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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一 

  微生物参与自然界物质循环，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在土壤形成、肥力保护、病虫治理、环境净化与污

物降解等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微生物又同饲料、食品与轻化工产品的生产直接相关，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

领域。近年来，基因组学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农业微生物资源的研究不仅迅速进入了分子

水平，而且从个别基因的研究扩展为对微生物基因组与蛋白组的全面分析，以及对基因功能与作用机理的深入

探索。微生物功能基因研究已成为生命科学领域中十分活跃，最具创新性的发展前沿之一。面对21世纪生态环

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两大中心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已把各类微生物基因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新兴的生物技

术发展领域。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也是从高起点切入发展科技，争取后来者居上的有利时机。我国是世界

微生物资源大国，各类有益微生物的应用已有久远的历史。在国家多年的支持下，农业微生物研究有了长足的

进步，尤其是在杀虫、固氮和饲料用微生物制剂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我国农业生产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有关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的总体水平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主要

表现在： 

  第一，我国现已收集的微生物资源仅占世界报道总数的10％，大部分资源还深藏未露，无人问津。由于资

金不足，研究滞后，对已收集到的农业微生物资源也未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利用，至今仍分散于不同部门和单

位，有的甚至流散于个人手中，保存尚难为继，更谈不上系统研究和有效利用。 

  第二，对于农业微生物资源的研究，目前多限于表型鉴定与生物学特性的一般分析，对微生物遗传背景、

基因调控及作用的分子机理知之甚少。总体上看，跟踪性工作较多，原创性成果缺乏。 

  第三，农业微生物菌种筛选与改良目前仍基本上依赖于传统手段，致使活性难以进一步提高，产业化潜力

难以充分发挥。目前，我国微生物产值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的3％，国外一般达5％－10％。 

二 

  为了加强农业微生物基因资源发掘保护和研究利用，建议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扩大资源调查，构建技术平台 

  要尽快建立我国农业微生物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体系，建设国家农业微生物资源保藏中心；扩大农业、自

然与特殊环境中微生物资源调查与收集；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方法，进行微生物杀虫、防病、生物降解等功能基

因的鉴定与分析；建立以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农业微生物基因资源数据库与信息网络。 

  2.加强基础研究，促进源头创新 

  基因组学的兴起为深入揭示各类微生物基因结构与功能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高通量、大规模、自动化的研

究手段。要及时抓住这一技术发展的机遇，针对我国实际情况，选准切入点，适时开展农业微生物结构基因组

与功能基因组研究。鉴于苏云金芽孢杆菌(Bt)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在新一代抗虫农作物和微生物农药开发应用中

的巨大价值，而且我国已具备较好的相关分子生物学研究基础，建议将Bt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首先列入国家

“863”和“973”计划，并尽快启动。 

  3.确定研究重点，加快应用进程 

  建议将某些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又可能在研究开发中取得较大突破或较快进展的项目，如杀虫和防腐微生

物农药，食品和饲料微生物酶制剂，环境污染治理微生物等列为“863”等国家计划“十五”后三年的重点项

目并加大支持力度。为了加快产业化步伐，也要重视先进生产工艺，适用加工剂型等研究，尽快提高农业微生

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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