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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参与 NIH 立项的首个肿瘤相关人体微生物组研究。目前

实验室主要聚焦噬菌体开展噬菌体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包括：利用高通量测

序技术、开发生物信息学工具从环境和人体宏基因组数据中鉴定噬菌体序列，

研究噬菌体的多样性及其在环境和人体中的功能；利用噬菌体专一杀灭细菌

的特性，通过合成生物学方法设计合成人工噬菌体，应用于耐药菌感染的治疗；在国内较早开展了于

水产养殖和临床上应用噬菌体防治超级耐药菌的研究。截至目前，在国际权威刊物 Microbiome、Journal 
of Virology、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等期刊上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0 余篇。 

 
摘  要：噬菌体是专一感染细菌等微生物的病毒，是地球上多样性最高和最丰富的生物体，是生物学

研究中重要的模式生物，同时是抗生素耐药菌的天然抗菌剂。噬菌体研究的相关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生

物学各个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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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菌体是侵染细菌、真菌、放线菌或螺旋体

等微生物的病毒总称，在土壤、河水、空气或生

物体内广泛存在，是地球生物圈数量最大、遗传

多样性最高的物种，具有重要的生态学功能。噬

菌体没有完整的细胞结构、有相对较小的基因组，

严格依赖宿主进行增殖，在自然界中长期与宿主

共同进化[1]。过去 100 多年噬菌体的研究成果极

大地推动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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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时，噬菌体疗法也成为当前防治日益严

重的耐药菌感染最有潜力的方法之一[2]。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关于噬菌体的研究依然方

兴未艾，新研究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

噬菌体的认识。在人体微生物组学领域，在人肠

道中鉴定出了大量新噬菌体，这些噬菌体与多种

人体疾病有显著的相关性[3]；在噬菌体基础研究

领域，获得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 CRISPR- 
CAS9 基因编辑技术就来自细菌抵御噬菌体侵染

机制的研究；在临床应用领域，噬菌体疗法已成

功救治了很多感染耐药菌的病人[4]。鉴于噬菌体

的庞大数量和极高的遗传多样性，新时代关于噬

菌体的研究必将催生更多有重大科学价值和应用

潜力的新发现。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在噬菌体研究领域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和令人瞩目的成果。如：2021 年

Science 发表了天津大学张雁团队与合作者揭示

噬菌体 Z-基因组合成多酶系统的研究，该系统通

过修饰噬菌体基因组碱基从而帮助噬菌体逃避宿

主限制系统[5]；2019 年 Nature Biotechnology 发表

了南京农业大学沈其荣团队利用噬菌体有效防治

土传青枯病的研究成果[6]；我国多个团队开展了噬

菌体疗法在临床上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

效果。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国际一流水平的研究成

果，在此不逐一列举。科技部“十三五重点研发计

划合成生物学重点专项”也将“人工噬菌体和人工

噬藻体及其应用”等项目列为专题研究内容。噬菌

体合成生物学研究将通过对噬菌体基因组的重新

设计、编辑、合成赋予噬菌体新的功能与特性，这

将有助于设计出新的生物遗传元件，极大地推动我

国噬菌体研究在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基于此，作为本期的特邀编辑，我们和国内噬

菌体同行们同心协力，协助《微生物学通报》组织

出版了“噬菌体专栏”，旨在为噬菌体科研人员搭建

一个交流平台。经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最终遴选出

了有代表性的文章 24 篇，有研究论文和评论综述，

内容涵盖了噬菌体组、噬菌体裂解酶、噬菌体合成

生物学、噬菌体在农业及养殖业中的应用等领域。

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国内噬菌体研究领域

的重要进展，希望通过本期“噬菌体专栏”进一步增

进科研人员的交流，推动噬菌体研究及应用的进一

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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