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科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xi Academy of Sciences 

2012，28(4)：277～286，297 

Vo1．28。No．4 November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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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0年 中国学者对海 洋微 生物学 的研究 涵盖基 础研 究 、应用 研究 以及基 础研 究与 应用研 究结 合 的产 

物，对方法学的探求越来越追求精准快速并向检测对象的多样性发展，对海洋病毒、海洋真菌、养殖生物病患、 

分类鉴定、生态和环境微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突破，发表的海洋微生物学论文约有 350篇，其中水产 

学科的论文约有 150篇，其余为基础性质的论文。学者们关注海洋微生物学的主要眼光正在从水产方面扩 

展，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正 日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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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201 0，the researches on marine microbiology included basic researches，applica— 

tion research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wo researches．The accuracy of methodology was im— 

proved and the variation of research obj ects increased．There were new breakthroughs in ma— 

rine virus，marine fungus，mariculture diseases，classification identification，and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icrobiology．Articles related to marine microbiology was about 350，which 150 

articles was about fisheries science and the rest articles was about basic researches．The re— 

searches of marine microbiology began to not j ust limit in fisheries science，which indicated 

the formation of China marine microbiology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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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60年(1950～2010)的中国海洋微生物学 

研究已经全面成长并接近成熟期，相关的各类研究 

正在蓬勃开展，并取得了丰硕而令人振奋的成果。 

到 2010年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 已经涵盖了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方面 ，有些则是基础研究 和应 

用研究结合的产物，包括传统的研究和分子的研究。 

本文解析 2010年度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的研究状况 ， 

以引起相关学者关注，共同促进该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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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动向及方法探求 

2010年，中国学者关注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方向 

的势头有增无减，涉及面进一步扩大，包括海洋生 

态、古菌、海洋环境、微生物多样性及代谢产物、水产 

养殖生物病害和防治技术等方面 ，关注更多的是 国 

内外研究前沿[1 ]。比如，李洪波等n 进行了浮游 

病毒研究方法研究，王新等口 关注细菌生态学研究 

前沿，赫荣乔[4 研究环境微生物，贾仲君等[5 研究氨 

氧化古菌生态，汪岷等 ]研究噬藻体遗传多样性。 

还有些研究涉及水产养殖动物病 害防控技术、检测 

技术 、疾病免疫 、细胞生物膜感染的防治、药物防治、 

细菌耐药性，包括珊瑚疾病的主要类型、生态危害及 

其与环境的关系I7]，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WSSV， 

下同)、传染性脾肾坏死病(ISKV)、病毒性神经坏死 

病(VNN)、流行性造血器官坏死病(EHN)、彩虹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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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等病害等研究[8]。另外，还有些研究涉及以细胞 

骨架为靶点的抗肿瘤大环内酯化合物、抗肿瘤活性 

物凹]、海洋细菌活性蛋白、活性肽、抗肿瘤药物的临 

床研究L1 、微包埋培养及应用等_】 。 

对方法的探求，病毒和致病菌方面体现在检测 

方法、免疫分析、培养方法和芯片构建中，如 WSSV 

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极早期基因启动子筛选文库 

构建，WSSV和血卵涡鞭虫多重 PCR检测，WSSV 

VP37基因诱导重组载体构建、转化与 自激活作用 

检测，大 口黑鲈溃疡病综合症病毒 MCP基因序列 

分析及 PCR快速检测_l引，用于现场检测动物病毒 

的免疫芯片构建等等；细菌方面体现在希瓦氏菌单 

抗介导间接 ELISA 检测 ，副溶 血弧菌双重 PCR检 

测，创伤弧菌检测非培养法，溶藻弧菌外膜蛋 白 

O7)'1PK基因表达和间接 ELISA检测，鲍爱德华氏 

菌间接酶联免疫检测，刺参腐皮综合症 2种致病菌 

间接荧光抗体检测，3种病原菌多重 PCR检测，6种 

鱼病原菌免疫反应分析及其检测免疫芯片构建 ，贝 

类食用安全微生物检测及原位 PCR检测 细菌 

等[1引。这说明方法学越来越追求精准快速并向检 

测对象的多样性发展。 

2 分子生物学研究 

世界上其他国家用分子生物学理念和方法研究 

海洋微生物比中国早不少年。中国的相关研究进入 

本世纪后才有实质性的开展和进步 ，2010年取得 了 

不少成绩，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海洋病毒 

2010年中国海洋病毒研究与此前的不同之处 

在于题目不局限于养殖生物疾患，研究范围更为扩 

大 ，因而取得 的成果是多方位的，其中包含基础性研 

究，预示 中国海洋病毒学研究将跨上更全面发展 

之路 。 

2010年中国海洋病毒研究成果主要有对虾白 

斑综合症病毒、传染性脾肾坏死病、病毒性神经坏死 

病、流行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彩虹病毒 、海水浴场肠 

道病毒 和微藻带急性坏死症病毒(AVNV)的研 

究口 ，传染性胰腺坏死病毒 VP3蛋 白原核表达及 

抗原性分析L1 ，神经坏死病毒对卵形鲳够的致病性 

及外壳蛋 白基 因序列分析[】 ，石斑鱼彩虹病毒 

ORF162和 ORF086原核 表 达、纯 化及 抗体 制 

备rl ，球石藻病毒硫氧化还原蛋白基因克隆、生物 

信息学分析口 ，鲈溃疡病综合症病毒 MCP基 因序 

列分析[1 ，南极细菌胞外多糖体外抗单纯疱疹病毒 

I型[1 ，红藻共附生微生物及抗植物病毒活性[2。。 

等研究。对对虾白斑综合症病毒，主要涉及兔抗对 

虾白斑综合症病毒抗体制备_2 ，对虾白斑综合症病 

毒对克氏原螯虾血细胞的感染[2 ，WSSV相关基因 

表达特征 DDRT—PCR分析_2引，酵母双杂交系统用 

于 WSSV结构蛋 白 VP39相互作用的宿主蛋 白基 

因研究 。对噬菌体，主要有嗜热细菌嗜菌体 J3V1 

完整基 因组序列和 proteomic分 析_2 ，赤潮霍乱弧 

菌噬菌体分离筛选和特性乜引、噬菌体 EJ(3)9P1 

ORF】72基因克隆和表达_2 ]等研究。对水产病毒 

检测 ，有水产动物病毒现场检测免疫芯 片口 、对虾 

白斑综合症病毒和血卵涡鞭虫多重 PCR检测[2 以 

及淋巴囊肿病毒 DNA疫苗研究口 等。 

2．2 海洋细菌 

对海洋弧菌，有牙鲆弧菌 HQ010712—1外膜蛋 

白[3 ，DD—PCR方法分离鳗弧菌刺激牙鲆差异 

cRNA及表达_3引，坎 氏弧菌热不稳定溶血素基 因克 

隆表达 、蛋 白纯化及其特性[3 ，副溶血弧菌质粒 图 

谱 ，溶藻弧菌质粒 pVAE259全序列与分子生物 

学特征[3钉等研究 。 

对海洋弧菌以外的细菌，有地中海富盐菌 a 

基因鉴定及pHBV前体供应l_3 ，红灯食烷菌黄素结 

合单加氧酶 (AlmA)基 因克 隆及其烷烃诱导表 

达_3 ，黄海希瓦氏菌单柱介质间接 ELISA检测口 ， 

放线菌次级代谢力的核糖体工程改造_3 ，沼泽红假 

单胞菌核酮糖一1s一三磷酸羧化酶／氧化酶基因克隆 

及表达[4。。、抗鲶爱德华氏菌多克隆抗体制备及特 

性_4 ，南极假交替单胞菌多糖合成酶 UGD基因表 

达 、病原菌多重 PCR法 、假单胞菌 CI4抗菌蛋 

白纯化[4 等研究。对石油等环境微生物，有石油降 

解菌 16S rDNA序列 、富集 文库一菌落原 位杂交 

筛选仿刺参微卫星标记l_4 ，浮游藻与巨型细菌 EhV 

互换基因[4 ，PCR—DGGE解析阴离子交换膜生物 

反应器反硝化过程中微生物群落结构_4 ，深海沉积 

物微生物基因组文库源的酯酶基因克隆、表达及酶 

学性质_4 ，离子色谱法测嗜热厌氧菌发酵液有机磷 

液有机磷及无机阴离子_5 等研究。 

2．3 海洋抗菌肽及其它 

对海洋抗菌肽，有厚壳贻贝两抗菌肽 cDNA基 

因克隆及序列[5 、三疣梭子蟹 I型两抗菌肽基因克 

隆及基因表达_5 、家蝇抗菌肽对凡纳滨对虾生长性 

能及免疫[5 、红树林 内生真菌 CIlI一1菌抗菌蛋 白 4] 

等研究 。其它，有侧孢短芽孢杆菌 Lh一1株多肽 R一1 

性质及作用 ，海洋金藻 16S rRNA基因序列分类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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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琼脂胶菌 QM38[~琼脂酶基因 agaDoz的克隆表 

达等研究。 

3 鉴定、分类及 系统发育研究 

研究人员对气单胞菌、产电希瓦氏菌 sp．s2、丝 

状蓝藻等约 34个微生物类别进行相关研究，这些研 

究涵盖了以细菌为主的微生物的分离、纯化、生理生 

化性状，乃至分子生物学测得 的序列 、系统发育分析 

等。这表明相关研究步入 了新阶段，主要 体现在新 

方法、广泛生境和研究深度上。 

2010年中国海洋微生物分离、鉴定或系统发育 

分析成果主要有：气单胞菌、鳗弧菌、欧鳗肝肾病原 

菌、锯缘青蟹混合感染菌和罗非鱼耐冷腐败菌 的分 

离、鉴定 、生长特性及其毒力[s53，迟钝爱德华氏菌黏 

附、侵袭特性和二／三聚吲哚类生物碱[5引，鲶爱德华 

氏菌的间接酶联免疫检测和多克隆抗体 ̈ ，鳗利斯 

顿氏菌的 16S rRNA和 recA分离鉴定 ，链球菌／ 

无乳链球菌的致罗非鱼病原分离鉴定及药敏试验、 

系沙 雷 氏 菌 产 河 肠 毒 素_5 ，产 电 希 瓦 氏 菌 

Shewanella sp．s2筛选、产 电分析、具 电催化 活 

性l5 ，卵形 鲳 鳄 致 病 菌美 人 鱼 发 光 杆 菌 杀 鱼 亚 

种 ，条石鲷尾白浊病原和参腐皮病 、黑鲷肠炎 

病原菌恶臭假单胞菌的分离、鉴定及系统发育[6引， 

溶藻弧菌 的可溶性蛋 白二维 图谱、部分蛋 白分 

子[6 ，盐芽孢杆菌相似菌 whw5菌的分离、鉴定、系 

统发育及嗜盐性 ，创伤弧菌的非培养法 ，产过 

氧化氢酶菌株 CE—l的筛选 、鉴定_6 ，三疣梭子蟹病 

原副溶血弧菌的分离鉴定 ，哈维氏弧菌的分离鉴 

定_6 ，对坎氏弧菌、热不稳溶血素基因克隆、表达， 

蛋白纯化及特性[3 ，黄鱼腐败菌的腐败能力、菌种 

鉴别 和假单胞菌、嗜冷菌、产 H。S细菌的分离鉴 

定口 等研究。另外 ，还从深圳赤潮中分离筛选 了霍 

乱弧菌噬菌体并进行抗肿瘤活性的研究，对(G)一半 

乳糖苷酶产生菌进行低温筛选、鉴定、生长特性和酶 

学性质研究。还有些研究涉及到有益菌如黄鱼弧菌 

拮抗菌的筛选、鉴定 ，沼虾养殖池中芽孢杆菌的 

分离鉴定 ，沼泽红假单胞菌的快速批量培养 引， 

光营细菌 的系统发育分析[7 ，珊瑚礁一海草床固氮 

菌的分离、鉴定_7 ，亚硝酸盐降解菌的筛选、鉴定及 

降解条件、效果研究 ，好氧反硝化细菌 YX一6株的 

特性、鉴定、分析[7 ，好氧反硝化特性 ，南海中海 

绵相关细菌强壮群海绵 (Agelas robusta)的系统 

发育多样性I7 ，防污细菌的筛选、鉴定 ，丝状蓝 

藻的分子鉴定及对原油的耐受力 的研究 川，红树 内 

生细菌、内生真菌无孢类群 (桐花树 内)的促生菌遗 

传分析、鉴定、促生力研究[5 等等。 

2010年基础研究得到重视 ，研究人员发现 了一 

些新 菌 种 ，如 凝 集 海 滩 杆 菌 (Aestuariibacter 

aggregatus)、Ocean b icola n itratireducen s、非典 型 

弧菌(Vibrio atypicus)、V．marisflavi等，这些菌种 

已经被国际权威机构确认_8 。 

4 生态和环境微生物学研究 

与生态学研究关系密切的一类课题是环境微生 

物学研究。2010年相关研究课题不少于 27项，内 

容涉及不同类别微生物在不同生境中的活动，与环 

境、生态因子的关系等。其中一个突出的内容是微 

生物对原油／石油及农药的降解活动及其影响因子 ， 

例如解油微生物筛选及降解条件l_8 ，厦 门近海水多 

环芳烃降解菌原位富集与其多样性 ，食烷菌、海 

杆菌降解石油的协同效应[8引，原油降解微生物的 

16S rRNA序列_8 ，产生物表面活性剂石油降解菌 

的筛选及降解特性L8 ，印度洋表水石油降解菌多样 

性口 ，1株高效降解多环芳烃芘的筛选、鉴定、特 

性 ，伯克霍尔德氏菌 DAZ降解邻苯二甲酸 、二 甲 

脂L9 ，多环芳烃蒽的高效降解菌筛选及中间降解产 

物分析Lg ，均匀设计优化新鞘氨酵菌 US6—1降解高 

分子量多环芳烃l_g ，1株丝状蓝藻分离、鉴定及对原 

油的耐受性l_8 等等。另一个突出内容是对养殖环 

境中微生物活动的研究 ，涉及有害微 生物防治和有 

益微生物(包括 固定化微生物)的利用 ，如 1株亚硝 

酸盐降解菌的筛 选、鉴定及降解力 ，地衣芽孢 杆 

菌De株降解凡纳滨对虾粪便Ig ，红树林湿地希瓦 

氏菌 W3还原腐殖质 ，光合细菌对重盐碱地养殖 

质池水质的作用L9 ，海洋异养细菌对无机氮的吸 

收I9引，PCR—DGGE解析 阴离子 交换膜生物反应器 

及硝化过 程 中微生 物群落结 构 ，南极低 温降解 

菌、筛鉴及对 低温降解 的适应_g ，菌藻 系统处理养 

殖用海水_9 ，中草药抗菌。。 ，南极假交替单胞菌净 

化摸拟海水养殖水_1。。j，海水养殖 含氮废水复合微 

生态制剂处理口叭]，繁茂膜海绵、抗生素和加大水交 

换量对大菱鲆水境病原细菌的影响_1∞]，侧扁轮珊 

瑚乙醇提取物抗氧化、抑菌口∞ 等研究。 

与生态学研究关系密切 的另一类课题为深海、 

近岸、海湾、河口等的微生物本身或与其它生物、环 

境生态因子间关系分析，如深海沉积物微生物元基 

因组文库来源 、南海北部陆坡某海域某岩芯表层 

沉积物古菌多样性l】 ]、深海耐／嗜压菌细胞毒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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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代谢n ]、黄海西北近岸沉积物细菌群落空间 

分布口 ]，趋磁细菌地域分布特征【1 ]、趋磁球菌 QH 
一 3鞭 毛特征_1∞]，胶州湾 表层沉积物 细菌多样 

性[1∞]，天津渤海湾近岸表层沉积物细菌丰度与环 

境 因子关系[1如]，红树林 区微生物群落结构[1n]，浙 

江南麂岛海洋沉积物抗弧菌的放线菌n”]，东海赤 

潮高发区浮游细菌分布与活性[1 ]，长江 口粪大肠 

菌等夏秋季节变化[1̈]，罗源湾水粪大肠菌分布年 

际变化_1 ]，深圳海区弧菌生态[1̈]、大鹏湾异养细 

菌群落结构、丰度及与环境因子培养力关系[117]、强 

降雨对虾池微 生物 的影 响和细菌群 落结构分 

析口 ]，海水浴场肠道病毒L1 ]、南黄海夏季微微型 

浮游植物丰度L1 等研究。说明中国学者对相关研 

究的眼光、角度、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更新、更大的 

变化 。 

5 海洋真菌研究 

如果说以往对海洋真菌的研究 比较零星，甚至 

边缘化的话 ，那 么 2010年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不 

少，甚至到了集体亮相的程度。2010年研究涉及的 

海洋真菌地域之广、种类之多、手段之新等，都是历 

年之最 。对 红树 林微 生物 的研究 已经持 续 多年 ， 

2010年对其共 内生真菌等微生物 的研究成果尤为 

突出，研究方法／手段更新 、目标多样化更明确 。 

2010年对海洋真菌，主要有海洋真菌代谢产 

物 。 ，i00株真菌次生代谢产物的生物活性口 ，海 

绵源真菌具抗肿瘤活性的代谢产物n 引，环境胁迫 

对珊瑚共附生真菌 Aspergillus ochraceus LCTJ11— 

102次生代谢的影响[1。 ，用 HPLC／ESI技术分析 

南海红树林 内生真菌 1403#代谢产物[1 ]，红海榄 

根际土壤泡盛曲霉 F12及其代谢产物[1 ]，花刺柳 

珊瑚共生真菌 Penicilliumsp．gx wz406的次生代 

谢产物[1。 ，毛霉Mucor sp．MNP801转化香豆素的 

发挥性成分[1船]，桐花树内生真菌 GT 。。 1545发酵 

液化学成分r1 ，无孢类群真菌的分子鉴定[1∞ 等研 

究 ；对真菌胞外多糖 ，有南极树粉孢 鼠真菌胞外多糖 

分纯、结构和海绵内生真菌胞外多糖理化性质及清 

除自由基活性等研究；对真菌分离、鉴定、应用及分 

子生物学，主要有寄生海藻的卵菌和真菌[1 ]，海南 

某热带雨林丛枝菌根真菌[1弛]，灰黄青霉分子检测、 

蛋白融合基因[133]，酵母双杂交系统用于 WSSV结 

构蛋 白 VP39相互作用的宿主蛋 白基因[242，副溶血 

弧菌 tdh基因在毕赤酵母 中表达及溶血性[1弘]，半知 

菌 JYX Z1菌株 (Penicillium grisco falvum )对重 

金属的反应m ，酵母 、轮虫、小球藻、螺旋藻强化 的 

轮虫培育 3种仔鱼-13 等研究。 

6 养殖生物病患的微生物学研究 

病患从来都与生物相伴。有养殖对象，必有相 

应的病患发生 ，海洋 的养殖生物也不例外 。与此相 

伴而行的便是对病患微生物研究。多年来，中国海 

洋微生物学的研究，涉及养殖生物病患的课题始终 

是重头戏。在以往的基础上，2010年对病患等的微 

生物研究则更上一层楼，其研究规模更大、研究手段 

更新、研究成果更多。2010年研究对象 已经涉及约 

4O种各级各类动植物，研究方法包罗传统的和现代 

分子生物学 的，因而研究成果显示 出丰富多样 和方 

法多样化。主要研究对象是鱼类和甲壳动物。病原 

生物以病毒和弧菌为多，所用研究手段和阐明问题 

方法以分子生物学见长。反映了中国海洋微生物学 

的研究手段正在不 断更新中，因而其研究成果也正 

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中。对养殖生物病患的研究 

正在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穷于应付状态中走 

出。人们比以往更重视养殖环境和生态状态的综合 

研究治理，从更高更新更深的层次上阐明问题。 

2010年与海产养殖相关的微生物学研究成果 

主要有贝类、棘皮动物、软体动物、甲壳动物和鱼等 

方面的研究。对贝类，有青蛤鳗弧菌刺激后溶菌酶 

基因表达及磷酸酶活性[1。 ，菲律宾蛤仔育苗中光 

合菌 RPD一1的作用[1。引，牡蛎抗菌蛋白的制备及活 

性I1曲]，方斑东风螺肿吻症病原菌分离鉴定及药敏 

分析L1 。。，大扇贝单孢藻育幼体[1n]，厚壳贻贝抗菌 

肽基因的克隆与序列分析[5 ，缢蛏气单胞菌分离鉴 

定及毒性[1 ，贝类食用安全微生物检测I】。 等等的 

研究。 

棘皮动物：对海参，有常见病因及防治，腐皮病、 

表皮溃烂和肿嘴病病原[1 ，肠道及养殖塘菌群组 

成 PCR—DGGE分析口 ，肠道益生菌[1 ，越冬池浮 

游菌[1463，越冬期病因[]473，育苗期病因[1~83，灿烂弧 

菌胞外生物毒性[1 ，内生真菌胞外多糖[1。 ，养殖 

池浮游病毒与环境因子rl 等研究；对海绵，有真菌 

产物研究 。 

软体动物主要是海蜇腐烂等防治研究。甲壳动 

物：对三疣梭子蟹，有副溶血弧菌分离鉴定[673，底泥 

异养细菌群落[1 ]，抗菌肽基因克隆、重组、表达 。。] 

等研究；对锯缘青蟹，有弧菌病害防治术，致病菌分 

离 、鉴定 、治疗 ，围垦区爆病等研究 ；对鲍 ，有弧菌病 ， 

罗源湾爆发性死亡原因等研 究；对对虾 ，有 WS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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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病 ，综合 WSSV症早期基 因启 动子等研究 ；对 

中国对虾，有 WSSV基 因表达 ，5一溴嘧啶处理受 

精卵[I53]，兔 抗 WSSV 抗 体口 ]，自然 与人 工感 染 

WSSV[1弘]，益生菌 ZD02分离及在精养中作用_】 ] 

等研究 ；对 日本对虾，研究了芽孢杆菌在育苗中的应 

用；对南美白对虾，有褐斑病、红体病(桃拉病毒)及 

其它常见病的研究 ；对凡纳滨对虾，有美人鱼发光杆 

菌免疫、抗病，抗 WSSV 选育、抗病与免疫 ，芽孢杆 

菌解粪 ，枯草芽孢杆菌改水质作饲料 ，固定化微生物 

在养成应用，强降雨影响菌群落菌等研究；对沼虾， 

有芽孢杆菌作为益生菌的研究；对克氏原螯虾，研究 

了白斑症病毒对血细胞的感染。 

鱼类 ：对牙鲆 ，有 淋巴囊 肿病毒I1 ]，河流弧菌 

感染后血清抗菌_】卯]，鳗弧菌刺 激相关 的牙 鲆差异 

cDNA及表达[3 ，抗鳗弧菌病家系筛选_】 引，秦皇岛 

弧菌外膜蛋白[1 59]，鲶爱德华氏菌_1。。。等研究；对大 

菱鲆，有腐败菌生长曲线口盯]，中草药治肠炎口 引，工 

厂化 中的病 害 防 治[1 ，鱼 病 诊 断 和有 效 投 药 方 

法I】 ，海绵 等对 环境病原菌调控_】 等研究 ；对 大 

口黑鲈 ，有溃疡病毒，尖吻鲈凝结芽孢杆菌对消化酶 

及非特异性免疫酶的影响等研究；对卵形鲳够 ，有神 

经坏死病毒致病、外壳蛋白基因序列 ，发光菌分 

离鉴定[6们等研究；对红鳍东方纯，有哈维氏弧菌胞 

外产物致病的研究；对石斑鱼，有虹彩病毒 ORF162 

蛋 白表达 、纯化 、抗体 ，乳酸菌，RNA技术等研究 ；对 

斜带石斑鱼，有乳酸菌 在模拟 胃肠环境 中存 活的研 

究；对点带石斑鱼，有乳酸菌在模拟胃肠环境中存活 

的研究；对中华倒刺鲍，有灭活菌免疫后血免疫指标 

的研究；对黑鲷，有恶臭假单胞菌分离、鉴定的研究； 

对条石鲷，有尾白浊症病原恶臭分离、鉴定的研究； 

对罗非鱼 ，有益生菌[1 ，分鉴链球菌病及诊治『】 ]， 

无乳链球菌分离、鉴定、致病性_1。 ，耐冷腐败菌分 

离 、鉴定及生长[168]，海藻酸钠涂膜保鲜l_1∞]，芽孢杆 

菌制剂[1 等研究 ；对条纹斑竹鲨 ，有 哈氏弧菌对酶 

活影响的研究L1 ；对斑点叉尾鱼，有鲁氏耶尔森氏 

菌分、鉴及系统发育，虹彩病毒等研究；对黄鱼，有冷 

藏 中腐败菌鉴别 及能力[172]，抗 弧菌 的放线菌l_1”]， 

染哈氏弧菌后 血液及组织病 理 1 引，溃疡病组织病 

理口 等研究；对鲟，有烂腮、胃充气，病害调研防治 

等研究；对大泷六线鱼，有链球菌(与海肠链球菌似 

的)防治研究[1 5]；对鳗，有利斯硕氏菌分离鉴定、胺 

肾病病原分离、鉴定等研究；对军曹鱼，有神经坏死 

病毒致病性的研究 。 

7 论文发表情况 

分析相关刊物发表 的论文数量 ，可知 201o年中 

国海洋微生物学论文数约 350篇，比 2009年少一 

些口 。将文章大体分为基础和水产两类，水产学 

科的文章约 150篇，其余为基础(包括应用基础)性 

质的，后者比前者多 ，这似乎说明学者们对基础性课 

题比以往有所重视 。在相关刊物间比较所载的论文 

数量 ，按数量多寡排序 ，前 8份刊物依次是《中国海 

洋大学学报》(51篇)>《海洋科学》(26篇)>《海洋 

与湖沼》(25篇)>《微生物学报 》一《水学学报》(23 

篇)>《海洋学报》(20篇)>《中国海洋药物》(19篇) 

>《中国水产科学》(16篇)，这 8份刊物所载论文数 

占相关论文总数的 58 ，若加上《渔业科学进展 》和 

《齐鲁渔业》两刊的论文，则该比率升至 67．7 。学 

者们在学术性较强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比以往增多， 

少量中国学者还在国外刊物发表论文_2 引，这意 

味着学术水平有所提高。这些刊物的学术性、权威 

性都比较高 ，说明刊物主要性质由以往 以水产学科 

类为主向包括广泛的微生物学在内的综合性刊物转 

移 ，也表明学者们关注海洋微生物学 的主要眼光正 

在从水产方面扩展，即由侧重病害研究向全面研究 

转移。全年英文论文至少发表了2O篇，作者来自中 

国大陆、香港或是在国外工作／学习的华人。一些相 

关的国际会议在中国举行，证明中国学者在世界范 

围内论述观点 、展现成果的信心和愿望有所增强 ，能 

力和水平均有提高 。以上各点表明中国海洋微生物 

学研究正 日臻成熟 。 

8 结束语 

作者自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关注海洋微生物学 

研究的国内外动态，连续发表一些论述。就我们所 

掌握的材料看 ，中国海洋微生物学历经 6O余年的研 

究 ，整体正在进入成熟期 。中国相关学者 的数量、研 

究水平和研究成果都有很大增加、提高，有些研究已 

跻身世界水平。可以预见中国海洋微生物学研究将 

会在更加通 盘考虑和更加深广化 的努力 中再取辉 

煌 。当前我们不仅要追求论文数量 、质量 ，更要高瞻 

远瞩、关 注外 界动态 ，加强加 大经费投入。全面考 

虑 、统筹安排 、集中优势，有大的气魄，建立和巩固有 

自身特色的研究领域和路线。不仅要搞好自己领海 

的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更要有深海大洋意识，做大做 

强，为世界范围的海洋微生物学研究做出海洋大国 

乃至强国的应有贡献 。加强薄弱环节 ，比如深海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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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微生物学及微生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地 

位等等的研究。这包括研发方法、思路和仪器设备 

等的更新、创新和研制，以形成具有 自身特色并可持 

续发展的群体，而不仅仅是跟踪先进。只有这样 ，方 

能在世界范围内屹立于不败之地 ，方能成为真正的 

海洋微生物学研究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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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说明湾内人类活动及陆源排污产生 的石油类污 

染较少 ，海湾的石油类 污染 主要来源 于湾外海域。 

此外 ，防城港 重点海湾水质 Cu、Pb、Zn、Cd监测结 

果全部符合 一类海 水水 质标 准，重金属 污染 程度 

很低 。 

防城港近岸 3个海湾 的海水化学需氧量 、无机 

氮和活性磷酸盐的污染程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防城湾及珍珠湾的营养水平和有机污染程度也均呈 

现明显上升趋势。 目前普遍认为 ，近岸海域氮 、磷营 

养盐和耗氧有机物的大量输入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先 

决条件，而水体富营养化则是导致赤潮发生的物质 

基础 。在北部湾近岸海域中，部分城市所辖海域 以 

前有发生赤 潮的报 道L1 ，防城 港近岸海域 2010年 

前未曾有报道 。2011年 1O月底至 11月初 ，防城港 

东西湾海域发现一种赤潮生物——棕囊藻的暴发性 

繁殖 ，受天气和海水污染等因素影响 ，棕囊藻快速繁 

殖 ，影响面积波及整个 东湾和西湾小 部分海域 ，另 

外 ，防城港红沙一沙螺寮沿岸海域也受到钦州港海 

域赤潮 的影响。防城港近岸海域发生赤潮 ，说明海 

湾的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加重，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实 

施严格的陆地污染源排放总量控制，搞好沿海产业 

结构和工业布局，提高工业废水和市政污水处理率， 

逐步减少污水直接排海量，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执法 

力度 ，重视沿岸 在建 、已建 工程 的海 洋环境监督管 

理。同时，还要合理调整海水养殖业的布局，实行科 

学养殖，生态养殖，在潮间带宜林区开展人工种植红 

树林、修复滩涂湿地生态等海洋环境生态修复项 目， 

改善水质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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