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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厌氧微生物降解法&以醋酸根为碳源&考察了高氯酸盐在不同浓度的硝酸盐还原环境下的生物降解能力&分析硝酸

盐对高氯酸盐生物降解的影响
'

实验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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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氯酸盐在不同浓度硝酸盐环境下均可被富集培养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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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还原环境中&高氯酸盐的降解未受到抑制'在碳源充足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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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硝酸盐

环境中&高氯酸盐降解出现滞后期&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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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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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初期&高氯酸盐降解滞后是由于硝酸盐为优先级别较高的电

子受体&更易于被微生物利用
'

随着硝酸盐快速降解和亚硝酸盐的累积&高氯酸盐降解停滞可能是由于电子竞争和较高浓度

的亚硝酸盐对高氯酸盐降解菌酶活性产生毒性抑制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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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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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毒的无机阴离子&

自然条件下地壳运动(大气沉积过程可产生高氯酸

盐&人工合成的高氯酸盐被广泛应用在制造火箭推

进器(导弹和烟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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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盐能干扰人体甲状腺的正

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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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

人体健康&因此其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

由于高氯酸盐的物理化学性质稳定&一般的化学还

原(吸附技术很难将其去除
'

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

修复技术是厌氧生物降解技术&该技术通过添加有

机物如醋酸(乙醇(乳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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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电子供体&逐步把

高氯酸盐降解为氯酸盐(亚氯酸盐和氯化物
'

但是&

在通常的地下水环境中&高氯酸盐不会单独存在&由

于氮肥的大量使用及大量工农业废水的排放&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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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中硝酸盐污染日益加重
'

本实验以高氯酸盐

作为目标污染物&采用厌氧微生物降解法&研究高氯

酸盐在不同浓度的硝酸盐还原环境下的生物降解能

力&分析硝酸盐对高氯酸盐生物降解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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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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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均为分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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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培养基

本研究使用的基础厌氧矿物培养基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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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在配好后&连续通入
#)J24

氮气&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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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蒸汽灭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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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菌后的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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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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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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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种来源及驯化培养

将森林公园土壤作为接种物研究高氯酸盐的降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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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
(

的背景值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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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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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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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瓶中&加入经过曝气(灭菌的基础矿物

培养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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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标准储备液&恒温摇床培养&温度控

制在
!)b

&转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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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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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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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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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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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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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浓

度降至一半以下&转移菌液&依次进行
'

在微生物的

培养驯化阶段&考虑因菌液转移&体系内碳源含量减

少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因此对分别添加醋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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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下高氯

酸盐的降解情况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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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化期体系内的主要营

养成分浓度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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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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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微生物的生

长过程
'

实验包括两组控制样&其中一组接种微生物

后&人为灭菌'另一组为不接种微生物的基础控

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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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盐对高氯酸盐的生物降解影响实验

利用富集菌液来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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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为碳源的不

同浓度硝酸盐还原环境下&高氯酸盐的生物降解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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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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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瓶中&加入矿物培养基&依次添

加电子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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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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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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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盐降解菌的驯化培养结果

经过
P)

多天的驯化&得到高氯酸盐降解菌的驯

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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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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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两组控制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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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的浓度均没

有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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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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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过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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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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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氯酸盐降解菌的驯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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