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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水体，空气

高山，荒漠，极地

岩石，土壤，生物体，动植物残体和其他有机物

分布广泛



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有机物的分解者，生物间关系的调节者

自然生态系统

养分转化、物质循环、生态平衡

农业生态系统

致病、抗生、促生、有机废弃物降

解、提供食用



在现代科技中的作用

微生物学科领域的基本研究材料，也是生物

技术、相关生命学科领域的主要研究材料。

微生物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揭示各种生命

现象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材料，同时也为各种

现代生物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可能。



在现代产业中的作用

微生物在许多重要产品生产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食品酿造，医药生产，酶类生产，有机化合物生产

农用微生物制品：

微生物肥料，微生物农药，微生物调节剂，土壤和

环境修复剂，饲料添加剂，食药用菌



据估计，在发达国家微生物产品的年产值约占国民生

产总值的6－10％。继动、植物两大生物产业后，微生物产

业在20世纪已成为第三大生物产业。



微生物的特点与动植物显著不同，一般难以直

接从自然界拿来进行利用。在科学研究和生产中所

使用的微生物资源一般都是经过分离培养和保藏的

微生物菌种。

微生物菌种资源：可培养的、有一定科学意义

或实用价值的、具有相关信息的微生物菌株。是科

研、教学、生产开发中所使用和保藏的主要微生物

资源。



微生物菌种常用保藏方法

液体石蜡保藏法

蒸馏水及甘油保藏法冷冻干燥保藏法

液氮保藏法普通斜面低温保藏法



此项调查目的：掌握我国保藏微生物菌

种资源的数据和现状，了解存在问题，为我

国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有效保护、科学管理和

可持续利用奠定基础。



调查方法

按照“微生物菌种资源调查规范（试

行草案）”开展调查工作，采用通讯调查

方法，并对重点单位和存疑单位进行现场

考察，填写有关调查表格。



1．调查对象：各种保藏的可培养的微生物菌种资源。

2．调查范围：我国省级和中央所属农业科研单位。

3．调查内容：以菌株为单位，包括菌株所属的种属名

称、产地、来源、特点、主要用途以及保藏方法、保

藏条件、菌种状态和管理状况等。

4．结果的整理分析：在对调查数据整理分析基础上进

行菌种资源编目，对保藏微生物菌种资源状况进行分

析。



结果分析

整个调查工作覆盖了我国大陆地区全

部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省级农

林科研单位共有省级农业科学院25个、农

林科学院4个、农牧科学院1个、中央级农

林科研单位主要有中国农业科学院分布于

各地的30多个研究所、中国热带作物科学

研究院。



所有已调查全国省级以上科研

单位共保藏微生物菌种近6万株，其

中已定名微生物菌种30249株，分属

于679属2895种（去除单位间重复）。



保藏微生物菌种类群的多样性

全国省级农业科研单位已鉴定到种的10271个菌株。



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ACCC）已

鉴定到种的菌种11630株。



中国农业科学院各研究所（不包括ACCC和兽医类研究所）和

中国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已鉴定到种的菌种8348株。



总体上，保藏菌株数量最多的微生物类

群是丝状真菌，占全部保藏菌株数的35.7%；

其次是细菌，占全部保藏菌株数的34.7%，

第三位的是大型真菌，占全部保藏菌株数的

17.3%。



经对这些菌种的主要特点和功能用途分析，

保藏的丝状真菌菌株数量占比例最大。农业上

它是大多数植物病害的病原菌，也是用于生物

防治和环境修复的重要生物类群；在医药和食

品工业上，丝状真菌更是重要的生产菌。



细菌中部分为生物防治、生物肥料或用于

废弃物降解等方面的有益菌，少数是植物病原

菌或动物病原菌，在工业上则是很多药品的生

产菌。

保藏的大型真菌则多数是食用菌以及部分

药用菌。



经济价值较大的种类往往具有较多的菌

株，如主要的食药用菌栽培种、重要的植物

病原菌和具有某种重要特性的工业或农业生

产用种类，一个单位就常保藏有几十至几百

个菌株。

一般来说，菌种保藏专业机构或微生物

研究专业单位保藏的菌种大都已经鉴定到种，

有些单位信息较为完整，而以新功能、新药

物筛选等应用目的而保藏的菌种大都没有经

过种类鉴定。



各单位所保藏的菌种大部分为自己分离，

总体上，自己分离菌株数量占各单位保藏菌

株数量的53.6%。

除菌种保藏中心外，研究单位自己分离

的菌种所占比例较大。引进的菌种多数有重

要经济价值或作为分析、研究中的供试或对

照菌种，其中以食用菌引进的数量最多。



以食用菌为主的保藏的大型真菌中，引

进的菌株数量占各单位保藏菌株数量的81.5

％。其他微生物菌种中引进的比例一般不到

50％。在食用菌中单位之间相互引进比较普

遍，菌株流动频繁。



存在问题

1. 菌种信息不全、管理不够规范

有些单位保藏的菌种没有相应记录，或记录丢失。

很多菌种缺乏菌株的个性化描述，信息不足或没有附

加信息的菌种严重影响到该菌种的价值，影响到对它

的研究和利用。

2. 部分菌种名称混乱

大型菌尤其是食用菌存在大量品种名称，有些缺

乏学名和中文科学名称，有一定混乱现象。



3. 安全性没有保障

菌种保藏的备份较少；

常见冰箱保藏，没有其他方法备份保藏；

缺乏专门的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人员和专

用保藏设施，菌种很少采用多种方法备份保藏；

有些单位的菌种不能定期更新和维护，部

分菌种随着相关研究课题的结束就可能丢失。



对策和建议

（1）加强土著微生物资源的调查和

收集。在摸清已保藏微生物菌种资源家

底情况下，进一步开展土著微生物资源

的调查和收集工作，针对特有类群、特

殊环境、特定用途微生物进行调查、分

离、保藏和评价，丰富菌种资源。



（2）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强菌种
安全。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措施，要求
凡使用国家财政拨款从国外引进的微生物
菌种、使用国家财政拨款的研究课题获得
的菌种、作为品种审定或成果鉴定涉及的
菌种一律在国家级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保存备份，以此作为项目验收、成果鉴定、
品种审定的依据。



（3）强化管理，抑制菌种流失。建

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微生物资源

管理办法，严格微生物菌种资源的出境

管理，加强涉及微生物菌种资源相关领

域的对外合作管理，强化微生物资源保

护。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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