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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本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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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生态学研究中心

大气微生物包括细菌
、

霉菌
、

放线菌
、

病

毒等 从环境保护角度看
,

它们是空气污染

物
,

有些细菌和霉菌能使人
、

动物
、

植物致病
,

很多细菌和霉菌使工农业原料和产品腐败霉

烂 因此
,

大气微生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环

境问题

大气微生物是气挟微生物
,

随着气流的

流动而飘移
,

其来源复杂
,

在研究其问题和规

律性时就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对大气微生物

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
,

但在本世纪以

来
,

特别是近几十年
,

很多国家如美国
、

法国
、

英国
、

印度
、

瑞典
、

日本和我国等都开展了研

究  年在慕尼黑召开了第一届 国 际 大

气生物学会议 此后研究成 果 逐 渐 增 多

年国际空气生物学协会
、

国际生物科学

联 合会等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大

气生物学会议 从这些国际学术会议
,

可以

看到大气微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及近年来 日益

受到重视的情况 从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看
,

大气微生物的研究一般多限于一个或几个采

样点
,

个别国家在稍多一些的采样点上工作

说明的问题多是小范围的大气微生物污染状

况 对于广大区域的空间
,

大气微生物的本

底状况如何
,

目前尚未见报道

一
、

研究 目的和设计思想

人类生活的广大空间
,

微生物种类
、

数量

究竟有多少
,

优势种群是什么
,

和国外报道的

种有何异同
,

大气微生物既随风飘移有无时

空变化
,

污染动态变化有无规律可言
,

受何因

素支配
,

哪些对人体健康和工农业生产有害
,

比例多大
,

如何防治等等
,

这些问题是本课题

试图探讨的基本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
,

我们选择了京津地区作

为研究区域 为了能在这一广大空间同时研

究以上全部内容
,

做了如下的研究设计

点面结合 面是指在整个京津地区进

行普查 点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在适 当地理

位置
、

不同生态环境
、

或城
、

乡生态系统的不

同功能区设研究点 一种是根据地理 及大气

湍流情况
,

找 出一条能代表京津地区的大气

微生物污染情况的地理带
,

在这条带上设研

究点
,

研究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状况及

动态变化规律

连续观测与一次采样 相 结 合 在 研

究点上进行监测
,

大的研究项 目监测的时间

长
,

例如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动态变化

的研究连续监测三年 有的研究项 目根据不

同的研究手段及目的进行年监测
、

季节监测
、

月监测
、
日监测

,

以及做到时监测 在面上选

择有代表性的时间进行一次采样

同步试验 为了更好地了解大气微生

物污染分布状况
,

动态变化规律
,

在不同的研

究点上进行定时同步采样 在此基础上
,

再

进一步做到细菌
、

霉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
、

同

步采样

近地面不同高度
、

海拔不同高度
、

垂直

分布多层次空间采样 近 地面 一 左右

是人的呼吸带
,

是本项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

本项研究是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马世骏教授指导

下进行的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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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地面 巧 左右的空间
,

受地面多种因素的

影响较小
,

此处的大气微生物状态比呼吸带

稳定
,

也是本项研究的重点之一 本研究并

在不同海拔高度采集大气微生物样品 垂直

分布是指在垂直地面的一条线上不同部位采

样
,

观察大气微生物的数量变化及物种组成

变化

多种环境类型 为能基本 了解 大 气

微生物的污染量及其分布
,

选择多种环境类

型进行试验
,

例如城市
、

农村
、

街道
、

居民区
、

交通路口
、

工厂区
、

旅游点
、

公园
、

湖泊
、

河流
、

水库
、

高山
、

海滨
、

盐 田
、

港口
、

坑道
、

农田
、

森

林
、

草地等等
,

寻找出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

包括细菌
、

霉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
,

以及细

菌
、

霉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各自的污染最高

值
、

最低值及一般值

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相结合 通过各

种试验所得的数据都是为了说明京津地区的

大气微生物污染状况及规律性问题
,

如何与

应用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 大气微生物的污

染分级即污染标准的拟定就是一个基础理论

研究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内容之一
注重研究课题的环境效益

、

社会效益

本项研究的 目的
,

除了提供京津地区大气微

生物污染的全面
、

系统的基础资料外
,

还试图

在改善京津地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方面进行工

作 这方面的工作如大气微生物防治对策的

研究以供市政建设
、

环境保护等部门参考 又

如拟定出的大气微生物污染标准方案
,

使之

有可能成为监测大气污染的生物标准
,

从而

监测大气污染
,

除化学
、

物理手段外
,

也有生

物手段
,

促使大气污染的监测更加完善

采样器 美国 大气粒 子计数

器 美国 夕射线测尘仪 日本小安德森

级分级采样器 气象铁塔 自控

恒温板 ℃以下采样用 万分之一
、

万分之一
、

万分之一
、

万分之一的京津

地区地图 自然沉降采样法采样设备

三
、

研 究 内 容

研究工作大致可分为十一部份

一 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本底调

查研究

二 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标准拟

定的研究

三 京津地区近地面空间大气微生物

污染区划研究

四 京津地区纵轴线大气微生 物污 染

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

五 北京市大气细菌
、

霉菌
、

年
、

月
、

日
、

时
、

污染时空变化规律同步监测研究

六 天津市
、

廊坊地区大气细菌
、

霉

菌
、

年
、

月
、
日

、

时
、

污染时空变化规律同步监

测研究

七 大气微生物生态特征的研究

八 京津地区大气霉菌区系及分布研

究

九 京津地区纵轴线大气细菌区系及

分布研究

十 京津地区大气细菌危害性研究

十一 大气微生物防治对策研究

四
、

结 果 与 分 析

二
、

研究方法及手段

采集大气微生物及花粉的方法是 自

然沉降采样法 大气微生物采样器采样法

花粉采用玻璃涂片采集法

使用的主要研究手段有 大气微生物

一 年
,

对京津地区的大气微生

物进行了研究
,

结果简介如下

一 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本底调查

在京津地区
,

时 的广大近地面

空间
,

选择 个区
,

个采样点
,

采集大

气微生物样品
,

平均约 平方公里有 个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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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户

图 京津地 区大气微生物采样点图

样区
,

个采样点 采样点的选择
,

一是随机

均匀布点
,

二是选择多种环境类型 采样范

围包括北京市
, , ,

个县
、

区
,

 个采样区
,

个采样点 天津市
,

, ,

个县
、

区
,

个采样区
,

个采样

点 廊坊地区
, , ,

个市
、

县
,

个

采样区
,

个采样点
,

总计 们 个市
、

县
、

区

见图 一

大气微生 物 采 样 的 垂 直 空 间 为 海拔

一 坑道 到
,

包括多种不同的环

境类型
,

粗略地归纳为 种环境类型

采样时间都在气流对流小的秋 季 进 行

北京市在 年秋季
,

天津市
、

廊坊地区在

 ! 年秋季 采样的具体做法是采样点的

地理位置以当地的地名牌为准
,

随到随采
,

总

行程约  

根据实验数据绘制出
,

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 细菌
、

霉菌
、

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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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北京近郊大气微生物采样点放大图

图 北京城 区大气微生物采样点放大图

高渗透压霉菌 污染分布图

京津地区大气细菌污染分布图

京津地区大气霉菌污染分布图

斗 京津地区大气耐高渗透压霉菌污染分

布图

以上这些图的绘制都不是用直接的试验

数据
,

而是用拟定的污染标准即污染分级数

值绘制而成 大气微生物
、

大气细菌
、

大气霉

菌
、

大气耐高渗透压霉菌均有各自的污染分

级数值 因此
,

在绘制大气微生物各类污染

分布图时
,

分别用各类污染分级数值

二 京津地区近地面空间大气微生物

污染区划研究

大气是绵绵不断的
,

如何用数据表达出

大气的绵绵不断
,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

们现在用众多研究点的数据综合起来说明了

大气微生物的污染状况
,

在此基础上
,

如果能

进一步表明整个京津地区全部空间的大气微

生物污染状况
,

那就表达出了大气的绵绵不

断
,

从而才有可能对大气微生物污染进行区

划

我们的做法是在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

染分布图的基础上
,

绘制出京津地区近地面

空间大气微生物污染区划图 绘制的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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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用数学方法
,

而是用更能表达实际复杂情

况的地理
、

地貌
、

生态环境
、

社会条件等因素
,

将采样点以外的全部空间以相应的污染级别

数值表示 如此方法绘制出来的图
,

将京津

地区约  时 的广大空间区划出 个大

气微生物污染区域 这 个污染程度不同的

区域在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分布图中已

经呈现出来
,

说明区划图的绘制是顺乎 自然

的 同时也表明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分

布图反映了客观大气微生物污染分 布 规 律

因为
,

没有规律性的试验数据不可能做出大

气微生物污染区划图

京津地区近地面空间大气微生物污染区

划图明确表明京津地区的大气微生物污染分

布十分有规律性

〔三 大气微生物污染标准的拟定

国内外大气微生物研究中
,

均末报道过

大气微生物污染标准 只有了解到大气微生

物在多种生态环境中的污染分布状况及污 染

规律
,

才有可能进行污染分级
,

进而提出拟定

污染标准的方案 我们认为
,

对大气微生物

进行污染分级是非常有必要的
,

因为如果想

对大气微生物污染进行监测
,

以及提出防治

对策
,

必须对大气微生物的污染有一个量的

概念 因此
,

我们参考数万个研究数据拟定

了大气微生物的污染标准
,

将污染按轻重共

分为 个等级

前面曾谈到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各类污

染分布图都是用污染分级数值绘制的
,

其意

义在于每个污染级都平均概括上百个以上采

样点的大气微生物污染状况
,

这样就相对 减

少了
,

个采样点在采样过程中所发生的

时间
、

气象条件
、

环境类型等等差异
,

能较客

观地反映现实

大气微生物的 个污染级以 种不同的

颜色表示
,

绘制出前述的京津地区大气微生

物各类污染分布图及京津地区近地面空间大

气微生物污染区划图 为了使京津地区大气

微生物污染整个图组的颜色前后呼应
,

能有

一个比较统一的直观印象
,

整个图组只用相

同的 种颜色
,

即浅绿
、

深绿
、

黄
、

浅红
、

桔红
、

蓝
、

紫 做法是
,

图组中各类图相同的污染级

别值
,

均用同一种颜色表示
,

这样就使每张图

的污染状况
、

污染分布规律能互相比较
,

相互

验证 同时
,

这 种颜色又是分别表示大致
、

相应
、

经过归纳的 种环境类型的颜色 这

样就使得整个京津地区大气微 生 物 污 染 图

组
,

只用 种颜色既表示出了各类大气微生

物的内在联系
,

又表示 出了与生态环境的外

在联系
,

并揭示出了各类大气微生物的污染

分布规律

四 京津地区纵轴线大气微生物污染

动态变化规律的研究

为了了解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动态

变化规律
,

连续进行了三年工作 根据大气

湍流及地理情况寻找出京津地区的 纵 轴 线
,

这条线正好穿过天安门 沿此线将京津地区

纵剖为两个部分 夏季东南风沿纵轴线从渤

海吹向陆地
,

冬季西北风沿纵轴线从陆地吹

向海洋 因此
,

这条纵轴线上的采样点
,

在说

明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问题时
,

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

根据不经过任何数学处理的直接试验数

据
,

发现京津地区的城区
、

农村
、

半城市半农

村
、

闹市区
、

有同样的大气微生物污染动态变

化规律 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污染
,

一般每

天有两个高峰期
、

两个低峰期 高峰期是

点左右及 点左右
,

低峰期是 点左右 夏

天在 一 点 及 点左右 这种峰的 出现
,

一般有较强的规律性

这个规律的发现其意义在于
,

有些要求

大气微生物含量少的生产部门
,

例如药品
、

食

品
、

军工
、

精密仪器等以及医疗活动等
,

可以

避过污染高峰期
,

或者放在污染低峰期进行

五 京津地区大气细菌
、

霉菌污染时

空变化规律研究

一年十二个月
,

每月一天
,

每小时采样一

次
,

用大气微生物采样器采样
,

做到细菌
、

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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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同步采样
,

几个采样点又

同步采样
,

做到双同步 研究大气细菌
、

霉

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
、

花粉的污染量变化
,

研

究大气中这几个污染成分之间的关系
,

大致

的组成比例
,

大气质量情况
,

分别绘制出北京

市以及天津市
、

廊坊地区数采样点大气微生

物季节动态变化
,

月
、
日

、

时
、

动态变化图 从

图中可以看到北京市及天津市
、

廊坊地区数

采样点的大气微生物污染都 存 在 共 同的 规

律
,

即人类活动少
,

自然度高的研究点是大气

微生物污染最轻的地方
,

其大气微生物含量

比其它繁华区有时约可低达 倍左右 一年

四季中春季风沙大
,

微生物污染严重
,

冬季微

生物污染轻 一天中白天污染严重
,

夜里污

染轻 从图中可以看到大气霉菌
、

耐高渗透

压霉菌
、

花粉的时空变化规律
,

每小时大致的

污染趋势

六 京津地区大气霉菌
、

耐高渗透压霉

菌花粉区系研究及动态变化研究

将上述大气微生物采样器双同步采集的

大气霉菌
、

耐高渗透压霉菌
、

放线菌进行区系

研究及动态变化研究
,

分别进行物种鉴定
,

共

鉴定 万余株菌
,

绝大部份鉴定到种
,

少数鉴

定到属
,

分别绘制出北京市
、

及天津市
、

廊坊

地区数采样点月
、

日
、

时大气霉菌
、

耐高渗透

压霉菌物种动态变化图数十张 图中看到北

京市及天津市
、

廊坊地区的数采样点都存在

共同的优势种群
,

它们在不同的采样点
,

一年

的不同季节
,

不同年份
,

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均

不断地出现 这些菌是大气霉菌芽枝霉及互

隔交链抱霉 这两种菌是世界性种
,

国外大

气微生物研究中也报道了这 两 种 菌 北京三

十多年前也存在这两个优势菌 为什么这两

种菌分布如此之广
,

数量如此之大
,

尚待研

究

七 京津地区大气霉菌物种分布研究

京津地区 个采样点中
,

选择适宜地

理位置的 个采样点
,

鉴定霉菌 千余株
,

分属 个属 个种 我们绘制出京津地区

大气霉菌物种分布图 从图中看到京津地区

大气霉菌的本底情况
,

还可清楚地看到上述

的大气霉菌两种优势菌几乎在所有的采样点

都可看到 其来源如何
,

为什么数量如此之

大
,

分布如此之广泛
,

大气环境的什么因素对

它们如此有利等问题
,

从微生物生态学上可

以研究

八 京津地区纵轴线大气细菌区系及

分布研究

大气中的细菌对人的健康危害是 大 的
,

研究大气细菌的区系组成很重要 但是
,

要

普遍进行大规模研究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
,

在具有京津地区大气湍流特征
、

地理特征的

京津地区纵轴线上
,

选择了不同生态环境的

采样点
,

进行京津地区大气细菌区系研究
,

绘

制出京津地区纵轴线大气细菌区系图 从图

中不仅可看到大气细菌的组成物种
,

组成比

例
,

还可看到大气细菌的物种分布
,

以及优势

种群 这些优势种是微球菌
、

葡萄球菌
、

芽抱

杆菌 从图中还可看到京津地区纵轴上大气

湍流的情况
,

看到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大气细

菌区系之间还是有较强的规律性可循 这一

点是非常重要的
,

因为这些采样点的大气细

菌物种组成
,

对整个京津地区来说
,

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 因此
,

在特殊情况下
,

可以区别哪

些是外来优势种菌
,

对军事部门来说有一定

的参考价值
,

也是一项基本资料

九 大气微生物生态特征的研究

为了解大气微生物的生态特征
,

我们进

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工作
,

其中之一是大气微

生物与大气颗粒物之间关系的研究 为研究

大气微生物与大气颗粒物粒径的关系及大气

颗粒物活度
,

本研究用美国 大气

粒子计数器测定大气颗粒物直径 用美国 夕

射线测尘仪测定大气颗粒物重量 用 日本小

安德森 级分级采样器采样 结合

微生物培养技术测定大气颗 粒 物 带 菌 比 例

数 用自然沉降法测定大气颗粒物的带菌状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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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用前述土壤污染评价的方法进行评价
,

可

获得各含量相应的污染级别
.
结果列于表 23

中
.

(五 ) 土壤环境容量在污染物排放 总 量

控制上的应用

通过污染源调查研究
,

可以获得区域污

染物的排放总量和各分支排放系统 的 分量
,

各分支排放系统的排放规律
.
当以区域土壤

变动容量来衡定这一污染物的排放 总 量时
,

则可指导区域污染物的排放削减量
.
这一削

减量可依各排放系统污染物的分担率来进行

安排
,

既可以削减主要污染源
,

也可分担削

减
.
我们对北京东郊污水排放系统为例进行

分析‘7] . 最后找出了 C d 和 H g 的主要污染厂

的总量控制目标
.
同时也揭示出 C r 的排放

量虽然远比 Cd
、

H g 为高
,

但以土壤环境容

量为尺度时
,

其量是区域土壤环境容许的量
,

无特殊情况
,

可以不必削减
.
这样既达到有

重点的进行治理又避免了盲 目进行治理
,

是

很有经济效益的
.

科 学 夕 卷 , 期

除以上所述外
,

土壤环境容量还可为土

地处理系统中土壤的承受能力提供依据
,

为

管理部门充分利用自然净化能力
,

作好区域
J
性环境区划和规划方面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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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
4 种试验同步进行

.
试验结果说明小颗

粒物是大气微生物的主要附着体
.

(十) 大气微生物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为了对大气微生物污染提出防 治 对策
,

进行了多方面研究
,

大气微生物来源的识别

是其中研究内容之一 通过大量试验及数万

个不同生态环境下的试验数据
,

说明绿化是

减少大气微生物污染的重要对策之一 绿化

区是大气细菌污染最小的地方
.
这是从微生

物角度说明了绿化的重要性
,

减少大气微生

物污染与绿化的关系
.

分布规律
、

时空变化规律
、

污染动态变化规

律
、

生态特征及污染防治对策等大气微生物

生态学的一些理论及其应用的问题
.
所取得

的成果可作为京津地区大气微生物的概况资

料
,

本底资料
,

可供有关城乡建设
、

市政建设
、

环境保护及某些产业部门等参考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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