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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的职能、作用
与管理举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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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外重要保藏机构的特征、功能、作用等进行了系统分

析。针对世界各国发展微生物资源信息规范化、信息化、网络化管理的紧迫需求，对国内微生物资源的管理措施进行了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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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Analysis

of Modern Culture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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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rend of the global standard interact management and based on the history roles

of main functions of culture collection of the world，some ideas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for modern culture

collection in China were brough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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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7—11日世界培养物保藏联合

会(WFCC)在德国Goslar举办第十一届会议

(ICCC一1 1)。自ICCC一8至ICCC—11，其会议主

题一直紧紧围绕微生物资源中心的使命与未来

展开。由ICCC一8的主题是资源保藏中心与生活

质量提高；ICCC一9的主题是新世纪的微生物遗

传资源的重要性与人类的密切关系⋯；ICCC一10

的会议主题转为“生物资源中心与创新”121，IC—

CC一1l的会议主题变为“科学为服务，服务为科

学”131。进入2l世纪后，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础

的微生物资源保护及利用将是未来全球生物资

源竞争的一个战略重点，由此，提高微生物资源

保藏机构的保藏、服务能力，可为国家科技事业

发展提供资源支撑。

第一作者简介：顾金刚(1973一 )，男，助研，研究方向是农业微生物资源学、农业弃物肥料化利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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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

的发展历程

微生物菌种资源保藏机构缘起欧洲，捷克微

生物学家Fran—tisek Kral最早从事微生物菌种

的公共性保藏。1890—1911年间，Karl收集保藏

了世界上一大批有价值的菌种，并于1900年、

1902年、1904年和1911年连续出版菌种目录。

191 1年7月22 13 Karl去世后，Ernst Pribram教

授负责保管Karl的菌种。并于1914年将Karl的

菌种带到奥地利维也纳州立血清研究所。191 1—

1914年期间，由于疏于管理和受保藏技术的限

制，大部分菌种失活。第二次大战前夕，Pribram教

授将Kad保藏室的部分菌种带到美国芝加哥

loyola大学，1938年Pribram教授遇车祸去世，带

去的菌种命运也无从知晓，留在欧洲的菌种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毁掉【4I。除Kral建立的菌种

保藏室之外，20世纪初在巴黎、比利时、伦敦和日

本的有关研究所也相继建立了几个菌种保藏机

构，但无法找到相关资料。延续至今的是于1906

年在荷兰建立的CBS(Centralbureau voor Sehim·

melcuhures)。随后，美国、13本、英国等一些菌种

保藏机构相继成立。如美国于1925年成立了

America Type Culture Collection，简称ATCC o

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

了以下3个阶段。

1．190011963：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的兴起

阶段。此阶段主要由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学会以

及研究所发起，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相继成立

专门的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微生物菌种保藏机

构独立于任何学术团体之外，处于分散发展阶

段，其发展目标、运行规范程序具有自发性，微生

物菌种的保藏数量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在此期

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除荷兰的CBS

等少数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幸免于难得以保存

外，绝大多数的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及其微生物

菌种丧失殆尽。

2．1963—2004：探索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规

范运行。应Skerman教授等人的提议，国际微生物

学会协会(IAMS)于1963年增设微生物菌种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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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委员会，根据IAMS的建议，于1970年成立

世界微生物培养物保藏联盟(WFCC)。1963—

2004年间，WFCC共计召开10次国际会议，多次

举办培训班，促进培养物的分类鉴定、保藏技术

研究与应用等。在WFCC标准化委员会工作推动

下，由Dr．Hawksworth等人主编(wrcc关于建

议与运行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指南》于1990年

出版，并于1999年发布第二版。《生物多样性公

约》签署后，WFCC出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

下的异地保存微生物遗传资源的框架计划》。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

下，WFCC于1972年建立了世界数据中心(世界

微生物菌种数据中心，WDC)，由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的Skerman教授主持，1986年该中心移至13

本东京，更名为世界微生物资源信息中心WD·

CM。各国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相距开展了数据

库建设及网络共享等方面的工作。

3．2004至今：生物资源中心(BRC)建设发展

阶段。1999年，在“支持BRCs科技基础设施

OECD”东京研讨会上，OECD参加国在建立BRCs

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2004年，WFCC的第十

届世界培养物大会的主题思想是将原有的微生

物保藏中心改进为资源中心。或建立新的微生物

资源中心模式的保藏机构121。2004—2007年，

OECD一直进行“BRC”建立及操作指南编撰工

作，2007年出版了{OECD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Biological Resource Centres)，并对BRC的定

义、职能及范围做了很好的诠释。2007年10月

7—11 13在德国Goslar举办的第十一届培养物保

藏大会，更进一步在保藏机构中推进了BRC的认

证管理及操作工作，将微生物保藏机构的管理纳

入国际标准行列⋯，从而希望能够通过菌种保藏

机构13常的管理运转，为大众提供更为广泛、有

效的科技服务。

我国近代微生物菌种保存始于上个世纪20

年代，仅有零星的菌种存放于相关酿造实验室。

1950年冬，方心芳提出了设立全国性微生物菌种

保藏机构的建议。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菌

种保藏委员会。1953年初，菌种保藏委员会成为

具有实体的科研机构161。此外，一些从事微生物

的研究单位相继成立了菌种保藏组，如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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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菌种保藏组，开始收集

以根瘤菌、农用抗生素产生菌以及微生物肥料用

菌等农业微生物菌种；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

收集医学细菌等。1979年，在原国家科委的组织

领导下，召开了第一届全国菌种保藏会议，成立

了中国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委员会暨6个专业

性保藏管理中心。1984年7月，召开了第二届全

国菌种保藏会议，成立了第7个专业性保藏管理

中心。此后，教育部成立了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

管理中心，一些大学、研究所成立了专业微生物

保藏机构，如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等。

2 21世纪微生物菌种中心

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第一，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微生物

在众多领域的应用，持续提供高质量、高标准生

物材料是微生物菌种中心长期面临的核心任务，

加紧建设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自身管理质量认

证体系是首要任务。国际上一些微生物菌种保藏

机构已经完成了质量管理、实验室认证，如

CABI、DSMZ、ATCC等，详见表1【51，我国一些微

生物菌种保藏机构也已开始进行认证工作(表

1)。

第二，微生物菌种信息化、网络化以及科学

数据的多元化是促进科技创新的关键。目前，世

界各国政府和众多企业都非常重视生物信息技

术。发达国家的菌种保藏机构已完成数据库网络

的建设，一些地区的菌种保藏机构的共享网络正

在形成，如欧洲培养物保藏网络、www．cabri．org、

亚太地区的微生物网络已经完成了数据库的制

定，WFCC目前正在倡导建设微生物资源信息的

全球微生物资源网络。

第三，微生物资源的挖掘利用与保护保存是

微生物资源工作的核心，微生物新种属的发现认

知，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巴斯德研究酵母

表l 部分WFCC微生物菌种机构成员及其认证情况(David smith，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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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算人类开始有意识利用微生物资源的话，至

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后，则是

大规模利用微生物资源的黄金期，并且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分子生物学

技术的发展，人类才意识到我们所认识的微生物

仅仅是实有数的1％一10％，甚至不到千分之

一。例如，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真菌仅占5％，实际

可能有150多万种，所知道的细菌仅占12％，而

实际可能有4万种。如果说我们所认识到的微生

物资源仅占实有数的10％，而实际被人们利用的

还不到0．1％，对微生物功能多样性的认识有待

于进一步加强，微生物的开发利用有巨大的提升

空间。ICCC一11会议上的微生物生态型

(phenotype)川的提出，对于理解、研究微生物资

源的多样性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高通量、大量地筛选、鉴定微生物菌种

资源是新时期资源高效利用的前提。由于研究条

件限制、研究力量不足和运行、管理的机制不健

全等原因，很多已分离、保存的微生物菌种资源

缺少较全面的特性评价，对于菌种的信息了解甚

少，有的连最基本的菌种信息都不全。已有的评

价工作大多停留在表观性状或产量性状，缺乏对

遗传信息、代谢产物信息、基因信息等的了解，不

能满足对菌种资源质量的要求，严重影响了对微

生物菌种资源的研究和开发，大量资源的作用未

能充分发挥。

3 微生物菌种资源

服务体系的特征

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自成立之日起，即是公

益性运行性质。综观国内外运行良好的微生物菌

种保藏机构，主要体现以下特征：

(1)稳定性。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的稳定性

包括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的稳定存在、科技人员

的稳定、运转经费的稳定等。微生物菌种保藏机

构从事微生物菌种资源收集、保藏、鉴定、整理等

工作，需要科技人员的持续投入与参与，科技人

员的变动、流失都会对微生物资源工作产生较大

影响。CBS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微生物菌种得以

长期保存。我国微生物菌种资源保藏工作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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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90年代曾经经历过低潮，菌种中心曾经陷

于停滞状态，从而直接影响了我国的资源保藏事

业的发展。

(2)长期性。微生物资源机构长期稳定的存

在，对于本国、本地区的微生物学研究与产业的

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世界各国的科技发

展规划中，如何保证资源保藏机构长期稳定存

在，并持续为科技创新服务，是共同面对的重要

课题。我国微生物资源保藏与发达国家相比，由

于缺少稳定的长期支持，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

所保藏的微生物菌种资源数量与质量都存在一

定差距，需要长期积累。

(3)前瞻性。微生物资源保藏机构的研究应

具有前瞻性。荷兰菌种保藏机构CBS与英国的

CABI是世界著名的菌物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

主导国际菌物学的研究；德国DSMZ的原核生物

分类研究在国际上具有独特地位；美国ATCC在

开拓资源应用领域和市场方面也具有独特地
。

位。我国的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需持续在资源收

集领域保持前瞻性，如加大对海洋、高温、盐碱、

低温、厌氧、高渗等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的分离、

收集、分类、鉴定、保藏工作，注重抗生素、酶制

剂、发酵有机物制品、农用微生物制剂、疫苗、医

学诊断、微生物医药学、食品工程、微生物降解

剂、生物转化、海洋功能等的验证评价研究，只有

这样才能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共享

服务。

(4)规范性。微生物菌种资源机构能够持续

提供高质量的生物材料，结合OECD提出的BRC

概念，达到IS09000以及IS010725认证要求，各

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或供应实体，根据自己

的实际情况，编写规范管理程序，按照要求进行

认证管理。

4 资源管理措施新思考

(1)加大支撑服务能力建设。通过国家项目

支持，加强各类微生物菌种资源收集、保藏的投

入力度，注重收集、保藏动、植物、人类的重要病

原微生物，并开展安全评价工作；加强微生物菌

种功能验证、评价工作，提高快速分类鉴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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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对保藏技术的储备研究，结合微生物菌种保

藏的现代化改造和建设，提高各类微生物资源长

期、安全保藏的技术能力。

(2)资源集成配置建设。组织全国微生物专

家，建设分类、鉴定专家信息数据库，建设微生物

资源的检索数据库，利用先进的网络、数据库技

术，在存储微生物多元化信息数据的基础上，构

建微生物菌种资源的搜索系统，对国内微生物资

源检索“一站式”的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资源利用

的信息反馈机制，集成资源效用数据。

(3)共享环境与制度建设。制定微生物菌种

资源共享服务规范，微生物材料的规范转移秩

序。通过研究制定符合各专业微生物菌种保藏机

构的MTA协议，并宣传贯彻，从而在国内微生物

菌种资源的共享交流方面形成有序流动的局

面。

(4)人才队伍发展。稳定一批专业收集、保

藏、鉴定、管理的科技人员队伍，提高专业共享服

务能力，并力争在微生物资源分类、微生物资源

评价、生物资源信息学方面促进人才队伍的成

长。

(5)培训与宣传。定期召开培训班，宣传贯彻

规范化描述与多元化信息积累的要求；进行微生

物安全保藏的技术规范与长期存活的检测技术

培训；召开微生物资源研究与管理学术研讨会，

逐步提高微生物资源平台建设的分类、鉴定水

平，协调管理，促进共享资源的高效、有序流动，

在微生物资源的规范管理及交流方面加强宣传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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