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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生物是地球上生命的主体之一，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代谢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使人类

宜居的地球。由于绝大部分环境中的微生物无法被分离和培养，微生物被喻为生命物质中的“暗物质”。
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基因组学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微生物“暗物质”的研究，使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科发展从

“诞生期”和“启蒙期”跨越式发展到“暴发期”，乐观预测未来可能进入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领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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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生态学是研究微生物群落与环境之间

相互关系和作用的科学[1]。微生物群落是地球各圈

层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的枢纽，在生态安全和

宜居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微生

物生态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人们面临的各类

环境问题，同时防止、控制和消除微生物可能对人

类造成的危害[1]。 
地球上约有 1012 种微生物，总数约为 1031 个，

超过了动植物的总和。微生物高度复杂，目前仅识

别了约 108 种微生物，仍为“冰山一角”，因此被形

象地比喻为微生物“暗物质”[2]。经过国内外学者的

艰辛努力，目前已分离培养了 105 余种微生物，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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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于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医药、新能源、

食品、化工、军工等诸方面。 
21 世纪环境、生态和生物科学 大的挑战之一

是了解环境介质中的微生物群落，涵盖水土气、自

然与人工生态系统、城市与乡村、室内与室外环境

等。2019 年年底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了全

球流行疫情，造成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经济

生活停滞，使得深入揭示病毒在环境中的赋存与传

播成为首要命题。然而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

挑战也极大地推动了微生物生态学的发展，这些社

会与公众需求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例如，不断

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持续促进了土壤肥力和植

物生产力研究。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应对的挑战，催

生了微生物碳循环与固碳微生物学在国内外学界的

兴起。环境污染的全球化和国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公约推动了利用微生物控制环境污染和修复的研

究，并成为全球微生物生态学科的研究重点。科学

研究的全球合作和重大国际科学研究计划也推动了

微生物生态学的全球化与网络化，微生物生态学研

究已经成为 重要的生命和环境科学前沿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科的发展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为“诞生期”，科研工作

者进行了大量的自发性探索工作，但由于与国际学

术 界 的 严 重 壁 垒 ， 影 响 力 主 要 限 于 国 内 。

1978−2008 年为“启蒙期”，通过与国际前沿研究频

繁交流，引入了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

生态系统退化环境等前沿问题研究，关于生态系统

结构、功能和弹性等原理和理论，在解决环境问题

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中国科学院为首的

多个国内科研机构开始建设长期野外生态学基础

研究平台。在 2008 年以后，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研

究进入“暴发期”，目前我国微生物生态学学术论文

发表的数量稳居世界前三。但是总体上学术影响力

仍然逊于欧美国家，特别是与排在首位的美国相比

差距依然很大。 
随着“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反“唯论文、

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等重要理念的逐渐落实，

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研究范畴和深度不断提升。研究

方向逐渐向人类健康、环境生态、公共卫生、农业

科学、生物医学、生物多样性保育、动物学、海洋

生物学、生物修复等领域转变，研究对象已走出国

门，拓展至全球海陆空；更加注重和强化了科学发

现与机理认识，以及新技术的应用和多学科的交

叉；通过重大项目联合攻关，产生了一批多过程、

多尺度、多技术的综合研究；利用大数据的理念和

技术对环境中微生物群落数据进行采集、整合、存

储和分析，应用于环境系统模拟、动态评估和科学

预测，初步实现了在大时空尺度上监测和管理微生

物所介导的宏观生态过程和效应。 
可以预测，未来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科发展将出

现一个崭新的“领航期“阶段。在国际上，从概念、

科技、数据、资源等多方面引领学科发展；在国内，

重视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有机结合，更好

地服务城乡居民需求。本期“微生物生态学主题刊”
集成了 新的相关进展，在微生物群落的组成、结

构、功能和研究技术等多个方面[3-6]提供了新的视

角。这些成果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有望很

好地促进我国微生物生态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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