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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学学科简介 

微生物学作为基础生物学，不仅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基于物理和化学原理探讨自然生命过程的有关研究材料，而且作为

应用科学，微生物学已经涉及医学、药学、工业、农业和环境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当今微生物学各个研究领域之间的延伸

和相互交叉，微生物学和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是构成现代微生物学的显著特征。沈阳药科大学设置的微生物学科属于生

物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内涵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综合进行微生物代谢、微生

物生物转化、微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领域内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是培养我国微生物药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 

沈阳药科大学设置的微生物学科属于生物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先后是微生物制药、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制药等专业的重要支撑学科，在此基础上培养各类生物制药技术人才，历经五十年，先后向国

家重点制药企业和科研院所，如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四川抗生素所,福建微生物所、云南微生物所、上海

医药工业研究院、天津医药工业研究院以及国有大型企业东北制药、华北制药,哈尔滨制药、山东鲁抗等制药集团输送了

大批技术骨干。 

微生物学的培养目标为利用微生物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综合进行微生物代谢、微生物生物转化、微生

物药物研究领域内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培养我国微生物药学和生物技术制药方向人才。 

本学科设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发酵工程、微生物代谢等领域具有多年研究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在国内处于领

先水平。到目前为止，已形成具有良好生源基础条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明确的研究方向、各层次科研项目充足的资金

来源和学校多个工程中心、实验中心的保障等学科优势。自1998年以来，共承担科研项目30余项，其中国家重大专项4

项、国家自然科学、“九五”攻关项目和省、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共14项，企业项目20余项，获得科研经费300余万

元。近5年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收载30余篇；出版的代表性专著（或授权发明专利）共计18项。 

微生物学科内拥有一支在年龄、职称、学历等诸方面结构合理的教学科研梯队，现有教师20人，其中教授4人（博士生

导师3人）、副教授9人，讲师7人，85%具有博士学位。另有高级工程师2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4人，共计拥有教、科研人

员26人。多人留学日本、香港、英国和美国，科研经验丰富。 

主要研究方向介绍： 

方向一：微生物代谢工程 

建立在对微生物基因组或者代谢产物的合成途径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基因簇定位的基础之上，对微生物次级代谢产物合

成途径基因进行克隆、阻断、突变或者互换，阐明代谢产物生物合成途径和调控机制，改造微生物基因结构，产生一些非

天然的基因组或杂合基因，有目的阻断某些代谢产物的合成或者产生许多新的“非天然”的新化合物，用于具有重要意义

的抗生素及其它一些生理活性物质的生物合成途径和代谢工程的研究。 

方向二：微生物转化 

利用微生物酶可高效地、选择性地生物转化一种化学结构进行某种化学反应，具有工艺简单、质量好及环境污染小等

优点，减轻野生资源不足，获得化学法无法生产或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新结构、新材料，新活性物质。通过对微生物酶

结构解析，构建功能酶蛋白模型，进行分子对接，并以此为依据对酶基因进行定向改造，提高其对特定底物的催化效率，

获得具有新催化性质的酶分子，将其应用于生理活性物质的制备中。 

方向三：药用微生物资源及发酵工程 

包括微生物资源的搜集、整理、系统鉴定及利用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微生物在生态环境中的作

用、代谢调控机制、以及群落形成行为等，为微生物菌株的分子生物技术改造提供理论基础；建立并应用各种基于不同发

病机制和药物作用机制的模型，筛选一系列微生物活性代谢产物。另一方面，对上述物质发酵过程通气与搅拌、工艺控

制、发酵动力学、过程检测与自控、中试和放大等代谢过程的研究，是制备品种优良的生物医药产品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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