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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生物与环境关系十分密切
,

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
。

在这个统一的正常的自然环境中
,

数以

亿万计的徽生物和动植物一起
,

在自然物质循环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微生物既形 成 有机 物

质
,

又分解有机物质
。

所有动植物死亡后
,

都经过徽生物分解
,

形成最简单的无机物质
,

再度为

植物和徽生物利用
,

从而完成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
。

这个物质循环是合理而相互平衡的
。

上世纪五十年代 以来
,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

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过程中
,

产生了许许多多

的新的化学物质
,

其中大部分是剧毒的
。

这些新的化学物质
,

不能轻易通过自然界物 质分 解循

环
,

从而污染了环境
。

在污染了的环境中
,

微生物与污染物质的关系
,

可分为污染物质对微生物的作用和微生物对

污染钩质的作用
。

污染� 砚对徽生铆的作用
。

污染物使海洋
、
河流

、

湖泊
、

土壤原有微生物生态系 统 发 生 变

化
。

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城中
,

细菌总数降低
,

一些有益微生物如固氮细菌
、

解磷细菌和纤维分解

蔺等受到抑制
。

施用农药
,

破坏了土壤中微生物的正常繁殖
。

国外一些地区
,

由于土壤中微生物

数量减少
,

投入稻草等有机物质
,

�

已很难腐烂
。

目前
,

这方面的研究
,

国外已在应用电子计算机

技术对徽生物生态系统进行系统分析
,

以期建立数学模型
,
为环境预测

、

评价和控制污染提供理

论依据
�

�

攀生钧对污染物质的作用
。

微生物对污染物质的转化降解
,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徽生物对汞的转化
。

元素汞分布于自然界
,

但除含汞地带外
,

一般浓度极低
。

随着工厂含汞

废水的排出
,

含汞杀菌荆
、

杀虫剂的使用
,

增加了环境中汞的污染
。

环境中汞的形态 包 括 元 素

汞
、

一价汞离子
、

二价汞离子和有机化合物
,

其中以甲基汞的毒性最大
。

五十年代
,

日本发生的
“水侯病东

,

是世界闻名的甲基汞中毒事件
。

瑞典
、

美国
、

日本和我国对微生物转化汞作过一系列研究
,

并已发现参与 无 机汞 转化为甲

基汞的徽 生 物有
�
匙形梭菌 �� �� � �� �� � � � � � � � �� � � �� � �

、

荧光假单胞菌 �� � � � � � � � � � “

��� � � � � � � � � �
、

草分枝杆菌 �� � � � � � �七� � �� � �� �� ��
、

大肠埃希氏菌 �� � � � � � �� � �� � � ���
、

产气肠杆菌 �� � �� � � � � � �� �  � � � � � � � � �
、

巨大芽抱杆菌 �� � � ���� � � � � �无� � �� � � 等都能

由� �
� �

形成甲基
。

真菌方面
,

发现黑曲霉 �� � � � � � ���� � 对� � � �
、 ·

粗糙链抱霉 �� � � � � � � � �  

� �  � � � �
、

短柄帚称 �� � � � � �� � �� � � �� � � � � �� � � ��日� 和啤酒酵母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细胞中含有甲基汞
。

足见
,

无机汞在徽生物作用下确实存在甲基化的过程
。

另一方面
,

自然界中也有一些微生物能分解汞形成元素汞
。

我 国徽生物土作者研究天津蓟运

河下游河段中抗汞细菌分布表明
,

抗汞细菌的种类有假单胞 菌
、

棒状 杆 菌 �� � � � � � � � � � � �

� � � �� � �� � �
、

节细菌 �� � �� � � � � � �� � �
、

库特氏菌 �� � � �� �� �
、

埃希氏菌
、

肠细菌
、

产碱杆

蔺 �� �� �� �� � � 朗� 和芽抱杆菌等
,

其中以假单胞菌为最多
,

约占总抗汞菌量的�� 一��  
。

据介



绍
,

酵母菌能将� �
� �

还原为元素汞
。

汞的形态转化与汞的浓度及环境中的温度
、

营养
、

� �
、

溶解

氧状况等因素有密切关系
,

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微生物的活性
。 我国一些科技人员

,

还曾

根据诱导作用把原来抗 �� � � � � �
十 �

的自然菌种提高到抗 �� � � � � 的适应菌株
。

在日本
,

一些学

者提出将耐汞的假单胞菌制成工程用
,

妙声戚瘾
汞废水连续通过菌床

,

使汞与耐汞细菌的蛋白

质结合
,

处理一定时间后
,

移去菌床
,

并加温到 � �� 一 � �� ℃
,

凝 后
,

回收元素汞
,

达到了去汞毒的目的
。

使菌细胞结构破坏
, 大量的汞汽冷

农药施用后
,

一部分进入植物体内
,

一部分残留在土壤和水中
,

还有一部分散发在大气中
,

尔后
,

随雨水回到土壤和水中
,

增加了污染, 农药在土壤中的含留量
,

看来很微
,

但通过生物链

的作用
, “
由微到少

、

由少到多
” ,

不断富集
,

最后
,

可 以成千上万倍地在生物体内积累
。

微生物

一方面使农药降解
,

以消除环境中农药残毒危害
。

研究证实
,

降解农药的 微 生物 有 绿 色木 霉

�� � �� � � � � � � � � �� �� � �
、

假单胞菌
、

节细菌和某些根瘤菌 �� ��� � � �� � � 等
,

但降解速度

十分缓慢
,

致使农药在环境中能长期留存 , 另一方面是某些微生物将农药转化为比原药物更毒的

物质
。

例如
� � � � 经微生物分解成为� � �

,

而� � � 的毒性比 � � � 更大
,
稻瘟醇杀菌剂经微生物

代谢可转化成三氯苯甲酸和四氯甲酸
,

这些转化产物的毒性比原杀菌剂更大
。

所以
,

深入了解农

药生物降解产物非常重要
。

石油是一种可以燃烧的油状碳氢化合物
,

它由烷烃
、

环烷烃和芳香烃等多种烃类组成
。

从环

境保护出发
,

炼油厂
、

化工厂排出含油废水
,

油船发生事故使海面发生油污
,

都需考虑微生物降

解作用
。

这些油污中
,

油的成分复杂
,

生物降解受到许多因素影响
,

降解速度缓慢
。

一些研究表

明
,

油中所含烃类的质和量的差异影响着生物降解的敏感程度
,
菌种来撅不同

,

利用原油的能力

也有差异
,

有人从劣级原油上分离的微生物比从高级原油上分离的更能利用原油
。

我国微生物工

作者研究石油废水灌溉后表明
,

降解废油的优势细菌有
�
醋酸菌属 �� ��  ! � ���  ! �

、

芽抱杆 菌

属
、

节细菌属
、

短杆菌属 �� � � � ��蕊 � �� � �� � �
、

不动细菌属
、

气单胞菌属 �� � � � � � � � � �
、

邻单胞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
。

分解石油的徽生物只有在其它环境条件
,

如温度
、

’

� �
、

养料 合 适

时
,

才能发生作用
。

据国外资料介绍
,

在模拟油 田条件下
,

如不往油一水混合物中加硝酸盐和磷

酸盐
,

就不能发生明显的石油降解作用
。

海面受石油污染后
,

微生物在石油膜内和油基上迅速发

育
,

分解不溶解的小油滴
。

近年来
,

石油烃降解已进入到细菌质粒
,

创建特殊新菌种的研究
。

酚
、

氰废水用微生物处理在国内外都已展开
。

我国
、

日本和美国等都曾从土壤和污泥中分离

到一些降解酚
、

氰能力较高的菌种
,

这些菌种包括细菌
、

酵母菌
、

放线菌
、

分枝杆菌
。

微生物细

胞的特点是酶系统完全
,

能控制千变万化的化学反应
。

酚在微生物酶的作用下
,

通过邻苯二酚转

化为开链化合物
,

再进入正常的碳素代谢途径
。

酚
、

氰既是微生物养料
,

又是其自身氧化酶的诱

导剂
。

在含酶中生长的酵母细胞比在无酚中的脱酚作用高得多
。

用丙烯睛诱导微生物后
,

就能促

进细胞生成较强的丙烯睛降解酶
。

�

此外
,

在国内外微生物处理废水研究中 , 还有关于降解三 硝基甲苯 ��  � �
、

二 硝 基 禁

�� � � � 混装炸药康水的资料
,

在此就不介绍了
。

总起来说
,

人类要想正常而又健康地生存
、

发展
,

不受环境污染之害
,

研究污染对微生物影

响
,

应用微生物作为环境监察的指标和手段
,

·

以及微生物对污染物质的降解
、

转化
,

从而保护和

控制环境
,

也是十分重要的
。 �

� 、
�

藏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