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城/2018 酶工程专刊序言 

Chinese Journal of Biotechnology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Jul. 25, 2018, 34(7): 1021−1023 
DOI: 10.13345/j.cjb.180251 ©2018 Chin J Biotech, All rights reserved 

 

                           

Received: June 19, 2018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g Jin. Tel: +86-10-64807425; E-mail: jinc@im.ac.cn 

1021生 物 工 程 学 报  

                                                               

 

金城  博士，研究员，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现任广西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真菌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兼职研

究员。1987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1990 年于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获硕士学位，1993 年在中国科学院获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96−1997 年在美国

阿肯色医科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97 年回国后在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被聘为副研究员；1999 年被聘为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现任亚洲糖生物学与糖工程联盟执委，中国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及酶工程

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生化学会理事及糖复合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微生物

学通报》副主编，Glycoconjugate Journal 和《生物工程学报》编委。从事微生物酶与多糖生物合成及

功能研究。已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杂志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 60 余篇，获专利授权 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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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酶工程是酶学与工程科学融合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是现代生物技术的支柱之一。为促进国内酶工程研究

的发展，本期“酶工程专刊”集中展现了我国酶工程专家学者在酶工程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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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for special issue on enzyme engineeri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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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zyme engineering combines enzymology and engineering, and is one of the major fields of modern 

biotechnology. To promote enzyme engineering research in China, we present in this special issue with reviews and original 

articles focusing on recent relevant advances reported by Chinese 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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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工程是酶学与工程科学融合的综合性科

学技术，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第一届国际酶工

程会议提出了“酶工程” (Enzyme engineering) 的

名词后，酶工程与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的其他学

科一直在紧密地相互促进，酶工程也在研究内容

和手段上与结构生物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

发酵工程、代谢工程、合成生物学等学科相互交

融，成为现代生物技术的支柱和核心之一。另一

方面，随着酶工程的发展，酶的大规模生产应用

至今已有半个世纪，基因工程酶的应用和酶的新

应用领域开发，使酶得以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

产、生物能源、环境保护与治理和人类健康方面，

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酶工程产业。 

1989 年 7 月在邹承鲁院士、张树政院士和国

内著名专家倡议下，在黎高翔研究员、俞耀庭教

授和袁中一研究员的积极组织下，成立了中国微

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酶工程专业委员自

成立伊始，就积极组织国内外同行开展广泛学术

交流。从 1989 年至今已举办了 11 届全国酶工程

会议；1990 年开始组织两年一次的中-日酶工程

会议，至 2004 年韩国加入形成了中-日-韩酶工程

会议，迄今为止已连续成功举办了 15 届。经过

近 30 年努力，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也见证了我国

酶工程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促进我国酶工程研究领域的交流，2017年

10月18−21日酶工程专业委员会与湖北大学在武

汉举办了第十一届中国酶工程会议。《生物工程

学报》特别组织刊发了“酶工程专刊”，本期专刊

邀请与会的著名专家和部分青年学者，撰写了综

述与研究报告16篇，包括生物制造发展趋势[1]、

杂合酶的设计[2]、疏水性氨基酸羟基化[3]、酶的分

子改造[4]及生物转化[5]方面的综述，也有酶的分子

改造[6-9]、酶促合成[10-11]、新酶的发现与表征[12-16]

等方面的研究报告。专刊的文章不仅总结了酶工

程领域近年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反映了当前酶工

程研究的发展趋势，即：1) 注重酶学基础研究，

综合利用生物信息学和结构生物学方法开展酶

的结构与功能研究；2) 关注酶的分子设计，通过

定向进化、理性设计、化学修饰等手段获得更加

有利于应用的酶学特性；3) 重视新酶的发掘，从

极端微生物、不可培养微生物中寻找新的酶。 

值此专刊出版之际，我谨向所有为本专刊提

供稿件的同行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抽

出时间，分享他们对酶工程领域相关问题的思考

和最新研究成果；向所有参加审稿的专家表示谢

意，感谢他们在本专刊审稿过程中表现出的高水

平学术判断力和专业水准；向《生物工程学报》

编辑部表示谢意，感谢他们在本专刊策划和组织

过程中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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