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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在微生物生态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本文应用 ⁄∞技术对处理含氨废气的生物滤

塔中微生物多样性随时间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在生物滤塔运行的不同时间采集滤塔中的填料样品 进行了生物滤塔对氨处理

效果的分析和 ⁄∞分析 结果显示 污泥和混合填料生物滤塔氨的出气浓度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逐渐升高 而堆肥生物滤塔

的运行情况较好 对氨的去除效率始终在  以上 °≤ 2⁄∞图谱显示 不同时间的相同填料中微生物 ⁄∞图谱有着明

显的差异性 ≥指数分析表明 填料中微生物的多样性都随着反应器运行时间的延长而有所减少 运行一个月后 混合

填料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最低为 1 其次为污泥填料 其多样性指数为 1 堆肥填料的微生物多样性程度最高为

1 生物滤塔对氨的去除效果与填料中微生物多样性 ≥指数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主成分分析°≤ 显示对于堆

肥和污泥来说 填料样品之间微生物群落结构相似性较高 而混合填料样品间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相似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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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过滤是一种能有效处理恶臭和挥发性有机

废气的气体污染控制技术 在美国和欧洲 该技术已

被广泛应用了 多年 主要用于处理来自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 !炼油厂 !堆肥设施以及其它产生恶臭

的操作过程所产生的恶臭气体≈ ∗  生物滤塔是该

技术的一种装置形式 装置内填充有土壤 !泥炭或其

它填料 含有可生物降解的挥发性有机物∂ 

≤∏ ∂ ≤ 其它有毒或恶臭物质的

气体通过填料 被填料中的微生物所降解 

目前对生物滤塔处理恶臭气体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工艺参数和设计参数的优化 而对其中微生物的

研究涉及很少 而实际上 生物滤塔中微生物的种群

结构以及微生物多样性对于恶臭气体的处理效率以

及反应器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 由于传统的基于可

培养的微生物学研究方法对填料中微生物多样性的

研究有很大的缺陷 目前的趋势是采用分子生物学

的手段来对反应器内的微生物生态进行研究≈  

本研究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2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 ≤ 2⁄∏ 

∞°≤ 2⁄∞技术研究了处理含氨

废气的生物滤塔填料中微生物 通过比较反应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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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期的各种微生物的 ≥  基因信息来了解

微生物的多样性 以及微生物多样性的变化是否影

响反应器的运行 

1  材料与方法

111  生物滤塔

实验装置是内径为 的玻璃生物滤塔 填料

层高度为  反应器的有效容积为 1气体

流量为 1氨的进气浓度范围在 


左右 生物过滤系统的示意图见图  包括气源 气

体控制系统流量计 阀 输气管等 气体混合装置 

个并联的生物过滤反应器 号 号和 号 

图 1  生物滤塔系统示意图

ƒ1  ≥ 

112  材料

土壤 !堆肥 !泥炭等物质中微生物种类极其丰

富 这些微生物在生物处理系统中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本实验中采用的 种填料分别为堆肥 !干活性

污泥以及两者 Β的混合物 反应器从 月 日开

始运行 运行时间为 个月 采样频率为每个星期采

样 次 每种填料采集有 个样品 编号分别为堆肥

⁄ ∗ ⁄ 混合  ∗  污泥 •  ∗ •  总共 个

样品 另外 还有  个空白样品⁄ ! •  即原填

料 采样后的样品放在密封塑料袋中于   ε 冰箱

保存备用 填料的一些理化性质见表  

表 1  填料的一些理化性质

×  ≤

性质 堆肥 污泥

 1 1

含水率   

容积密度#   

有机质含量#   

 
 2#  1 

 
 2#  1 1

 
 2#  1 1

113  方法

基因组 ⁄ 的提取  ⁄ 的提取采用

∏提出的方法≈ 稍加修正 称取  样

品于三角瓶 加入   ⁄ 抽提缓冲液

 ×2≤ 1  ∞⁄×  

1  磷酸盐缓冲液  1 1 

≤  ≤ ×   Λ蛋白酶   

将三角瓶放置于  ε  摇床  加 

  ≥⁄≥  ε 水浴  每隔  ∗  轻轻

摇动一下 将三角瓶中的物质移入  离心管 

室温  离心  取上清液待用 沉淀

中再加入  ⁄抽提缓冲液    ≥⁄≥ 

振荡  后  ε 水浴  离心  合并上

清液 混匀 再加入等体积氯仿异戊醇Β 

离心  取水层 再加入 1体积的异丙

醇   ε 放置  离心  室温 

 乙醇清洗 取沉淀溶解于无菌去离子水 采用这

一方法比一般的物理方法可以获得较为完整的基因

组 ⁄≈ 

基因组 ⁄ 的 °≤  扩增  将提取得到的

基因组 ⁄作为聚合酶链反应°≤  的模板 使用

∞的 °≤   型基因扩增仪 采用

对大多数细菌的 ≥   基因 ∂ 区具有特异性

的引物对 ƒ≤ 和    ∏ 它们的

序列分别为≈ ƒ2≤ χ2≤ ≤≤≤ ≤≤ ≤ ≤≤

≤≤ ≤ ≤≤≤ ≤≤≤ ≤≤ ≤≤≤≤≤ ≤≤≤≤ ≤≤ × ≤ 

≤ ≤ 2χ   χ2× × ≤≤ ≤ ≤

× ≤ × 2χ 扩增产物片段长约 下划线

部分为/ ≤ 夹0

 Λ的反应体系组成如下  ∗  的模

板  Λ的  ≅ °≤  ∏  ≤ 

Λ的 ×°1 Λ每种引物 1  的

×酶和适量的超纯水补足  Λ

°≤  反应采用降落 °≤  策略≈ 即预变性条

件为  ε  前 个循环为  ε   ∗

 ε  和  ε  其中每 个循环后退火

温度下降  ε  后 个循环为  ε   ε 

和  ε  最后在  ε 下延伸  °≤ 

扩增产物用  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  反应产物的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分析  采用 2 公司 ⁄× 的基因

突变检测系统对 °≤  反应产物进行电泳分离 ≠

变性胶的制备 使用梯度胶制备装置 制备变性剂浓

度从  到    的变性剂为  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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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去离子甲酰胺的混合物的  聚丙烯酰胺

凝胶 其中变性剂的浓度从胶的上方向下方依次递

增  °≤  样品的加样 待胶完全凝固后 将胶板放

入装有电泳缓冲液的装置中 在每个加样孔加入含

有  的加样缓冲液的 °≤  样品  ∗  Λ≈ 电

泳及染色 在  ∂ 的电压下  ε 电泳 1 电泳

完毕后 将凝胶进行硝酸银染色 …照相及观察 将

染色后的凝胶用上海 × ≥ 凝胶成像系统分

析 观察每个样品的电泳条带并拍照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胶 ⁄ 条带

分析  ≠ ≥指数 物种多样性是指群落中物

种数目的多少 它是衡量群落规模和重要性的基础 

种类越多 各个种个体数量分布越均匀 物种多样性

指数越大 实验后 对 ⁄∞图谱进行软件分析 后

进行 ≥指数计算 根据 ≥ ≤∞ ! • √

年的方法≈ 微生物种群结构多样性指数

可用 ≥ 指数 Η 来表示 , Η 的计算是基于

⁄∞胶条带的位置和条带的强度 而条带的强度

则通过条带的峰面积来表示 分析软件是 ×

≥凝胶成像系统 ≥指数的公式为 

Η = − Ε ( νι/ Ν)( νι/ Ν)

其中 νι为峰面积 , Ν为所有峰的总面积 .  主成分

分析°≤ 根据分析软件得到通过 ⁄∞的条带配

对图 在条带出现的地方定义为  未出现的地方记

为  这样就得到的 ⁄∞条带配对的二次矩阵 根

据二次矩阵用 ≥°≥≥ 1进行主成分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1  生物滤塔处理含氨废气的效果

实验开始时没有向生物滤塔处理系统中接种硝

化细菌 完全靠填料中固有的微生物来进行含氨废

气的处理 实验的目的就是考察在不接种微生物的

情况下 是否可以依靠填料中本身富集的微生物进

行反应器的启动 不同填料的生物滤塔对氨的处理

结果见图  反应器运行过程中填料中各种形态氮

的浓度见图  氨的平均进气浓度在 
左右 

从图 中可以看出 污泥和混合填料生物滤塔氨的出

气浓度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逐渐升高 而堆肥的运行

情况较好 对氨的去处效率始终在  以上 结合图

 可知堆肥填料中亚硝态氮和硝态氮的浓度是不断

增加的 氨氮稍有积累 说明填料中发生了氨化和硝

化作用 该填料本身含有大量的氨氧化菌和硝化细

菌 能及时地将吸附的氨转化为亚硝酸盐和硝酸盐 

使得出气中氨的浓度较低 表现出较高的去除效率 

而污泥和混合填料的情况恰恰相反 亚硝态氮和硝态

氮的浓度的变化不明显 氨氮的浓度急剧增高 这说

明由于污泥和混合填料系统中硝化细菌数量较少 对

氨的去除以吸附作用为主 因此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 

当吸附达到饱和 去除能力开始下降 

图 2  不同填料的生物滤塔对氨的处理结果

ƒ  ×√ 

212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分析

为了考察样品的重复性  个样品在相同的

⁄∞电泳条件下重复做了 次 次的电泳结果

相同 各个填料样品的 ⁄∞电泳结果如图  所

示 每个填料样品经过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都可以分离出数目不等的电泳条带 且各个条带的

强度和迁移率各不相同 

为了分析各个样品的 ⁄ 电泳带型所代表的

微生物种群多样性 计算了各个样品的 ≥2

• √ ≥2 • √多样性指数分别对

不同填料中微生物 ≥  的 ⁄∞结果进行计

算 计算结果如表  根据表 可以看出与对照⁄

       
表 2  不同填料样品 ∆Γ ΓΕ条带的 Σηαννον指数

×  ≥¬ ⁄∞ 

样品名称 采样号 ≥指数 对氨的去除效率 

堆肥 ⁄ 1
⁄ 1 1
⁄ 1 1
⁄ 1 1
⁄ 1 1

混合填料  1 1
 1 1
 1 1
 1  1

污泥 •  1
•  1 1
•  1 1
•  1 1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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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相比 填料微生物的多样性指数都随着反应

器的运行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小 说明 种填料内

部的微生物多样性均逐渐降低 分析原因可能是由

于反应器中氨的去除主要依靠氨氧化菌和硝化细菌

功能型微生物 而氨对其它微生物非功能型微生

物有毒害作用 因此微生物数量会逐渐减少 导致

多样性程度降低 运行 个月后混合填料的微生物

多样性指数最低为 1 此时该反应器的去除能

力最差 其次为污泥填料 其多样性指数为 1 

堆肥填料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最高为 1 此时

该反应器的去除能力也最好 

图 3  生物滤塔中各种形态氮浓度的变化

ƒ  ≤ √∏ ∏

¬

从表  和图  可以看出 污泥和混合填料的

⁄∞电泳条带数目的减少最为明显 结合图 和图

说明 体系去除效率的下降是由于填料中微生物

种群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细菌种类和数量减少 系

统中氨氧化和硝化细菌数量较少 根据 ⁄∞对不同

⁄片断分离原理 可以得知 个填料样品的 °≤

产物中含有多种数目不等的不同的 ⁄片断 它们

是一些种类的微生物的 ≥ 基因 ∂区的 ⁄

片断 如果通过对这些 ⁄片断的测序以及和国际

标准核酸库的比对 就可以得出这些在 ⁄∞中被分

离的 ⁄片断所代表的微生物的种属关系 从而确

定不同样品中所含有的微生物的种类 

图 4  不同填料样品的 ∆ΓΓΕ分离图谱

ƒ1  ⁄∞ 

根据主成分分析得到 ⁄∞数据的因子载荷 

由于因子载荷通常反映了微生物群落的生理轮廓 

是其群落结构和功能多样化的具体体现 因此因子

载荷图能直观地反映出随着反应器的运行填料中微

生物群落的变化 图 反映了不同时间采集的填料

样品中微生物 ⁄∞结果的因子载荷变化 从图 

可以看出 和堆肥填料一样 污泥填料样品之间的微

生物群落结构相似性较高 而混合填料样品点的离

散程度较高 说明其样品间微生物种群结构变化较

大 不过从图中也可以看出混合填料开始的 个样

品点的位置靠近堆肥样品 最后 个样品点的位置

靠近污泥样品 说明在反应器运行过程中其微生物

群落结构与堆肥的更为相似 

213  不同填料中微生物多样性 ≥指数与氨

的去除效率的相关性

不同生物滤塔对氨的去除效率与微生物多样性

≥指数的相关关系见表  污泥和混合填料生

物滤塔对氨的去除效率与 ≥指数的相关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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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1和 1 表明反应器中微生物的多

样性和氨的去除效率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堆肥生物滤塔对氨的去除效率与其微生物多样性之

间的相关性不明显 表现为滤塔中微生物多样性虽

然有所减少 但是氨的去除效率并没有下降 这是由

于该滤塔中存在着的氨氧化微生物即功能性微生

物的种类和数量并没有减少 因此氨的去除效率没

有降低 目前 笔者正在对堆肥填料的 ⁄∞凝胶

上的 ⁄条带进行割胶回收 并克隆测序来鉴定

这些功能性微生物的种属 这将有助于探明这一现

象的微生物学机理 

图 5  不同填料样品 ∆Γ ΓΕ结果的主成分分析

ƒ  °≤  ⁄∞ 

表 3  氨的去除效率与 Σηαννον指数的相关性1)

×   √   √ ≥¬

填料 氨的去除效率与 ≥指数的相关性

堆肥  

混合填料  

污泥  

   ν   , ρ .   . , ρ .   .

3  结论

利用 ⁄∞技术对处理含氨废气的生物滤塔

中微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发现 不同时期的相同填料

中微生物 ⁄∞图谱有着明显的差异性 由于氨对

微生物的生长有抑制作用 氨的加入改变了填料中

微生物原来的群落结构 从而使其微生物多样性在

⁄∞胶上表现为条带数目的变化 随着微生物的

群落结构和基因型的改变 各反应器氨的出口浓度

有明显的变化 ≥指数分析表明 填料中微生

物的多样性都随着反应器运行时间的延长而有所减

少 主成分分析°≤ 显示对于堆肥和污泥来说 相

同填料样品之间微生物群落结构相似性较高 而混

合填料样品间的微生物群落结构相似性较低 生物

滤塔对氨的去除效果与填料中微生物多样性

≥指数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本研究只是从 ⁄∞带谱的差异上初步比较

了反应器在不同运行时间下 其中细菌多样性的差

异 最终要确定某一环境中的微生物群落的结构及

组成需要与其它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结合起来 

但是该研究得到的信息对进一步应用 ⁄∞或其

它方法研究该环境中的微生物多样性有很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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