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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09年中国海洋微生物学文章约有 429篇文章之多，攀上了新高峰，其中海产养殖方面的微生物学文 

章占半数以上，基础海洋微生物学文章仍少。学者们关注和跟踪国际先进的新理念 、新方法，包括分子生物学 

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得到较大的发展。与前几年相比，本年度该领域的研究与国际间的交往正在加强， 

研究势头正在强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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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st：In 2009，there are over 429 articles about China S marine microbiology，which 

reach the acme of publication．Most of these articles are related to maricultivation．Howev— 

er，the articles about basic ocean microbiology are still rare．Currently，the scholars start to 

focus on the advanced idea and methods in the world．The application of molecular biology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in marine microbiology are rapid developed．Therefore，the inter— 

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searches in this area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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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2009年离我们而去已有一整年多 

了。中国海洋微生物学在 以往大约 6O年 的基础上 

迈上了新台阶，创造出新成就，以此为新世纪第一个 

年代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令人难忘。据我们不完全 

统计，2009年海洋微生物学文章数量超过了历年水 

平达 429篇以上。不少论文质量上佳，并有新书出 

版，使我国的相关研究离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越来越 

近。本文就 2009年我国海洋微生物学研究发表的 

文章进行归类剖析，将其分为基础和海产养殖两大 

分支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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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海洋微生物学 

1．1 研究动向和方法 

在浮游病毒遗传多样性，鱼虾贝等水产品病毒 

及病原菌分离纯化检控技术，PCR技术在对虾病毒 

检测上的应用_1]，微生物培养新技术_2]，古菌，包括 

以硫化叶菌为代表的超嗜热古菌遗传操作系统口]， 

氨氧化古菌(古核生物)L4 ；深海及其地微生物_5]、生 

物圈酵母l_6]、极端酶；极端微生物、极端环境嗜热／酸 

甲烷营养细菌；超磁／磁敏细菌、趋磁菌生态_7 ；对虾 

肝胰腺坏死性细菌、乳酸菌在水产业上的应用、鱼表 

皮粘液抗菌蛋白胶、贻贝抗菌肽等上的动态都有 

报道 。 

近几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风起云涌， 

传遍世界。无论从病毒到真核生物，如今都广泛运 

用上了，且还在不断发展。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研究 

方法的改进和完善也在不断进行中。这包括：对虾 

白斑综合症病毒 (WSSV，下同)的提纯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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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SV单克隆抗体制备及 BA～ELDA法的建立、对 

虾病毒的RNA干扰术、栉孔扇贝急性坏死病毒荧 

光定量 PCR检测，巢式逆转录 PCR检测鱼病毒性 

出血性败血症病毒(VHsV)，间接 ELISA术检测近 

江牡蛎类立克次体和迟钝爱德华氏菌。微微型真核 

生物分子多样性。热泉嗜热细菌依赖培养的检测， 

高磁性 、无磁性 、趋磁细菌的获得和磁小体释放术 。 

PCR一变性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水产品溶藻弧菌和超 

声波平板法测该菌 Hy99Ol生物被膜、牛津杯法测 

五倍子对大黄鱼病原弧菌的体外抗菌力。RAPD法 

分析花鲈皮肤溃疡病抗性和敏感群体。毕赤酵母重 

组子 PCR模板制备法比较。发光细菌法测水产品 

中氯霉素、微生物显色法测水产品中恩诺沙星含量。 

1．2 普通微生物 

这一类成果主要体现在各种海洋环境中一些类 

别微生 物在 不 同生态 因子 中发生 的 生物 学 多样 

性 、生物学或化学作用等。有古菌、浮游细菌生物 

量、异养细菌 、多样性、氮再生、厌氧氨氧化、生物量 

与 环 境 因 子 关 系，难 培 养 微 生 物 的 寡 营 养 培 

养等 。 

普通微生物的分类鉴定和系统发育借助分子生 

物学技术对特定菌株作了比较深的研究，使人们对 

其分类地位和系统发育有了更深更广的理解。这些 

微生物包括嗜水气单胞菌、短小芽孢杆菌 ZH1—6、蛭 

弧菌、硝化细菌、反硝化细菌、溶血性葡萄球菌口 、 

巨大芽孢杆菌 、芽孢杆菌 HN07、石油烃降解菌[1引、 

解烷烃的戈登氏菌、耐盐原油降解菌、高效降解有机 

物和促藻生长的菌株、甲胺磷高效降解菌(巴氏葡萄 

球菌)、中等嗜热嗜酸菌、海南红树等植物根系／根际 

解磷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拮抗香蕉枯萎病的细菌、 

抗肿瘤放线菌、产纤维 酶细菌、舟山抗菌活性菌、条 

石鲷出血病病原菌、大菱鲆迟钝爱德华氏菌、海南、 

北极根际放线菌，冷藏罗非鱼特定腐败菌、分离自鲍 

环境的细菌、文蛤菌、牙鲆肠弧菌等。 

相关研究除了表达在菌株分类鉴定和系统发育 

关系上，还在遗传基因克隆、序列分析、菌种选育等 

上，比如印度洋深海热液区可培养细菌研究 ，几 

丁质酶产生菌筛选及几丁质酶编码基因，沉积物宏 

基因组文库中产蛋白酶克隆的筛选及性质口 、细菌 

铁吸收调节蛋白(Fur)基因的克隆表达、链球菌疫 

苗免疫罗非鱼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鉴定与分析、破 

囊壶菌A57延长酶和△4脱饱和酶在酿酒酵母(尿嘧 

啶缺陷型菌株 INVSc1)中的共表达等等。此外分 

子生物学知识和技术也在海产养殖上得到应用[】引。 

对于海绵 、海葵等微生物 ，进行了温度对厚指海 

绵体内真细菌的影响、相关微生物的分离培养及产 

物、海葵(产自浙江硇洲岛)的可培养细菌系统发育 

多样性及海藻表面细菌分离鉴定 。 

1．3 生态学 

海洋微生物生态学研究以往注重异养细菌本身 

的生态，这些年来研究的眼光更大 、更远 、更细，研究 

扩及病毒、不同类别微生物内部及之间、微生物与动 

植物之间、微生物与环境、生态／微生态因子关系等 

等l_l川。2009年的相关成果有：一些海区病毒生态分 

布、浮游细菌、异养细菌分布与环境因子关系、细菌 

群落分布、发光细菌生态分布与种类组成、蛭弧菌生 

长特性、异养菌对小球藻生长和无机营养盐 吸收的 

影响、聚球藻和 Picoeuraryates时空变化、微藻与其 

病毒间微生态关系，米草对底泥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等等。 

1．4 环境微生物学 

海洋环境的微生物已从狭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 

义中扩展出来，它包括海洋及其邻近环境评价中的 

微生物及其在不同生态环境的长久 良性发展中发挥 

的作用_1 。相关的研究如下：沿岸海水甲肝病毒、 

造纸废水灌溉对芦苇湿地微生物影响、海水及其贝 

类生物中粪大肠菌群 、环境因子对某些弧菌生长 

和胞外蛋白酶表达的影响、海滨区海水评价、发光细 

菌测沉积物毒性、河口水菌群脱氧、大西洋戈登菌降 

解柴油 、C 。CC。 直链烷烃 、低温解烃 的希瓦氏菌 

生长和解油、氮源对解油菌解柴油影响、植物根际解 

磷菌、解磷菌剂对盐土有效磷和油料作物生长的影 

响、巨大芽孢杆菌和巴氏葡萄球菌的高效甲胺解磷、 

近岸污染与半知菌群体关系、浅海养殖环境复合生 

态净化菌群及其净化力、盐沼底栖微藻分布特征及 

有机质产出的贡献等等。由此可见，2009年 的相关 

研究已经覆盖了不少生境微生物作用上。 

对深海微生物，2009年中国学者比以往任何年 

份都关注深海微生物的研究动 向，这表明中国学者 

的研究触角正在伸向深遂的大洋。他们既紧盯国际 

动态，又开展实际的研究活动，如，深海及其地微生 

物等研究状况分析 ]，酵母、适冷菌、假交替单胞菌 

SM9913胞外多糖对 Pb 和 Cu。 的吸附、沉积物宏 

基因组库中产蛋白酶克隆、劳盆地热液喷口沉积物 

细菌多样性、冲绳海槽黑烟囱微生物矿化作用l_2 、 

印度洋热液区可培养细菌_I ，及盐单胞菌 YD一7、大 

西洋洋中脊多环芳烃降解菌群口 、西太平洋“暖池” 

沉积物异化型硫酸盐还原菌基因多样性、中等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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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菌、南冲绳海槽沉积物中度嗜盐菌及极端酶等 

的研究都令人兴奋。 

对极地微生物 ，多年来 中国学者一直关注并从 

事着极地微生物学研究工作 ，近年的工作包括产 

低温淀粉酶的微球菌、特定细菌胞外多糖溶液冻结 

特性的差示扫描量热 、超微细菌一 一极地之星交 

替单胞菌外膜蛋白和脂多糖提取物对黑鲷的免疫活 

性_2 、放线菌 NJ—F2萃取物的抗菌性L2 、低温降解 

石油烃的希瓦氏菌 NJ49生长和降解活动 、白令 

海北部表层沉积物细菌多样性、北极海洋微生物石 

油降解菌筛选及系统发育口 、北极黄河站植物根际 

土壤放线菌 、西北冰洋表层沉积物厌氧菌 及岩芯 

中厌氧菌分布 和极地微生物菌种数据库。 

对红树林的微生物，红树林的微生物学研究已 

持续了一些年数。南方学者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正 

在扩 展相 关 研究 深度 ，如 ，南 海 红树 林 内生 真菌 

ZZF13、B2、次级代谢产物及筛选重组人DNATopo— 

jsomerase(hTopoI)拓朴异构酶 I抑制剂[2 、溶磷 

菌鉴定及溶磷力测定、优化培养、根际解磷细菌筛选 

及其鉴定、混合发酵的产氢菌群中梭菌 Fe一氢酶基 

因(hydA)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根 际土壤 分离小双 

孢菌 。 。 

1．5 病原微生物学 

1．5．1 病毒 

作为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重要调控者，人们 

对它比以前引起了更大注意。除了分析浮游病毒生 

态分布特征和遗传多样性外，2009年中国学者对病 

毒的关注则主要放在养殖水产 品的相关研究上 ，如 

对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发表了不少论著， 

包括提纯方法、VP28基因表达及与血细胞的结合、 

基因组同源重复区结合蛋白 WSSV021的鉴定、囊 

膜蛋白VP19的单克隆抗体制备及定位、早期启动 

子的新型杆状病毒表达载体的构建与分析__2 、卵黄 

抗体对凡纳滨对虾免疫相关酶活力和抗病毒能力的 

影响、抗 WSSV囊膜蛋 白(VP28、VP19)单抗的体 

内中和效果[1引、WSSV对锯缘青蟹的致病性及血清 

酶指标的影响。对淋巴囊肿病毒也作了一些研究， 

如它的实 时 定量 PCR 检测 方 法、锌 指 蛋 白基 因 

Kn140的原核表达与结构、牙鲆的该病毒纯化及不 

同来源病毒免疫特性、双抗体夹心 ELISA检测法。 

虹彩病毒也为学者们所关注，这包括大菱鲆被它感 

染后的病理学、主要衣壳蛋白基因在毕赤酵母中的 

重组分泌表达。鱼被它感染，但无症状时用套式 

PCR分析。对于急性病毒性坏死病毒(AVNV)在 

栉孔扇贝中的存在用荧光定量PCR检测，对在卵内 

的垂直传播途径也作了研究。对贝类产品中诺如病 

毒的感染和流行作了探讨。对鱼的病毒性出血性败 

血症病毒(VHSV)已用巢式逆转录 PCR检测。此 

外，对球石藻的病毒之杆状菌主要外壳蛋白基因作 

了克隆与序列分析。 

1．5．2 致病菌 

6种弧菌 36kDa外膜蛋 白特性、副溶血弧菌耐 

热直接溶血毒素基因克隆及原核表达、副溶血弧菌 

温一盐度双 因素预测模型、副溶血弧菌 Ⅲ型分泌系 

统 、鳗弧菌 rpos基因克隆及在大肠杆菌 中表达和溶 

血毒素基因Vah4的基因克隆及表达l_3 、PCR法检 

测溶藻弧菌、及用 PCR微阵列法检测沿岸海水创伤 

弧菌，并对其危害作评估。迟钝爱德华氏菌致病相 

关 因子 。杀鲑气单胞菌杀 日本鲑亚种胞外产物毒性 

及免 疫原 性。由此 可见 相 关研 究 均 比过 往更 深 

更细。 

1．6 有益菌 

对芽孢杆菌，研究其在水产养殖中的作用机制、 

发酵代谢产物。海洋芽孢杆菌 B一9987菌株代谢产 

物 BMME1抑制病原真菌茄链格孢菌的致病机理、 

B09菌株的筛选及其发酵条件。饲料中加该菌和中 

草药制剂对凡纳滨对虾免疫力的影响、对泥蛤和养 

殖场底质中菌群的影响。 

对蛭弧菌，该菌制剂用于检测并应用于水产养 

殖 、Bdh5221株理化特性和 l6SrDNA序列分析、噬 

菌蛭弧菌防对虾的弧菌感染、鳗肠道蛭弧菌的防病 

作用。 

对光合细菌，展望它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前景， 

研究了对罗非鱼鱼苗养殖水质及抗病力影响、对凡 

纳滨对虾养殖池水质及抗病力影响及液态浓缩制剂 

保藏。 

对放线菌，已经对两株抗肿瘤病的放线菌作了 

分离鉴定、云南红豆杉 4株内生放线菌对半滑舌鳎 

病原弧菌的拮抗作用、分离并纯化出产抗真菌物质 

的链霉菌 GB一2，对其稳定性也作了研究。 

对真菌(菌物)，已经对它的代谢产物研究作了 

展望。除了对红树林 的内生真菌有所研究外 ，青岛 

农大学者就山东渤黄海海岸的木生海洋真菌作了研 

究 ，连 续 发 表 了 7 篇 论 文 ]。 发 现 了 

Monosporascces canno~bullus。 鉴定出抑制烟草 

花叶病毒及抗肿瘤的两株真菌，对其次级代谢产物 

作了研究。研究胶州湾近岸污染与半知菌群体的关 

系。就产生碱性蛋 白酶的 yeast fi的生物活性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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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作了评估。对德巴利酵母、克鲁维酵母、虫道酵母 

的生化营养成分作了分析、南极地衣提取物抗氧化 

能力。酵母不同处理后分散度和对轮虫培养 的 

影 响。 

1．7 活性物质及微生物制剂酶 

一 些海洋微生物体内有活性物质自古以来就引 

人注意，现代人从更深广的角度更本质地去认识和 

开发利用它，这一势头正在加强之中_l 。是年，人 

们关注其国内外动态(包括真菌代谢产物)。进行的 

具体研究包括筛选具抗弧菌的细菌、分析玫瑰弧菌 

发酵液活性成分、从小单胞菌 FIM03—1149获得抗 

真菌抗生素。从酵母获取碱性蛋白酶及活性肽、海 

绵的真菌等微生物的抗肿瘤等活性物筛选。 

微生物絮凝剂对微颗粒高岭土悬浊液的絮凝特 

性，用于养殖环境调控的微生物制剂评价法 、含 

嗜水气单胞菌气溶素的免疫制剂刺激复合物用于欧 

鳗免疫、微生物制剂对桉树人工林土质的影响、复合 

剂的应用、植物源杀菌剂、制剂养欧鳗、光合细菌液 

态浓缩制剂保藏、食品添加剂、乳酸菌在水产养殖上 

的用途。红树林内生真菌的重组 LDNA拓扑异物 

酶 I抑制剂、地衣芽孢杆菌 MP一2酯酶性质、细菌低 

温溶菌酶的抗 anqiogenic活性。假交替单胞菌 LJ1 

菌株产褐藻胶裂解酶。产琼脂酶细菌 DF一7培养基 

优化、琼胶酶(分离白白色食琼脂菌)纯化、酶学性质 

及降解产物分析。噬纤维菌 (Cytophaga fucicola) 

和芽孢杆菌 HN07、产碱性纤维素酶、沙蚕消化道 

D2菌株胞外蛋白酶抗肿瘤。 

2 海水养殖的微生物学 

2．1 海水养殖动物疾病及养殖环境总论 

溶藻弧菌检测法 、柱状黄杆菌研究动态、硝 

化／反硝化细菌的应用、阿维菌素杀线虫、中草药对 

致病菌的抑制作用、疾病流行特点及预防措施、病害 

(包括山东的)测报[3引。洞头海区鱼病预报模式、温 

州鱼病害调查、底泥芽孢杆菌多样性l_3 、溃疡病预 

报模型[3 。高位池 WSSV病症病毒变化。对虾养 

殖池沉积物细菌遗传多样性_3引、抗生素对水体细菌 

区系的影响、光催化降解虾池废水中有机物及灭菌、 

有效微生物菌群对养殖池水体细菌生态和水质的影 

响、益生菌调控水中浮游生物生态、细菌与水质关 

系、养殖模式与清洁养殖关键技术、池内细菌群落的 

PCR—DGGE分析lL3 、两种菌剂对对虾存活及消化 

酶活力的影响、对虾池套养白鲳鱼防虾病、浮游微 

藻、乳酸杆菌不同生物量对池内优势微藻的影响、浙 

江海产品环境副溶血弧菌微毒力基因。 

2．2 养殖品种 

2．2．1 无脊椎动物 

对南美白对虾(凡纳滨对虾)，研究了生态养殖 

与防病、综合防治 WSSV及常见病防治、乳酸菌发 

酵饲料养殖、梅雨季时防病、爆发性传染病病原； 

WSSV卵黄抗体对对虾免疫相关酶及抗病毒力的 

作用、芽孢杆菌和中草药制剂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副 

溶血弧菌的表型及分子特征、弧菌拮抗菌对对虾的 

抑菌防病作用、虾溶菌酶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 

和活性 、黑鳃及红体病诊治。对中国明对虾 ，研究 了 

蚯蚓 、蝇蛆对对虾生长及抗 WSSV感染、WSSV非 

结构蛋白ICPll、WSSV囊膜蛋白 VP19的单克隆 

抗体制备定位、对 WSSV的抗性遗传标记筛选和遗 

传多样性_3 、WSSV的 VP2f基因表达及其与血细 

胞结合、传染性肌肉坏死病毒、新型杆状病毒 、肝 

胰腺坏死细菌研究现状。对螯虾，研究了 WSSV单 

抗的制备及检测、克氏原螯虾病因及防治。对蟹，研 

究了 WSSV对锯缘青蟹 的致病性及血清酶指示作 

用、溶藻弧菌对溶菌酶和磷酸酶活性的影响、微藻强 

化酵母、致病性及血清酶指示作用、三种易发病、早 

期病因、常见病；三疣梭子蟹苗种病害、抗特定病原 

(SPR)三疣梭子蟹养殖性能与免疫力、轮虫对中华 

绒螯蟹潘状幼体的影响。对文蛤，有疾病研究进展、 

内脏产气夹膜毒素基因的PCR、需钠弧菌的鉴定和 

生物学特性、哈维弧菌引起暴死等方面的研究；对泥 

蛤，芽孢杆菌对蛤及底质的影响。对蚶，有生蚶中细 

菌生理生化特性、枯草芽孢杆菌对泥蚶及底泥中细 

菌、弧菌总数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对扇贝，研究了 

栉孔扇贝急性病毒坏死病毒 (AVNV)荧光定量 

PCR检测及卵内的垂直传播途径_4 、海湾扇贝弧菌 

病超微病理微生物学 。对方斑东风螺 ，研究了吻 

管水肿病病原菌。对缢蛏，研究了养殖中的病害、大 

面积死因。对海参，研究了刺参及其育苗中常见病 

病因及防控、腐皮综合症病原灿烂弧菌检测探讨[4 

及中草药对病原菌体外抑菌；灭活气单胞菌菌苗对 

部分免疫 因子 的影响、附着期“化板症”病原菌 (弧 

菌)分离鉴定及来源。对鲍，有九孔鲍附着基质上细 

菌膜系统发育多样性l_4引、患病苗中异养菌产胞外 

酶、脱板期养殖环境细菌分离及分子鉴定；耳鲍血淋 

巴抗菌性；福建鲍病因等方面的研究。对海胆，进行 

了硇洲岛马粪海胆可培养细菌多样性研究。对海 

绵，进行了相关微生物分离培养，获得了活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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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脊椎动 物 

进行了鱼病防诊控治术及春冬季病防治、虹彩 

病毒无症状感染的套式 PCR分析、类立克次氏体肝 

胰腺坏死细菌(NHP D)的 a蛋白菌、弧菌的耐药性 

及主要外膜蛋白0mPk基因检测L3 、弧菌病免疫技 

术、嗜水气单胞菌对三种鱼血红蛋白的影响、链球菌 

病及诊治、乳酸菌分离及其抑菌机制、细菌性败血症 

疫苗制备检测、出血病及爆发性出血病防治、肝胆综 

合症、水霉病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对大菱鲆，进行了 

杀鲑气单胞菌无色亚种鉴定及组织病理学研究；虹 

彩病毒感染后的大菱鲆，可引起红体病，该病毒主要 

衣壳蛋白基因在毕赤酵母中的重组特征表达l4 “引。 

对牙鲆，有淋巴囊肿病毒靶器官上病毒结合蛋白的 

鉴定和纯化及不同来源病毒免疫特性比较、双抗体 

夹心 EuSA检测、海水循环养殖系统生物膜上 3种 

细菌数量与代谢活性、鱼苗病害防治、河流弧菌对表 

皮粘液的趋化性、南方鲆(斑漠牙鲆)病毒、细菌、寄 

生虫防治【4 等方面的研究。对鲈鱼，有地衣芽孢杆 

菌对尖吻鲈鱼血液生化生理指标的影响、引起内脏 

白点病的哈维氏弧菌_4 ；加州鲈鱼病害防治；澳洲 

宝石鲈鱼细菌病防治；花鲈由哈氏弧菌引起的皮肤 

溃疡敏感或抗性群体 RAPO分析及常见病防治等 

方面的研究。对鳗，有中草药对致病菌的抗菌效果、 

肺炎克雷伯氏菌的分离鉴定_4引、夏季病害的防治； 

鳗肠道蛭弧菌的作用；日本鳗体表溃疡病病原嗜水 

气单胞菌分离鉴定及抗克隆制备n。 及水霉科真菌 

所致的腐皮病研究。对石斑鱼，有斜带石斑鱼幼鱼 

消化道与养殖水体中可培养菌群；龙胆石斑鱼源美 

人鱼发光杆菌生物学特性及系统发育分析研究。对 

鲷、纯，有黑鲷抗菌肽hepcidin在毕赤酵母中的表达 

及抗菌性；条石鲷出血病病原分离鉴定；暗纹东方纯 

常见病、育苗及越冬期病害防治；红鳍东方鲍鱼肠道 

弧菌生物学特性研究。对条纹黑鲽，研究病毒和机 

械损伤后的细菌感染。对黄颡鱼，研究了红头病病 

原和疾病防治技术。对鲶鱼，进行了骨蛋白酶酶解 

物抗菌性酶解工艺优化研究。对罗非鱼，有链球菌 

疫苗免疫前后差异表达基因的鉴定分析、枯草芽孢 

杆菌对鱼苗养殖水体水质及抗病力影响、常见细菌 

性病及 防治、鱼及养殖环境 中食 源性致病菌菌 

谱[4 、冷藏时腐败菌鉴定和生长动力学、微生物发 

酵对下脚料蛋白酶解液脱腥去苦效果研究。对倒刺 

鳃，研究养殖中常见病防治技术。对舌鳎，进行了土 

霉素对半滑舌鳎肠道细菌耐药性影响与药物残留分 

析、鳗利斯顿氏菌表型及分子特征分析。对大黄鱼， 

进行了哈氏弧菌、溶藻弧菌对该鱼 6种酶活性的影 

响、该弧菌单克隆抗体制备及应用、弧菌多重 PCR 

检测_5。。、拮抗菌对溶藻弧菌粘附大黄鱼表皮粘液的 

影响、网箱养殖病与环境因子关系 及溃疡病预 

报。对鳕鱼，研究了加工过程中的磷酸盐抑制大肠 

菌群的作用。对比目鱼，研究了接种海豚链球菌后 

免疫球蛋白水平变化；Pseudosciaena crocea注射 

溶藻弧菌的免疫感应。对鲨，进行了长鳍真鲨源哈 

氏弧菌生物学性状研究。 

2．2．3 海藻养殖及其他 

对条斑紫菜，进行丝状体细菌附着症、外生细菌 

及其多聚酮合酶(PKSI)基因筛选_5 。对坛紫菜， 

研究了病烂及烂苗的对策。研究了麒麟菜死因的对 

策。此外还有 ，除菌处理对强壮前沟藻和青岛大扁 

藻生长的影响 ；不同浓度碳源中肋骨条藻和海洋异 

养细菌对磷酸盐吸收的竞争、藻叶面附着细菌生理 

特性及荧光杂交分析l_4 、羊栖草提取物抗动植物致 

病菌活性及化学成分 幻；龙须菜附生细菌对铜离子 

的吸附性能比较；几种藻表面细菌分离及鉴定[5 ； 

Pb抖、Cd 对单胞 兰细菌 聚胞 藻 PCC68o3生长 和 

色素的效应；藻蓝蛋白类重组大肠杆菌[5 、蓝细菌 

附着水生生物 等方面的研究。 

3 结束语 

发表 2009年 429篇中国海洋微生物学文章的 

刊物大体分为水产学科、海洋学科、微生物学、环境 

科学、综合类等 5种。发表在水产学科刊物上的文 

章为 190篇，以篇数多寡排序为《中国水产》、《渔业 

科学进展》、《中国水产科学》、《科学养鱼》。由此可 

见 2009年中国海产学科文章 占总数 的 44．3 

(190／429)加上在其他学科刊物上发表的海产养殖 

微生物学文章，可知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成果仍与以 

往一样，与海产养殖密切相关，占了很大份额。在海 

洋学科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计 147篇，以篇数多寡 

排序分别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海洋与湖沼》(包 

括英文版)、《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科学》。海洋学 

科文章数占文章总数的34．3 9／6(147／429)。全年以 

英文发表的论文计 19篇，这表明中国学者同国际交 

流的愿望和能力越显增强。跟踪先进 ，新方法的研 

究已开始崭露头角。2009年学者们关注起海洋中 

分布广泛、作用和机制并不十分明晰的病毒。海洋 

古菌、微微型真核生物已引人注目。另外全球海洋 

以深海大洋为主体，随着学者们眼光的深广化和国 

力的增强，有关深海及其地微生物学研究正方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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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参与文章发表的作者已逾千人。2009年由科 

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重要的工具用书，即《海洋原核 

生物名称 ·Names of Marine prokaryotes))，该书是 

我国首部包括海洋古菌、海洋细菌中文／拉丁文名称 

的专述著作，它必将大大方便相关科学工作者的研 

究I5引。可以预见，随着我国从事海洋微生物学及其 

相关学科的学者数量的增多，研究质量也将提高。 

从总体上看，我国学者跟踪先进较为积极，“拿 

来主义”较为盛行，但是创新不多，无亮点，要做到原 

创有自身特色不易，占领国际制高点更难。十年来， 

形成了自身优势团队，但是强有力的、令国际同行刮 

目相看的领军人物尚无 ，即便在国内同行间的规模 

交流也不多。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的发展任重道远， 

应减轻乃至抵御急功近利思想及其影响。静下心 

来，从长计议，挑起振兴祖国的大梁。相信随着我国 

研究资金投入 的增 多 ，研 究水平 也将会 大 幅度地 

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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