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ｃｋ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ｈｅｃｋ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ｌｙ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ａｌ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ｓｈｏ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ｒ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ａｒｉｄ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ａｗａｉｔ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Ｃａ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ｗｈｅｎ ｗｅ 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ｘ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ｏ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ｌｉｐｉｄｓ； ｇｅ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ａｌｅ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ｉ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Ｒ＆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０１６ＹＦＡ０６０１１０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４１３３０１０３）．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ＸＩＥ Ｓｈｕｃｈｅｎｇ，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ｏｎ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 １９６７，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ｇｅ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ｍ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ｘｉｅｃｕｇ＠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７⁃０６⁃２３；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２０１７⁃１２⁃２１；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３

《地质论评》等继续被授予“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称号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 ２３ 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中国科学技

术期刊编辑学会、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全国高等学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

司主办的“２０１７ 中国学术期刊未来论坛”上，《地质论评》、
《地质学报》和《地质学报》（英文版）等
继续被授予“２０１７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

力学术期刊”称号。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是国际影响力指数 ＣＩ 在前 ５％的期刊，
每年共遴选 １７５ 种。 而前 ５％ ～ １０％的

１７５ 种期刊被授予“国际影响力优秀学

术期刊”称号。 国际影响力指数 ＣＩ 是

依据期刊被“ ＳＣＩ”统计源期刊等引用

的他引总被引频次（ＴＣ）和他引影响因

子（ ＩＦ）、ＪＭＩ 指数，依一定公式计算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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