和无参数估计法预测 １６ＳｒＲＮＡ 基因分子原位
杂交用于细菌丰度估计，原位杂交法测刺参病毒，

ＰＣＲ?ＤＥＧＥ指纹图谱分析皱纹盘鲍肠道菌和海水
浴场细菌多样性，三重实时荧光 ＰＣＲ、间接 ＥＬＩＳＡ
法测黏附特性等。ＨＰＬＣ?ＭＳ／ＭＳ法测水产品种硫
酸粘菌素、抗菌肽及维吉尼霉素 Ｍ１ 残留量，液相色
谱质谱联用测泰勒菌素残留量，气相色谱测脂肪酸。
活性追踪法分离环二肽，海水 ＢＯＤ 传感器。基于

ＴｏｘＲ和 ｒｔｘＡ基因同步推测病原弧菌，基于氧化还
原 酶 活 性 时 变 研 究 巴 利 阿 里 假 单 胞 菌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ｂａｌｅａｒｉｃａ ）中心碳代谢［６］以及响应

面法优化发酵产糖等上都有建树。

１．３　基础性研究

　　基础研究得到进一步增强，如浮游病毒时空分
布［７］，溶氧低值区细菌多样性［８］，某嗜热菌锰超氧化
物岐化酶的克隆与表达［９］，海洋生物活性药物对细
胞周期与凋亡调控在抗肿瘤中的作用［１０］，对极端环
境的适应机理及应用［１ １］。中国海域中细菌分布特
征［１２］，地质微生物功能群在生命与环境中相互作
用［１３］等等。

１．４　应用基础性研究

　　应用基础方面的相关论文约有 ２３ 篇，包括右旋
糖苷酶分批发酵［１４］、某亚硫酸杆菌代谢产物［１５］、脂
肪酶菌株［１ ６］，重组海洋细菌漆酶潜力［１７］，胞外酶活
性［１８］，重组锰氧化物岐化酶工程菌［９］、对溶藻胶弧
菌抗性的选择［１ ９］，嗜硫小红卵菌多羟基丁酸的生
产［２０］等等。

１．５　生物活性物质研究

　　生物活性物质方面的研究论文约 １００ 篇，所涉
及的微生物类别庞大，包括各种细菌如假交替单胞、
拟诺卡氏菌、放线菌、链霉菌，各种真菌如内生真菌、
青霉、曲霉、酵母。其中以真菌为研究对象的最多，
有 ３０ 篇，其次为放线菌，达 ２０ 篇。活性包括抑／抗
菌、抑／抗病毒、杀线虫、抗肿瘤、抑藻等。活性物质
有多种酶，如糖苷酶、几丁质酶、蛋白酶、多糖、糖苷、
类胡萝卜素促进剂、多酚黄酮类代谢物及提取物。
微生物来自的生境，包括深海、极地、红树、海绵等海
洋生物［２１～２９］。生物活性物质方面课题多年来一直
引人不断探索，但真正达到工业化应用水平的却少
之又少，尚待人们不懈努力。

１．６　环境与生态研究

１．６．１　生态

　　论文所涉生境多样化，广为人们所关注。例如，
粪大肠菌群时空分布［３０］、降解原油微生物群落［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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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浮游细菌［３２］、耐盐碱菌株［３３］、湿地土壤微生
物群落［３４］、东海南海细菌多样性［３５］、鱼肠细菌群落
比较［３６］等等。

１．６．２　浅海近岸

　　约有 ３０ 篇文章论及浅海近岸。这是一项比较
传统的研究领域，但随着眼光、手段的不断提升，其
研究触及范围涵盖海岸、潮间带、海滩、三角洲、长江
口、珠江口、鸭绿江口海湾、台湾海峡、浅海及近海海
域及沉积物等。就厌氧发酵、古菌分布、微生物数量
与环境、浮游细菌类群、好氧氨氧化群落多样性、有
用菌筛选、甲烷菌、趋磁细菌、真菌、新方法应用等作
了广泛探讨［３７～４１］。至此，针对中国海域的主要河口
及相关海区都提出了相当的微生物学观点。

１．６．３　深海大洋

　　至少有 ２５ 篇文章涉及深海大洋。随着人们海
洋意识的增强，许多内陆单位／人士将眼光投向海
洋。这些研究包括南海沉积环境真菌、黑潮沉积物
古菌、南大西洋深海热液区、深海细菌。包括芽孢杆
菌、甲烷菌、化能自养菌、嗜热菌、生态、适应性、分子
多样性以及活性物质。对印度洋、南大洋的微生物、
微微型生物进行了一些研究。人们不仅关注微生物
自然生态状况，而且对一些深海生物活性物质的应
用前景提出了希望［４３，４４］。

１．６．４　极地

　　中国对极地微生物学研究可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历年来该课题都在不断增多，从南大洋、北冰
洋到地球三极，从海面及其上大气乃至到海底沉积
物，从南极半岛伸向南极洲大陆及至北极圈内外都
有微生物学工作者的足迹，并取得丰硕成果。研究
已从点延伸至面，从细菌扩及病毒、真菌，从传统方
法向分子生物学提升，从基础向应用基础开发利用
方向发展。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相关论文约 ２０ 篇，如假
交替单胞菌某基因表达及对环境的响应［４５］，北冰洋
微微型、微型浮游植物、细菌丰度变化与水团关
系［４６］，南极冰海水细菌产生的胞外多糖及其对大菱
鲆产生的免疫活性，南极嗜冷菌（Ｐｓｙｃｈｒｏｐｈｉｌ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普遍胁迫蛋白（ＵＳＰ）基因克隆及应答特
性，阿德雷岛不同基质真菌，南极放线菌 Ｎ?１ 抑菌
成分等，就北极海冰细菌质膜对水温盐度变化的响
应，夏季白令海浮游细菌多样性和群落组成［４７］和北

极青霉菌 Ｃ?５ 次级代谢物等也做了相应研究。

１．６．５　红树植物

　　多年来研究者对红树林及半红树林的微生物都
在进行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包括藻菌关系、原生态

环境放线菌［４８］、放线菌、细菌、疣孢菌、霉菌的产物
等活性物质［４９］。湿地环境污染中微生物的应
用［５０］，相关论文约 １５ 篇。

１．６．６　养殖环境

　　养殖环境方面的研究有，桑沟湾生态系统评价
及其不同养殖区水体微生物群落［５ １］，不同养殖区红
藻表面假单胞菌多样性，象山港细菌群落结构及对
环境的修复作用、海南陵水养殖区水体异养菌耐药
性，粤东养殖区弧菌胞外产物致病性［５２］，鲆鲽鱼类
循环水系统病原菌去除等养殖区及养殖中微生物制

剂的应用［５３］等。

１．６．７　环境污染及防治

　　环境污染及防治方面的研究有，胶州湾 ＰＡＨ
污染与可培养细菌多样性［５４］，渤海湾潮间带沉积物
微生物群落受多环芳烃的影响，九龙江口解有机磷
细菌，大连溢油对石油降解菌异养菌的影响，船舶压
载水海洋微生物团羟基自由基等致死性等。还就多
环芳烃降解菌的筛选、分类鉴定及降解条件［５５］，异
养细菌等微生物对溢油等的响应及影响，岸滩溢油
生物降解金刚烃变化，好氧降解轻烃等做了模拟试
验。还对季铵盐及 ＳＷ３０３ 对明亮发光杆菌的毒性，
对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菌株 Ｙ３ 的环境适应性也
作了试验。

１．７　各类微生物分论研究

１．７．１　宏基因组学

　　各种各样生物基因物质包括其片段都无时无刻
在周而复始地进行着遗传、变异、分离、重组、创新。
介导水平基因转移因子广泛存在于海洋中［５６］，而宏
基因组学的兴起将吸引人们从宏观范围对海洋

ＤＮＡ乃至微生物群体从基因和生态功能上来认识
开发和利用多样性，将会无限大地挖掘海洋资源，使
许多产业发生革命，但成熟的先例迄今尚未见报道。

１．７．２　病毒

　　 病毒研究不仅延续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
（ＷＳＳＶ）的关注，如南美白对虾 ＷＳＳＶ 病防治［５７］、
脊尾虾 ＷＳＳＶ的结构蛋白，ＷＳＳＶ感染对虾的途径
及滴度以及温度对此的增毒机制，ＷＳＳＶ 对凡纳滨
对虾热休克蛋白 ６０ 和 ９０ 表达的影响，ＷＳＳＶ 胶体
金免疫层析试纸条优化；而且对其他养殖品种的

ＷＳＳＶ也引起注意［５８］，对虹彩病毒、淋巴囊肿病毒、
流感病毒、神经性病毒、皮肤肿瘤病毒［５９］、呼肠孤病

毒、轮状病毒、桃拉病毒、传染性皮下造血组织坏死
病毒（ＩＨＨＮＶ）、藻类病毒、海水浮游病毒等 １１ 种
（类）病毒都作了一些研究［６０］。此方面的课题约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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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论文。此外对噬菌体也有猎涉。

１．７．３　古菌

　　进入 ２１ 世纪，中国学者关注古菌研究的执着有
增无减，两年内相关论文超过 ２０ 篇，涉及多样
性［６１］，沉积物、海岸带古菌及噬菌体［６２］、奇古菌
门［６３］及基因、酶等。

１．７．４　细菌

　　至少对 １５ 种（类）细菌作了研究，包括副溶血弧
菌［６４］、溶藻弧菌［６５］、芽孢杆菌、成团泛泛菌、趋磁细
菌、哈维氏弧菌［６６］、厌氧氨氧化细菌、琼胶降解菌、
拟诺卡氏菌、芽胞杆菌、多粘类芽胞杆菌［６７］、迟缓爱
德华氏菌、沼泽红假单胞菌、根瘤菌、腐败希瓦氏菌、
嗜冷杆菌［６８］、噬水栖热菌［６９］、嗜水气单胞菌、无乳
链球菌、异养细菌［７０］、微型浮游植物、细菌在环境污
染物降解中的作用等均有研究，其中对弧菌的研究
论文多达 １０ 篇以上，且以溶藻弧菌和鳗弧菌为主。

１．７．５　放线菌

　　除了与红树林相关的放线菌外，还从不同海洋
生境中分离、鉴定出一些放线菌。包括深海［７１］、北
极、海绵等，且对它们的基因代谢物［７２］功能等作了

研究，相关论文 ２０ 篇以上。

１．７．６　共、附生微生物

　　抗硅藻附着的细菌，自海绵海鞘分离可培养放
线菌及多样性，红树林放线菌及其糖苷类与仿刺参
共附生的放线菌 ｋｙ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产环二肽［７３］，红树
内生真菌产多糖，真菌产多糖，浒苔共生真菌 ＨＴ?２
代谢物木榄根际土壤青霉菌 ＭＡ?３７ 的化学成分，喜
树内生真菌次级代谢物，共附生于真五角海星的白
色侧赤霉菌代谢物，软珊瑚共附生细菌多样性及产
碱活性分析，龙血树用真菌诱导产血竭，虎皮楠内
生真菌的化学成分［７４］等等都有广泛研究。

１．７．７　真菌

　　相关论文约 ３８ 篇。从不同生境分离、鉴定、筛
选出 ２０ 多种（类）真菌，包括 ７ 种内生真菌［７５］、曲
霉、青霉［７６］、裂解壶菌［７７］、５ 种酵母等［７８］。对其中
的一些真菌作了新陈代谢产物分析，如高效产油
脂［７９］、抗流感病毒［８０］等。一些海洋真菌展现了诱
人的应用前景，但离实用化还有许多技术需公关。

１．８　应用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

　　应用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仍是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
我国海洋微生物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主要应用
仍是海产养殖生物病害的防、控、治三方面，所用方
法和技术有了更新和发展，关注养殖对象更宽，对养
殖生态、环境有了更多的综合性考量。涉及论文约

３５０ 篇。

１．８．１　总论

　　总论约 １１ 篇，其中涉及水产品中食源性致病微
生物风险［８１］，病原菌耐药性［８２］，益生菌作用［８３］，现
代微生物识别技术［８４］，光合菌、发光菌［８５］及菌?藻体
系起的净化作用［８６］等。

１．８．２　各论

１．８．２．１　虾

　　虾的病害还是历来的重点关注，约有 ３８ 篇涉
及。主要针对脊尾白对虾、斑节对虾、凡纳滨对虾、
中国对虾病害［８７］，南美白对虾弧菌病［８８］，其中论及
中国对虾的白斑综合症、肠道菌和抗菌肽论文有 １３
篇［８９～９２］。

１．８．２．２　蟹

　　有对三疣梭子蟹抗溶藻弧菌品系、弗氏柠檬酸
杆菌的研究，也有就 ＷＳＳＶ 对红螯光壳蟹、幼虾肝
胰腺免疫酶活性、三疣梭蟹致病菌的分离子鉴定及
致病性的研究［９３］及其超微生物研究。

１．８．２．３　软体动物

　　包括有文蛤、４ 种牡蛎、３ 种扇贝、合浦珠母贝、
珍珠贝、杂色贝等的病害、基因的研究［９４，９５］。用

ＤＧＧＥ技术就扇贝养殖区细菌群落变化，微型真核
浮游生物作分析［９６］。低密度时的微生物膜对厚壳
贻贝稚贝附着的影响、皱纹盘鲍肠道菌、企鹅珍珠贝
肠道及养殖水体异养菌耐药性、虾贻扇贝死因及流
行病学、东风螺致病菌。鲍的常见病种类及杂色鲍
幼体附着基藻际细菌［９７］等方面都有涉及。还有对
参、剌参、仿刺参病害及养殖环境的研究［９８，９９］。

１．８．２．４　鱼

　　鱼的微生物学研究是本年度应用性研究的第一
重头戏。对河豚、灰额刺尾鱼、罗非鱼、斑马鱼、黄颡
鱼［１００］、鳗［１０１，１０２］、鲟［１０３］、鲆 （大 菱 鲆、牙 鲆）、斑
鳢［１０４］、大黄鱼［１０５］、鲈（包括加州鲈、大眼"鲈）、无
鳞鱼、石斑鱼（３ 种）、黄菇鱼、鰤鱼、鮸鱼、许氏平#、
白鳕鱼［１０６］、斑点叉尾鱼、卵形鲳$、点篮子鱼、刺骨
舌鳎、条石鲷、美国红鱼、鲣、鱿等 ２１ 种鱼作了研究。
如鳗鲡外周血细胞体外嗜水气单胞菌模型及对表皮

粘液特性的影响，罗非鱼源无乳链球菌基因克隆及
推导蛋白，斜带石斑鱼肠道乳酸菌，浅色黄菇鱼溃烂
症病原鉴定，大黄鱼受致死弧菌感染后的血症，该鱼
抗菌肽 ｈｅｐｅｃｉｄｉｎ 抑菌。鰤鱼诺卡氏菌培养条
件［１０７］、鮸鱼消化道细菌、大菱鲆红体病病原菌［１０８］、
鲆鲽类鱼病原菌多克隆抗体制备、循环水病原菌分
布及消除，繁茂膜海绵龙须菜对牙鲆养殖的去病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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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斑点叉尾% ＴＬＲ２０ 和 ２１ 基因经不同细菌和病
毒感染后的表达特征。其中对鳗、鲆、石斑鱼和黄颡
鱼等的关注最多。

　　这表明，人们对鱼的养殖环境生态相当重视，不
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临阵性、短期地作出应急措
施，已深知综合治理的重要性。

１．８．２．５　藻

　　藻的研究约有 １２ 篇文章涉及，包括坛紫菜病
害［１０９］及紫菜养殖环境、藻胆蛋白、浒苔腐烂过程水
体细菌结构［１ １０］、微藻伴生细菌、菌藻联合调控氨氮
技术及海藻多酚抑病菌等［１ １ １］、江篱中类菌孢素氨
基酸，小球藻多糖体外抑菌、溶藻菌溶甲藻等。

１．８．２．６　材料腐蚀与保护

　　随着海洋开发、海洋工程的发展，人们已经认识
到海洋环境会对材料产生各种各样的腐蚀、破坏作
用，对相关的腐蚀起因、原理及防蚀、保护手段比以
往都有所重视。有 ８ 篇论文涉及，如天然海中微生
物膜对碳钢、３０４ 不锈钢的影响［１ １２］、海淡水系统中
的腐蚀保护机理、锈蚀中细菌多样性、与海绵相关连
细菌的抗沾污活性、厌氧微生物腐蚀紫铜［１ １３］及油

气硫化氢等。

２　论文数量及所载报刊分析

２．１　论文数量

　　不完全统计表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在报纸和期刊
发表的海洋微生物学文章数量是历年最多的年份，
其中报纸上的相关文章不多。虽然以会议、单位、学
位和网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不少，但本文未统计在内。

２．２　论文所载刊物分析

　　之前，海洋微生物学论文多发表在涉海报刊，如
《海洋科学》、《海洋与湖沼》、《水产学报》、《水产科
学》等等。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这种情况发生了较大变
化。对 ２２９ 份报刊（刊物为主）作了搜索，发现有 ６７
份刊物无相关文章，其余 １６２ 份至少有 １ 篇文章发
表，而其中的 ６８ 份刊物至少各发表 ２ 篇文章。６８
份刊物 ２０１２ 年发表相关论文数最多的刊物是《海洋
科学》，居前 ５ 位的刊物依次为《水产学报》、《海洋与
湖沼》、《水产科学》、《安徽农业科学》、和《中国海洋
药物》（与《水产养殖》并列）。２０１２ 年这 ６８ 份刊物
的相关文章数合计为 ４３６ 篇，占全部文章数（５２５）的

８３．０％。另外的 ９４ 份刊物各发表 １ 篇。非传统涉
海刊物的加入，表明国人对海洋的关注正在升温。

２．３　英语论文情况

　　由于条件所限，未能对中国学者在国外发表的

论文作全面统计。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以英语写的论文
约 ８８ 篇，分别发表在 １２ 份英语刊物上，其中有 ６ 份
是在国外出版，国内英文期刊主要查阅了 ＳＣＩ 及 ＥＩ
来源的期刊，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海洋
学报（英文版）和中国海洋湖沼学报（英文版），约 ３０
余篇。２０１３ 年国内 ＳＣＩ 源期刊关于海洋微生物学
的研究主要包括深海热液喷口沉积物微生物群落结

构和多样性［１ １４］，ＶＰ２８ 重组细菌提高脊尾虾免疫
力［１ １５］，瓜伊马斯盆地热液喷口区 Ｔｈｅｒｍｏｃｏｃｃａｌｅｓ
的分子多样性［１ １ ６］，趋化相关基因 ａｆｆｅｃｔ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细
胞中断以及病原哈维弧菌的毒力［１ １７］。中国海域秋
冬季不同水团的微微型浮游生物分布［１ １８］，微藻等
鞭金藻烯酰－ 酰基载体还原酶的分离与表征［１ １ ９］等

等 。相关论文的作者，有的在国外，但他们的成果
大多水平较高，这表明中国学者创造的学术业绩越
来越被国际同行所认可，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
强大。

２．４　论文作者分析

　　对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论文的作者数量作了个估计，
大约已超过了 ３０００ 人次。论文参与者中，大约有 ３
位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其中第一作者一位。
这表明院士们对海洋微生物学科仍保有热情和关

注，但多不能亲力亲为。要想让中国海洋微生物学
更上一层楼并持续发展，必须要有资深专家、权威人
士的领衔和切实钻研。领衔，不能只是获取研究经
费，而是将经费确实用于研发和培养人才。非传统
涉海刊物的加入，表明国人对海洋的关注正在升温。
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由过去只是涉海单位／人员的
“专利”／专项而改变为非涉海单位／人员的关注，且
关注程度有增无减，说明部分人士海洋意识不仅在
增强，而且可能根深蒂固，人们渴望认识海洋、开发／
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热情正在加强。

３　相关图书

　　就相关海洋微生物学的图书而言，２０１２ 年度仅
搜索到 ７ 部。它们分别是孙修勤主编的《牙鲆淋巴
囊肿病与基因工程疫苗》，尹衍升等主编的《海洋材
料的微生物附着腐蚀》及黄宗国等主编多年的系列
图书《中国海洋物种多样性》及《中国海洋生物图集》
（有微生物的部分，但尚未涉及病毒与古菌），喻子牛
等主编的《中国微生物基因组研究》，侯保荣等主编
的《海洋钢筋混凝土腐蚀与修复补强技术》，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出版的《Ｍａｒｉｎ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年仅发现陈皓文、孙丕喜、战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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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的《海洋极地空气微生物学研究》。

４　结束语

　　从参加研究的相关学者的数量、研究水平和研
究成果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我国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
力量都有很大幅度的增加，有些研究水平已跻身世
界水平。但当前我国关于海洋微生物学研究的整体
质量还有待提高，要多关注外界动态，要加强薄弱环
节，比如深海水、空、地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在生态系
统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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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ｅａｎｏｌ Ｓｉｎ，２０１２，３１（１）：１３４?１４２．
［４７］　刘莹，张芳，凌云，等．２０１０ 年夏季白令海浮游细菌的

多样性和群落组成分析［Ｊ］．极地研究，２０１３，２５（２）：

１１３?１２３．
［４８］　梁碧怡，陆羽，王军，等．广东沿海洋重生树林环境放

线菌分离及抗分技杆菌活性评价［Ｊ］．海洋通报，

２０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９．
［４９］　魏美燕，李尚德，袁宁宁．一株红树内里真菌 Ｎｉｇｒｏｓ?

ｐｏｒｅ ｓｐ．中次级代谢物及其细胞毒活性研究［Ｊ］．中山

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５１（２）：５９?６２．
［５０］　李玫，廖定文，陈玉军．红树林湿地石油降解菌群的构

建［Ｊ］．生态科学，２０１２，３１（５）：５５３?５５７．
［５１］　毛玉泽，颜婷茹，朱玲，等．桑沟湾不同养殖区水体微

生物群落结构特征［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３，２０（４）：

８２４?８３１．
［５２］　房沙沙，林壮炳，邱礽邓．粤东养殖区分离的 ２ 株海洋

弧菌及其胞外产物对皱纹盘鲍致死毒性的初步分析

［Ｊ］．海洋科学，２０１３，３７（８）：１６?２２．
［５３］　姜会超，田黎，史振平，等．胶州湾海域 ＰＡＨｓ 污染与

可培养半知菌的多样性［Ｊ］．海洋科学，２０１３，３７（５）：

３３?３８．
［５４］　朱生凤，李红芳，宫小明，等．一株源自海洋环境多环

芳烃降解菌的筛选、鉴定及适宜降解条件研究［Ｊ］．海

洋环境科学，２０１３，３２（１）：５３?６２．
［５５］　孟欣欣，葛锋，曾英，等．虎皮楠内生真菌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ｓｐ．ＤＣＳ３１ 化学成分研究［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０１３，２５：１９０?１９２．
［５６］　蔡海元．基因转移因子———一类在海洋中广泛存在的

介导水平基因转移的新型生物因子［Ｊ］．微生物学报，

２０１２，５２（１）：１２?２１．
［５７］　宫魁，王宝杰，刘梅，等．乳酸菌及其代谢产物对刺参

幼体肠道菌群和非特异性免疫的影响［Ｊ］．海洋科学，

２０１３，３７（７）：７?１７．
［５８］　李战军，孟宪红，孔杰，等．中国对虾对白斑综合征病

病毒的类免疫反应与验证［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２，

１９（６）：９８９?９９３．
［５９］　徐坤，王亮亮，张婷婷，等．大眼狮鲈鱼皮肤肿瘤病毒

（ＷＤＳＶ）逆转录病毒周期蛋白（ＯｒｆＡ）相互作用蛋白

的酵母双杂交筛选［Ｊ］．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报，２０１２，２８（３）：２６７?２７５．
［６０］　明红霞，黄玉波，任莹利，等．采用 ＩＣＣ?ＱＰＣＲ 法分析

渤海湾表层海水中的轮状病毒［Ｊ］．海洋通报，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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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３０８?３１３．
［６１］　郭良栋．中国微生物物种多样性研究进展［Ｊ］．微生物

多样性，２０１２，２０（５）：５７２?５８０．
［６２］　梅运军，沈萍，陈向东．嗜盐古菌噬菌体研究进展［Ｊ］．

微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２）：８３?８８．
［６３］　张丽梅，贺纪正．一个新的古菌类群—奇古菌门

（Ｔｈａｕｍａｒｃｈａｅｏｔａ）［Ｊ］．微生物学报，２０１２，５２（４）：４１１?

４２１．
［６４］　陈健舜，朱凝瑜，郑天伦，等．１０ 株副溶血弧菌多位点

序列分型新序列型［Ｊ］．水产科学，２０１２，３１（９）：５４０?

５４３．
［６５］　徐芝亮，吴灶和，简纪常，等．哈维氏弧菌的分子遗传

多样性研究［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９）：１４５０?１４５６．
［６６］　郭静，Ｌｉｓｗａｎｉｓｏ Ｇａｄａｆｉｌ，郭安南，等．溶藻弧菌相关分

离株的分子及 ＶＩＴＥＫ的鉴定［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
（３）：３８３?３９０．

［６７］　赵旺，姜敬哲，王江勇，等．杂色鲍幼体附着基藻际细

菌群落的 ＰＣＲ?ＤＧＧＥ分析［Ｊ］．中国水产科学，２０１３，

２０（６）：１２２５?１２３３．
［６８］　杨红玲，马如龙，孙云章．石斑鱼肠道原籍嗜冷杆菌

（Ｐｓｙｃｈ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ｐ．）ＳＥ６ 作为益生菌的体内外评价

［Ｊ］．海洋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２）：１２９?１３５．
［６９］　李鹤宾，席守民，杨五彪，等．嗜热栖热菌重组锰超氧

化物歧化酶的性质［Ｊ］．台湾海峡，２０１２，３１（１）：５３?

５７．
［７０］　倪健斌，张朝霞，柯才焕，等．北部湾夏冬两季异养细

菌的水平分布特征及影响因子［Ｊ］．厦门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５１（３）：４３４?４４０．
［７１］　李军，朱清华，张云等．深海放线菌 Ｍａｒｉａｃｔｉｎｏｓｐｏｒａ

ｔｈｅｒｍｏｔｏｌｅｒｅｎｓ ＳＣＳＩＯ ００６５２ 遗传操作系统的建立

［Ｊ］．中国抗生素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２）：１０５?１１１．
［７２］　陈路，吉力，赵薇，等．海洋放线菌 ＮＲＰＳ 基因的筛选

［Ｊ］．海峡药业，２０１２，２４（９）：２４０?２４３．
［７３］　周永强，李登峰，彭姣，等．养殖三疣梭子蟹体内哈维

氏弧菌的分离与致病性鉴定应用［Ｊ］．海洋学学报，

２０１３，３２（２）：２１５?２２１．
［７４］　夏立群，王蓓，夏洪丽，等．鱼诺卡氏菌培养条件及培

养基的优化［Ｊ］．南方水产科学，２０１３，９（３）：５１?５６．
［７５］　郑粉娟，邵长伦，王开玲，等．一株软珊瑚共附生真菌

Ａｓｐｅｒｇｉｌｌｕｓ ｖｅｒｓｉｃｏｌｏｒ （ＩＪ?２００８０１５）的次级代谢产物

及其生物活性研究［Ｊ］．中国海洋药物，２０１２，３１（３）：７

?１３．
［７６］　赵瑞，麦进军，彭海燕，等．海洋青霉属真菌菌株

ＸＧＨ２３２１ 抑菌活性代谢产物的分离与鉴定［Ｊ］．中国

抗生素杂志，２０１２，３７（４）：２６１?２６４．
［７７］　金春英．南美白对虾弧菌病病原的分离和鉴定［Ｊ］．海

洋环境科学，２０１３，３２（５）：６４７?６５１．
［７８］　粟雄高，李小勤，冷向军，等．酵母培养物和芽孢杆菌

对凡纳滨对虾生长蛋白酶活性和免疫性能的影响

［Ｊ］．海洋渔业，２０１２，３４（２）：１６８?１７６．
［７９］　马占军，蔡冠亮，杨加俊，等．一株高效产油脂真菌的

选育及其油脂成分分析［Ｊ］．厦门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５１
（６）：１０７９?１０８４．

［８０］　邱楚雯，刘梅，王宝杰，等．中国明对虾血蓝蛋白 Ｃ 末

端片段在毕赤酵母中的表达及其抗菌活性［Ｊ］．海洋

科学，２０１３，３７（６）：１?７．
［８１］　赵勇，王敬敬，唐晓阳，等．水产品种食源性致病微生

物风险评估研究现状［Ｊ］．上海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２１（５）：８９９?９０５．
［８２］　刘坚红，董钧，黄艳华，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广西水产养

殖病原菌耐药性试验［Ｊ］．齐鲁渔业，２０１２，２９（７）：２４?

２７．
［８３］　赵倩，陈玉春，赵凤梅，等．益生菌固定化的研究及对

氨氮、亚硝氮的降解作用［Ｊ］．齐鲁渔业，２０１２，２９
（１１）：１５?１７．

［８４］　汤学敏、郑江，郝聚敏，等．现代微生物识别技术在水

产养殖环境研究中的应用［Ｊ］．微生物学通报，２０１２，

３９（６）：８３５?８４２．
［８５］　徐加涛，阎斌伦，张晓君，等．一株病原发光杆菌的分

离鉴定［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９）：１４５７?１４６４．
［８６］　周武旋，赵江萍，粟赵妍．菌藻体系去除水产养殖废水

中氮和磷的净化实验［Ｊ］．广西科学，２０１２，３９（２）：

１５５?１５９．
［８７］　彭飞，王传喜，江宏磊，等．海洋链孢囊菌 ＦＩＭ０９?１１５７

产生的神经氨酸酶抑制剂［Ｊ］．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２０１３，２５：１９３?１９６．
［８８］　郭健，周奕婷．南美白对虾白斑病防治技术措施［Ｊ］．

渔业致富指南，２０１３，６：６１?６３．
［８９］　张衡，谷力，杨丰．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 ＶＰ１５ 基因的

ＲＮＡ干扰研究［Ｊ］．台湾海峡（应用海洋学报），２０１２，

３１（１）：４７?５２．
［９０］　李新&，周俊芳，房文红，等．用 ＷＳＳＶ 定量方法的建

立及其应用于脊尾白虾病毒感染规律的研究［Ｊ］．水

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１０）：１５５４?１５６２．
［９１］　宫魁，王雷，付亚萍，等．对虾抗菌肽转基因水稻抑制

饲料腐败和防治罗非鱼细菌病害的初步研究［Ｊ］．水

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３）：４３６?４４３．
［９２］　陈健舜，朱凝瑜，孔蕾，等．凡纳滨对虾细菌性红体病

病原的分子特征与耐药性［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
（１２）：１８９１?１９００．

［９３］　马桂珍，付泓润，王淑芳，等．海洋多粘类芽孢杆菌 Ｌ１

?９ 菌株发酵液抗菌谱及稳定性测定［Ｊ］．海洋通报，

２０１３，３２（３）：３１６?３２０．
［９４］　滕炜鸣，李文姬，张明，等．虾贻扇贝脓疮病病原的分

离鉴定与致病性［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６）：９３７?

９４３．

１４１郑风荣等：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洋微生物学成果分析 　 　　



［９５］　王东，孙力军，王雅玲，等．纳豆菌抗菌肽 ＡＰＮＴ?６ 对

凡纳滨对虾的低温保鲜效果［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
（７）：１１３３?１１３９．

［９６］　吴寅嵩，李’，王娜，等．应用 ＤＧＧＥ 技术研究扇贝养

殖海域微型真核浮游生物多样性［Ｊ］．水产学报，

２０１２，３６（１）：１４０?１４７．
［９７］　刘亚男，王伟，李丹，等．１２ 种海洋真菌发酵液粗多糖

抗流感病毒（Ｈ１Ｎ１）活性研究［Ｊ］．中国海洋物，２０１３，

３２（１）：２３?２９．
［９８］　闫法军，田相利，董双林，等．刺参池塘化低盐有机污

染物降解菌的分离筛选及其降解特性［Ｊ］．中国水产

科学，２０１２，１９（４）：６２６?６３４．
［９９］　孙艺华，冯鸽，王超，等．红树林放线菌多样性及新型

糖苷类化合物合成潜力发掘［Ｊ］．中国海洋药物，

２０１３，３２（１）：４６?５４．
［１００］　周金敏，吴志新，曾全兵，等．黄颡鱼肠道病原拮抗性

芽孢杆菌的筛选与特性研究［Ｊ］．水生生物学报，

２０１２，３６（１）：７８?８４．
［１０１］　李宁求，余霞军，付小哲，等．鳗源迟缓爱德华氏菌菌

蜕的构建及制备条件优化［Ｊ］．水产学报，２０１２，３６
（１１）：１７５４?１７６２．

［１０２］　郭松林，关瑞章，冯建军，等．基于 １６ＳｒＤＮＡ 序列和

ＲＦＬＰ分析的病鳗分离菌株鉴定［Ｊ］．集美大学学

报，２０１２，１７（２）：８１?８８．
［１０３］　丁爽，郑平，张萌，等．厌氧氨氧化菌群体感应系统研

究［Ｊ］．生态学报，２０１２，３２（８）：２５８１?２５８７．
［１０４］　罗霞，邓国成，廖国礼，等．斑鳢内脏白点病病原的分

离鉴定［Ｊ］．大连海洋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７（２）：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５］　安树伟，袁思平，王国良．患诺卡氏菌病的大黄鱼几

种主要组织的酶活力变化分析［Ｊ］．渔业科学进展，

２０１２，３３（２）：４３?５５．
［１０６］　苑宁，曾名湧，高风正，等．白鳕鱼皮中制备流感病毒

神经氨酸酶抑制活性肽［Ｊ］．中国海洋药物，２０１２，３１
（４）：１?７．

［１０７］　黄惠琴，聂娟，朱军，等．裂殖壶菌 ＳＬ１１０１ 的分离及

其产 ＤＨＡ 发酵工艺的优化［Ｊ］．中国海洋药物，

２０１３，３２（５）：６３?６８．
［１０８］　鄂恒超，汤华，刘宝姝，等．仿刺参共附生放线菌

Ｋｙ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ｐ．中的环二肽成分［Ｊ］．中国海洋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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