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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兽医学科主任、动物生物安全与公共卫生防控科技创新团队首席科学

家。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WOAH 布病参考实验室首席专家，FAO 布病参考

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全国动物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

会委员，农业农村部第七届新兽药评审专家库专家，农业农村部第七届中国

兽药典委员会委员，《微生物学通报》副主编，Frontiers 子刊 Veterinary 
Bacterials Zoonoses 栏目主编，扬州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荣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中国青年科技奖、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

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领军人才、全国农业先进个人、农业部十佳青年、全国农业先进

工作者等。 

摘  要：2017 年 12 月，《微生物学通报》首次与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合作

推出“兽医微生物学主题刊”，集中刊登了兽医微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病原分离鉴定、诊断方法、分

子流行病学及兽用生物制品研发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及成果。主题刊发表后引起了同行及读者的广

泛好评。2019 年末，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人类的生活、工作与学习带来了巨大影

响，也让病毒、变异、核酸检测、疫苗等词汇快速进入大众视野。“同一健康” “公共卫生” “生物

安全”在社会层面被广泛认知，兽医微生物学对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愈加突显。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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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背景下，时隔五年，《微生物学通报》与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再次达成共识，联合推出“兽
医微生物学主题刊”第二季，旨在系统梳理我国兽医微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与新产

品，搭建兽医微生物学科研工作者学术思想与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展示平台，推进学科发展与繁荣，

为健康中国、健康世界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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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约 70%的传染病是人兽共患传染病，

防控动物传染病、阻断动物疫病向人的传播是人

类传染病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兽医微生

物学涉及动物疫病防控与微生物学等相关理论

与技术的交叉，研究内容广泛，是兽医学、微生

物学、公共卫生学等重要的基础学科[1-2]。在新型

冠状(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兽医科

研人员在动物感染模型构建、病毒溯源等方面做

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3-4]，充分体现了兽医学科

在公共卫生中的重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非洲猪瘟不仅是公众关注的

高频词汇，也是科研领域尤其是生物学、医学及

兽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无论是新冠病毒溯源

还是非洲猪瘟的科学防控，动物健康都直接关系

到人类健康并影响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成为社会

共识，动物健康研究领域也赋予了许多新的内

涵。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将整合领域内优势

资源开展联合科研攻关，搭建良好科研合作与成

果转化平台等举措为动物健康保驾护航，为人类

健康服务。围绕动物健康研究领域，依托中国微

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先后获批科

创中国-“动物健康专业科技服务团” “动物生物

安全与健康管理决策咨询专家团队”及“动物健

康创新基地(产学研协作类)”三类科研、技术服

务与转化的平台。领域内专家或科研机构依托上

述平台，可以向中国科协或政府管理部门提供动

物健康领域的咨询与决策建议，也可以面向全国

相关领域或养殖企业推出动物健康相关的新理

念和新技术，解决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问题；基层单位或养殖企业可以在生产实践中

“出题”，领域专家依托专长进行“答题”，一对

一高效解决实际生产问题。上述平台的搭建，

旨在打通科研机构-管理部门-动保行业-养殖企

业等动物健康领域全链条高效对接，更精准、

更高效、更优质地为动物健康服务，为人类健

康保驾护航。 
2022 年 8 月 12 日至 15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在长春成功举办 2022 年学术论坛。此次

论坛由吉林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以“新时代，

兽医微生物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从事

兽医微生物学研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专

家、研究生等总计 141 人参会，围绕兽医微生

物学、微生物致病机制与免疫机理、兽用生物

制品与诊断试剂、人兽共患病及防控等领域新

思想、新技术、新成果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和

研讨。组委会安排了 26 场大会报告，既有宏观

战略和前沿进展，也有兽医微生物学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病毒、细菌、支原

体等的增殖与致病机理、病原生物学、感染与

免疫、新型诊断制剂等领域。 
《微生物学通报》是以微生物学应用基础研

究及高新技术创新、应用为主的综合性期刊。刊

登内容有工业、环境、农业、食品、兽医、药物、

医学微生物学，微生物蛋白质组学、功能基因组、

工程与药物、技术成果产业化研究，以及微生物

学教学研究改革等诸多领域。2017 年 12 月，《微

生物学通报》与中国微生物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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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员会合作推出了“兽医微生物学主题刊”，刊

登了兽医微生物学研究领域重要进展及成果，引

起了同行及读者的广泛好评。本期“兽医微生物

学主题刊”是《微生物学通报》与兽医微生物学

专业委员会的再次合作，期望在新冠肺炎常态化

防控背景下，为兽医微生物学科研工作者搭建学

术思想与科研成果的交流与展示平台，推进学科

发展与繁荣。本主题刊稿件主要来自中国微生物

学会兽医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学术论坛

评选的优秀论文及专家学者的踊跃投稿，稿件经

严格评审后择优录用。论文研究内容涵盖病原分

离与鉴定[5-6]、病原生物学与致病机理[7-8]、分子

功能研究等基础研究 [9]，也包括诊断与检测方

法[10]、新型疫苗开发[11]等应用研究，兼具深度

和广度，展现了兽医微生物学“顶天”和“立地”
的研究导向。期望《微生物学通报》“兽医微生

物学主题刊”形成领域同行认可的学术交流与

知识传播平台，为健康中国、健康世界贡献智

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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