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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真菌病原菌和线虫病害会导致
土壤生态恶化，农作物减产乃至绝收等
严重问题，过去使用化学农药的方法虽
能有效防治，却也导致了越来越强的抗
药性。农业功能性微生物菌剂是解决这
一难题的绿色法宝，也是慕恩（广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娟的重点研发
方向。

“以微生物创造美好未来”，这短短十
个字，正是陈娟坚守多年的宣言。凭借
在微生物培养组学和功能微生物勘探方
面的学术积累，以及在微生物保藏、菌种
库构建方面的丰富经验，陈娟带领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打造了 22 万+高度多
样性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库，并开发出多
种功效显著的农业微生物菌剂产品。

从学成归国投身微生物产业，到采样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再到研发解决农业
痛点问题的产品，一路走来，陈娟始终为
微生物领域的科技振兴奋斗着。

2008 年，陈娟从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博士毕业，并顺利
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从事微生
物学研究。然而，这份稳定的工
作并没有让陈娟停下脚步，她深
知自己仍需汲取更多微生物学
知识。

彼时国内微生物组学的相
关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与国际
先进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一
方面是为了实现学习国外尖端
技术这个理想，另一方面是获得
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
陈娟决定在 2014 年暂别年幼的
女儿，独自前往荷兰皇家科学院
真菌多样性研究所 CBS，进行为
期 3年的访学和博士后研究。

CBS 是全球最重要的真菌
多样性研究中心，建有全球最大

的菌种保藏中心，在微生物的发
现、模式保存、系统分类学研究
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为陈娟提供了一片探索微生物
的沃土，也让她格外珍惜学习机
会。早上七点准时进实验室，一
直到晚上十点才离开，在荷兰的
日子里，陈娟每天与时间赛跑。
经过 3 年的研究，陈娟在国际上
首次重建了曲霉属巢状组、鹿色
组的自然分类系统，并围绕青曲
霉类真菌的多样性、系统发育及
多相分类开展了创新性研究工
作，发现新物种超过 50个。

完成博士后学业后，陈娟拒
绝了国外导师的热情挽留，毫不
犹豫地登上了归国的班机。回国
后摆在陈娟眼前的第一道选择
题，是进入高校研究所任职还是在

微生物领域创业。进入研究所意
味着稳定的收入和舒适的工作，而
创业则代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犹豫之际，陈娟想起母校中
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内，路甬
祥院士所题写的“微生物、高科
技、大产业。”需要在显微镜下才
能看到的微生物很小，但是能够
在多方面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微
生物产业却很大。

“ 微 生 物 可 以 被 应 用 于 医
药、农业、生物智造等多个领域，
因此急需更多科学家投入产业
端，开发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微
生物产品。”于是，带着造福更多
人的愿望和对微生物产业未来
发展的信心，陈娟在 2018 年加入
慕恩生物，有了科技工作者和创
业者的双重身份。

采集和分离只是微生物菌剂
研发的起点，如何开发出有效解
决农业痛点问题的产品也是悬在
陈娟心头的难题。为此，她针对
目前国内农业功能菌剂薄弱、缺
乏创新的现状，以改善种植土壤
微生态环境、防治土传病害、线虫
病害等痛点为导向，领导了多项
农业功能微生物资源发掘和产品
研发项目。

2020 年，蝗灾席卷我国新疆
地区，所到之处寸草不生，对当地
农业造成了较大危害。陈娟在那
时萌生了从菌种库中选择具有杀
虫功能的微生物的想法。很快，
她带领团队开展杀虫功能微生物
的项目，以蝗虫建立模型，筛选出
既可媲美化药又对环境友好的广
谱型微生物杀虫剂。

在杀虫微生物实验中，为了
尽可能减少实验误差，团队成员
必须克服恐惧，亲手饲养实验所

需的蝗虫。每筛选一轮实验，他
们都要孵育出上千只蝗虫，并使
用接种枪对每一只跳动的蝗虫接
种微生物菌剂，再开展后续实验
观察、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研究。

在立项两年后，团队终于找
到了3个具有杀虫功能的新物种，
并申请专利。目前，基于新型杀
虫微生物的产品正在生物农药登
记中，第一批测试样品已经在海
南、广东、浙江等地的杀虫试验中
表现优异。

除了在实验室埋头科研，陈
娟还格外重视在田间与种植户的
沟通。她时刻牵挂着各地的种植
户，随时准备以专业的农业技术知
识为他们“诊脉开方”。“只有到田
间地头检验产品是不是有效，向农
民朋友们普及如何正确使用产品，
真正让他们受益，才是我们科技工
作者做研究的最后落脚点。”

近年来，山东的大姜深受姜

瘟病侵扰，让辛苦了大半年的姜
农们损失惨重。某天晚上十点，
陈娟收到了当地农资供销社技术
人员的求助信息。即使身处远
方，她还是立即提供了微生物菌
剂和化学药搭配使用的解决方
案，并打电话详细解释使用方式、
浓度和频次要求，最终帮助姜农
们成功挽回损失。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为了
将科普宣传落到实处，陈娟还多
次邀请种植户前来参观实验室，
亲身感受微生物产品的效果。

如今，随着消费者对农产品
品质要求的日益提高，微生物菌
剂和微生物农药已经成为可持续
农业必要的一环。未来，陈娟将
带领团队继续开拓微生物的应用
功能，为种植户提供更多能够提
高作物抗逆性，促进植物健康的
微生物产品，助力乡村振兴和绿
美广东生态建设。

时刻牵挂种植户，直击农业痛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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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娟，慕恩（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生物
多样性首席科学家。专注于微生物资源发掘及产业化
应用，领导了生防木霉菌、解磷菌、杀虫微生物等多项资
源发掘项目，及抗干旱、抗盐碱篮状菌和杀害虫绿僵菌
的产品研发工作，申请专利十余项，并获得3项专利授
权，发表高水平论文40余篇。于2017年、2020年受邀在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合会IUMS做大会特邀报告；2020年
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21年获评广州市黄埔区创
新精英人才；2022年获评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用菌剂助力农业发展用菌剂助力农业发展，，以微生物创造美好未来以微生物创造美好未来
怀揣科研理想，只身出国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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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娟刚加入慕恩生物时，团队
只有25个人，菌种库内也仅有2万
个菌株。如今，公司已建立起一个
国际领先的，拥有 22 万多样性菌
株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库，并与国家
菌种资源库达成战略合作，共建

“国家菌种资源库华南生物技术中
心”，成为第一个被国家库授牌的
企业。

从 2 万到 22 万的巨大突破背
后，是以陈娟为代表的一批科技工
作者投入的大量精力。“22万株代
表着非常高的生物多样性，需要样
品的来源也非常多样。从西藏的
冻土到深海，再到一些人迹罕至的
森林，我们团队都去过。这是一个
既危险又很有趣的过程。”陈娟说。

广东、山东、云南……这些年，
陈娟团队采样的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每次结束采样后，他们还要以
最快速度将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
连续分离。在团队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慕恩菌种资源库的规模越来
越大。说到这里，陈娟非常自豪地
带记者参观了这间她倾注了数年
心血的高水平微生物菌种库，并打
开用于保藏菌株的-80℃超低温冰
箱，向记者展示每个冻存管上独一
无二的二维码。在数字化建设的
菌种库，研究人员只需要扫码，就
能追溯各个菌株的分离来源、分离
信息和生物学特性、基因组信息等
资料。

尽管为了工作，陈娟和家人相
聚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她还是对这
份科研事业充满热情，“当我们真
正开始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就
不会觉得辛苦，反而是一种享受。”

上高山下深海，打造22万株菌种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