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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俊 简 介 

一、基本信息 

徐俊，教授，2003 年获日本筑波大学博士学位。 

二、个人简介 

一直从事微生物学相关教学科研工作。主讲《微生物学》、《海洋微生物》和

《极端环境微生物》课程。 

曾任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责任研究员，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兼职

教授。上海市生态学会理事。参加中国大洋科学考察 2 次，任第 22 航次第一航

段首席助理（2010 年）。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项目课题、中国

大洋专项课题、国家 973项目课题等多项研究工作。参与“海洋微生物资源采集

与国家海洋微生物资源共享平台建设”，获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2012年，

排名第 11位）。获微生物学报 2017年度“突出贡献奖”。 

三、研究方向 

（1）海洋微生物天然产物生物合成机制；（2）极端环境微生物适应性机理；（3）

海洋微生物生态学研究。 

四、主要研究成果 

（1）鉴定和描述了 6 个海洋微生物新种；测定了 3 个海洋特色微生物的全基因

组序列（Streptomyces xiamenensis、Kangiella profundi 和 Pyrococcus 
yayanosii）。 

（2）发现红树林来源厦门链霉菌产生的厦门霉素具有良好的抗纤维化，解析了

厦门霉素的生物合成途径，并构建了高产该化合物的生物合成体系。相关成果已

获得中国专利授权 2项和国际专利授权 2项。 

（3）测定了深海严格嗜压超嗜热古菌 CH1 的全基因组序列，将其驯化为兼性嗜

压嗜热菌株。发展了此类古菌的基因敲除、基因沉默及基因回补的完整遗传操作

体系。发现了与该菌株嗜压、嗜热环境适应性相关的基因组岛和高静水压诱导表

达的基因簇。 

（4）从深海古菌及热液口环境基因组中克隆和表达了热稳定的酰胺酶和磷脂酶。 

（5）研究了中国南海陆坡区海水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结构的变化规律。首次揭示

了一类海洋细菌 Kangilella 的生态功能是参与海洋蛋白类有机质降解而非烷烃

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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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研科研项目情况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976085，深海来源超嗜热火球菌高静水压应

激基因簇的功能及其调控机制研究，2020/1-2023/12，62万元，主持。 

2.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676121，超嗜热嗜压古菌Pyrococcus 
yayanosii中多模块基因组岛PYG1的功能和相关适应性研究，2017/1-2020/12，

71万元，主持。 

3. 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深海关键技术与装备”专项“深海热液区生物资源研

究与应用评价（2018YFC0310700）”项目下属第4课题“深海热液区微生物功

能基因与酶应用潜力评价”的研究，2018/8-2021/12，63.5万元，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