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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污染物生物修复过程中存在着若干问题 ,其中包括引入外源微生物的条件与原则 ,生物修复过程中微生物的适应性机

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污染物的浓度与生物修复之间的关系 ;有机污染物降解过程中的次生污染物问题 ;生物修复的现场放大

技术 ;污染物的淋溶过程 ;对生物修复技术的生态毒理诊断与评价等. 本文旨在提高对生物修复过程中存在的重要科学问题

的认识 ,使生物修复技术的有效利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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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ral issue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bioremediation were discussed in thispaper , which are included as below : The principal
and condition for the introducing of foreigner microbial ; Mechanisms of suitability for microorganisms in the bioremediation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the degradation of pollutants ;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ollutants and their biore2
mediation ; The secondary pollutants in the process of degradation of organic chemicals ; The technology amplification of bioremedia2
tion technique on situ or / and in situ ; The leaching process of contaminants ; The Eco2toxicologic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for biore2
mediation technology and so 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realization for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process of bioremediation and make it
possible for mor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the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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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 ,造成了土壤和地下

水污染的加剧 ,污染处理的问题日益突出[1 ,2 ] . 对于

土壤污染处理而言 ,传统物理及化学修复技术的最

大弊端是污染物去除不彻底 ,导致二次污染的发生 ,

从而带来一定程度的环境健康风险危害[3 ,4 ] . 而生

物修复技术主要是利用生物有机体 ,尤其是微生物

的降解作用将污染物分解并最终去除 ,具有快速、安

全、费用低廉的优点. 因此 ,被称为环境友好替代技

术[5 ,6 ] .生物修复的成功运作并非简单易事 ,其中涉

及到一系列科学问题. 虽然实验室研究得出很多令

人鼓舞的结果 ,但是 ,在将实验室结果放大应用于土

壤污染现场时 ,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有时甚至与

实验室结果相驳[4 ] . 研究证明 ,对污染土壤而言 ,恢

复土壤原有的生态功能和状态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

统生态工程 ,其中包括一系列生态学问题. 如土著微

生物对污染物降解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某些污染物

对微生物具有毒害作用 ,土壤微生物对污染物的浓

度和性质也有一定选择. 有机污染物的生物修复过

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次生代谢产物 ,其中有些代

谢产物的毒性比其母体污染物的毒性更大 ,往往会

导致所处理土壤的生态毒性增强[5～9 ] . 由此引发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进行评

价[11～14 ] .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拟从 7 个方面进行讨

论 ,其中包括 :引入外源微生物的条件与原则 ,微生

物的适应性机制与影响因素研究 ;生物修复过程中

污染物的浓度 ;有机污染物的次生代谢过程 ;生物修

复的现场放大技术 ;污染物的淋溶过程 ;生物修复过

程的生态毒理诊断. 旨在充分认识生物修复技术中

的重要科学问题 ,加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 ,为生

物修复研究成果最终转化为实用生物技术提出借

鉴.

1 　外源微生物引入的条件与原则

在生物系统中 ,污染物的降解在很大程度上受

控于天然土著微生物的生物降解能力. 对于特殊污

染点中特殊污染物的生物降解 ,外源微生物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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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5 ] . 对此研究者进行了许多相关研究 ,旨在

通过利用外源微生物来强化生物修复[8 ] . 然而 ,对

于外源微生物的接种须慎重. 在以下情况中可考虑

引入外源接种 : ①现存的土著微生物不能降解土壤

中的污染物 , 如有机污染物降解过程中的中间产物

不能为土著微生物降解 ; ②土壤中污染物浓度过

高 , 对土著微生物有毒害作用而不能有效降解污染

物 ; ③土壤被污染后需要立即处理.

此外 ,在引入外源微生物时必须同时考虑以下

几点 : ①外源微生物是否能够降解大部分目标污

染物 ; ②外源微生物的遗传稳定性如何 ; ③外源

微生物在环境中是否能快速生长并具有较高的酶活

性 ; ④外源微生物是否具有较强的与土著微生物生

存生长竞争能力 ; ⑤接种微生物是否无致病性且不

产生有毒代谢产物等[9 ] .

对生物修复工程或技术而言 ,要使污染物的降

解达到理想目标 ,掌握上述原则十分重要.

2 　微生物的适应性机制与影响因素

预先暴露于污染环境中的微生物决定生物降解

的速率. 这些微生物对有机污染物的氧化能力较强 ,

这种现象被称为适应性[15 ,16 ] . 微生物的适应性对分

解环境中的污染物十分重要. 适应性的可能机制有

3 种 : ①特定酶的诱导和抑制 ; ②基因突变产生新

的代谢群体 ; ③有机体的选择性富集.

许多研究证明 ,当微生物暴露于一种有机物中

时 ,它不仅可以获得对该种有机物的适应性 ,同时对

其它具有相似结构的有机物也具有适应性[23 ] . 在预

先暴露于某一污染环境后 ,降解该环境中特有污染

物的微生物数量及它们占总异养微生物群体的比例

将大大增加 ,Bauer 等曾将这种现象称为“交叉驯

化”[14 ] . Bauer 等认为这可能是该微生物种群对其它

化合物的代谢具有广泛的活性或存在共代谢途径.

适应性不仅存在于单一的微生物群落中 ,也存在不

同微生物群落之中. 一个群落可以降解部分污染物

(或仅为第二个群落提供降解污染物的条件) ,第二

个群落可以将第群落未完成的降解过程延续下来 ,

最终实现完全降解的反应过程[14 ,17 ] . 生物基因突变

有多种可能性 ,微生物的适应性的机理也相当复杂 ,

目前对微生物的适应性机理还不十分清楚. 对生物

修复而言 ,微生物的适应性机制研究对污染物无害

化生物降解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降解的难易度与降解速率受

污染物结构特征、化学组成、浓度及环境条件等多种

因素影响[18 ] . 对这些因素的了解与研究有利于对污

染物降解行为的系统调控. 目前关于诸多因素与有

机污染物降解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以下问题尚待研

究[19 ,20 ] . 例如 ,目前尚未完全了解有机污染物化学

结构与微生物降解途径之间的关系 ;不大清楚有机

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过程及中间产物的关系 ,不大

明了这些中间产物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从机理上阐明上述问题可为生物修复技术的成功运

作扫除障碍 ,并促进生物修复研究技术的全面开发 ,

需要深入的科学试验研究与探讨.

3 　生物修复过程中污染物的浓度

生物修复过程中 ,土壤中污染物的浓度对微生

物降解能力有一定制约. 当污染物浓度过高时 ,生物

降解的速率会受到影响 ,甚至对微生物产生毒性作

用 ,阻止和减缓代谢反应的速度 ,以至使降解无法进

行[17 ] . 污染物的毒性及毒性作用机理因有毒物质的

性质、浓度 ,以及对微生物的暴露方式不同而异. 在

微生物降解过程中 ,如果有一个基本环节受阻 ,微生

物细胞将停止正常的功能 ,这种堵塞可能来自细胞

结构的损伤或来自代谢毒性物质的单一酶的竞争键

合.目前解决高浓度污染对生物降解影响的方式通

常是进行稀释来降低污染物浓度 ,从而满足微生物

降解的浓度要求. 当污染物浓度过低 (但尚未达到环

境质量安全标准) 时 ,生物修复也难于顺利进行. 有

2 种说法对此做出解释 : ①微生物细胞内完成反应

的调节机制不适合低浓度污染物的分解 ; ②降解污

染物的微生物种群在不合适的物质供应条件下丧失

了基本的生存能力.

即使环境条件达到最佳状态 ,微生物在生理上

对降解低浓度污染物也是无能为力 ,微生物的降解

作用因此而停止[17 ,21 ,22 ] . 因此 ,无法将污染物浓度

减少到满足健康要求的水平. 低浓度污染物的生物

降解是生物修复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有研究者

认为 ,当污染物浓度很低时 ,污染物将与微生物隔

离[23～25 ] . 这种现象可能在以下 2 种条件下出现 : ①

当污染物溶解在非水相中时 ,非水相溶液会通过水

流作用与水相完全隔离. 这时就可能出现有机污染

物与微生物分离的情况. ②当污染物强烈吸附在土

壤颗粒表面或进入到土壤空隙中时 ,也可能出现与

微生物的隔离. 在上述情况下 ,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与

固相或非水相相连或滞留在土壤孔隙中. 这时溶解

在水相中的污染物浓度极低 ,导致降解率下降或产

生零降解. 污染物的生物降解之所以停止或减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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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微生物不能利用极低浓度污染物. 如果污染物

的最终浓度不能满足清洁目标的要求 ,就需要采用

其他辅助方法将污染物浓度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研究表明 ,向生物修复介质中加入一些化学试剂可

提高低浓度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 增加表面活性

剂可部分实现这一目的[26 ,27 ] . 当大量表面活性剂加

入到处理水体时 ,表面活性剂分子就会聚集形成胶

束. 由于表面活性剂的增溶和乳化作用 ,将使有机污

染物溶解到胶束中 ,并与进入胶束中的水一起迁移.

然而 ,生物修复通常不会因污染物进入表面活性剂

胶束而得到增强. 原因是污染物在真正水相中的浓

度并没有增加. 此外 ,投加化学试剂不但会影响污染

土壤的物理性质也会影响微生物的活性. 生物表面

活性剂也可以提高污染物的生物可利用性[26 ] . 在某

些情况下 ,细菌自身可产生表面活性剂和配位基 ,通

过控制细胞遗传能力 ,以及内部调节功能的改变等

来增加污染物的移动性 ,使处理清洁更容易.

显然不论是化学表面活性剂还是生物表面活性

剂 ,其目前的研究与开发水平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低浓度污染物的生物降解速率的问题 ,因此 ,需进一

步的多方位研究 ,以求在理论和技术两方面的突破 ,

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4 　有机污染物的次生代谢过程

目前有关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基本原理已十分

清楚. 但是 ,有关污染物的微生物代谢作用机理尚未

搞清楚[15 ,19 ,20 ] . 生物修复过程中 ,由于诸多干扰因

素的存在 ,微生物修复的成功运用十分复杂. 很多情

况下污染物并不能很快的被微生物完全降解 ,其结

果是母体污染物浓度减少 ,中间代谢产物浓度增加.

修复介质的整体污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治

理[13 ,21 ] . 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某些代谢中间产物的

毒性大于母体化合物毒性[11 ] . 中间代谢产物的产生

主要有 2 个原因. 其一 ,是产生所谓空端产物. 即污

染物的附加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使细菌酶无法进

行转化的产物. 例如 ,在卤代苯酚的共代谢中 ,有时

会生成有毒的空端产物 ,如 (chlorocatechols) 等化合

物. 其二 ,即使污染物被完全降解也伴随中间产物的

生成 ,而以细菌为媒介的反应对这类中间产物的降

解速度缓慢. 例如 ,在三氯乙烯的生物降解过程中 ,

伴生一种致癌剂乙丙基氯化物. 细菌能将三氯乙烯

迅速地转化为乙丙基氯化物 ,但细菌对乙丙基氯化

物的降解速度相当缓慢. 同时乙丙基氯化物的毒害

性质 ,很可能使微生物尚失降解功能. 研究表明污染

物的次生代谢是一种普遍现象 ,污染物的不完全降

解和次生污染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 ,是生物修复过

程中较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对此曾有很多报道. 如

Ronald1F1Lewis 等人以生物泥浆反应器研究多环

芳烃降解时发现次生代谢现象. 当降解进行至一周

后 ,有 2 个反应器中 4～6 环多环芳烃的降解率分别

为 - 79111 %和 - 10175 %[28 ] . 孙铁珩等人在研究石

油和多环芳烃混合污染土壤生物降解过程中也发现

萤蒽的降解率在某一时间内为负值[29 ] . 宋玉芳等人

在研究表面活性剂对多环芳烃降解影响时发现降解

进行至 4 周后 ,检测土壤中萤蒽的降解率为负

值[26 ] . Knoke 等人也注意到由于不完全降解和降解

过程中有毒物质的生成 ,使被修复土壤的毒性作用

增强[30 ] . Wilke 等人在以生态毒理方法评价土壤毒

性时发现 ,一些经修复后被认为清洁的土壤 ,其生态

毒性有时甚至比未经处理的污染土壤还强[13 ] 1 一

项成功的生物修复项目应确保代谢产物对人类健康

的安全 ,在此过程不能产生有害的生态影响 ,修复后

土壤的毒性大大减少. 因此 ,次生污染问题应当成为

生物修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5 　生物修复的现场放大技术

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推广到试验现场 ,存在技

术放大问题. 如微生物的降解效率问题 ,干扰因素的

影响评估问题等[13 ,14 ] . 一般说来 ,实验室进行的微

生物降解研究 ,大多是在很好的人为调控条件以单

组分纯种微生物进行 ,反应过程通常在理想状态下

发生 ,被干扰因素极少. 因此很容易对结果做出解

释[26 ] .现场条件下污染物主要以混合物形式存在 ,

污染物的降解是包括土著微生物在内的多种微生物

联合作用的结果. 而且现场条件下 ,干扰或促进生物

降解的因素很多 ,实验室得出的所谓最佳条件在现

场条件下很可能无法实施 ,或即使实施也得不到同

样的结果[23 ] . 此外 ,对生物修复技术的现场放大除

了微生物技术外 ,还涉及如环境工程、水利学、环境

化学及土壤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的支持与融合. 对很

多因2果关系的解释同样复杂而无的放矢. 生物修复

技术的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但是 ,一旦生物

修复与各种技术的成果相结合 ,将产生巨大的效益 ,

并具有乐观的应用前景. 目前生物修复在国外西方

发达国家普遍受到重视 ,并展示了乐观的应用前景.

商业运作迅速增长 ,并成为近年来有害废物处理市

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14 ] . 例如 ,2000 年美国的

生物修复市场占有额度为 5 亿美元/ a[8 ] . 在欧洲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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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修复技术也很受重视和欢迎. 大约有 30 %的污染

采用生物修复技术处理[31 ] . 目前有关污染的生物修

复在我国尚处于蓬勃发展的研究时期 ,生物修复技

术受到了日益密切的关注 ,但还没有进入工程实施

阶段 ,实际运作上还缺少实例. 由于生物修复技术的

特殊性及场地异质性等 ,生物修复技术在我国的应

用与开发需要更为详细的基础工作铺垫.

6 　污染物的淋溶过程

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与其运输转移及生物吸收

与污染物的“生物有效性”有关[20 , 32 ] . 因此 ,环境风

险评价应以这些污染物由固态转化为溶解状态的滤

出物为依据. 无机污染物与有机污染物的性质不同 ,

因此评价方法也不同. 有机污染物淋溶比无机污染

物复杂得多. 在有机污染物的淋溶实验过程中 ,污染

释放机制与淋溶控制因素 ,如溶解有机碳 (DOC) 与

胶体的相互作用等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20 ] .

评价有机污染物的环境影响时 ,淋溶是个关键

性问题 ,特别是对那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如高环多

环芳烃 ( PAHs) 和多氯联苯 ( PCBs) 来说 ,多数情况

下它们的环境影响值与溶解有机碳和/ 或土壤胶体

含量相关[33 ] . 因此 ,需要将研究重点放在土壤中溶

解性有机碳 (DOC)组分的行为 ,与 DOC 相关的亚组

分和性质 (如芳香度) ,以及污染物与胶体的相互作

用等方面[18 ] . 就多环芳烃污染土壤的生物降解而

言 ,研究认为开始微生物最初降解低环多环芳烃组

成 ,然后降解高环多环芳烃 ,在此过程中溶解性有机

碳的降低与淋溶态的多环芳烃的水平相关. 最终 ,可

淋溶性组分的减少很可能大于污染物总成分的减

少 ,这一结果充分反映了污染物生物降解开始于简

单污染物然后到复杂污染物的作用过程. 在净化和

处理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污染物时 ,使用淋溶实验

来评价处理效果值得推广 ,但目前有关的研究仍处

于起步阶段 ,很多细节尚不清楚.

7 　生物修复过程的生态毒理诊断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过程中 ,目标污染物的减少

并不总是意味土壤清洁度的提高 ,不完全降解产生

的中间污染物与难降解产物的滞留往往会给系统带

来更大的安全隐患[34～36 ] . 因此 ,在土壤清洁技术研

究与应用过程中 ,需要将化学分析法与生态毒理方

法结合进行土壤清洁终点的科学诊断[12～14 ] . 在这

一过程中 ,土壤生态毒理诊断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手

段. 为此 ,许多发达国家在土壤清洁技术项目建议书

中 ,明确地将生态毒理诊断作为重要研究内容列入

其中[37 ] . 土壤污染的生态毒理诊断以生态系统中生

物个体、种群和群落中有代表性的敏感种为诊断指

标 ,反映不同层次、不同食物链中的生物对污染的反

应.土壤污染需要不同营养级和不同食物链结构中

多个生物有机体的敏感代表者联合判定 ,从而完成

土壤污染的生态毒理诊断.

目前 ,土壤生态毒理诊断指标大体分为以下类

别 : ①植物毒性试验 ,如根伸长抑制试验、种子发芽

试验和植物幼苗早期生长试验 ; ②大型土壤动物试

验 ,如蚯蚓急性、亚急性和再生毒性试验 ; ③小型土

壤动物试验 ,如陆生无脊椎动物试验 ; ④微型土壤动

物试验 ,如土壤原生动物毒性试验 ; ⑤土壤微生物试

验 ,如转基因工程微生物试验、发光菌试验和遗传工

程菌实验等 ; ⑥土壤栖息功能试验 ,如土壤提取液试

验 ; ⑦特殊毒性试验 ,如紫露草微核试验和蚕豆根尖

微核试验等[38 ,39 ,18 ,22 ,39～41 ] .

这些指标分别代表了土壤生态系统中不同种群

和群落各营养级水平生物对污染物的毒性响应与可

能产生的生态毒性效应 ,是方法建立的基本参数.

实现对不同程度 ,不同类型污染修复诊断的简

单、快速和准确 ,有效判别生物修复是否完全彻底 ,

是否安全无害 ,任务十分艰巨. 仅仅通过已有的诊断

方法远远不够满足对生物修复安全评价的诊断需

求 ,为此应更加注重以下方面研究 : ①诊断生物种的

敏感性研究 ; ②生态毒理诊断的生理、生化指标的筛

选 ; ③生态毒理诊断机理研究 ; ④建立生物修复技术

评价的生态毒理标准体系 ; (5)建立生物修复技术相

应的法律和法规 ,保证诊断的法律效力和广泛的公

众认可与实施.

8 　结论

生物修复技术因其本身具有快速、高效 ,费用低

廉的优点 ,被称为是一种环境友好替代技术 ,近年来

该技术在国外显现出良好的开发前景 ,在国内受到

日益广泛的重视. 然而 ,从科学的角度客观看问题 ,

生物修复技术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生物修

复技术成功运用的前提是尽可能解决其中涉及的科

学问题. 本文通过上述问题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见

解 ,目的是增强对生物修复过程复杂性 , ,对污染物

降解过程和降解机制的复杂性的认识 ,以及对评价

生物修复技术评价重要性的认识. 以便增强对开展

相关重要科学问题研究的重视 ,尽早实现生物修复

研究的技术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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