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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和环境微生

物学的兴起
,

微生物在消除污染
,

改善环境中

的作用日益引人重视
.
国外已报道用耐汞的

假单抱菌制造菌床
,

处理含汞的工业废水
。2 , .

看来利用微生物对甲基汞的降解作用
,

治理

环境中的甲基汞污染有着巨大的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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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挟 真 菌 与 环 境

张 宗 礼
(夭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气挟真菌是大气污染物中的重 要 部 分
,

在一定条件下影响人群健康
.
迄今已确认某

些真菌为过敏原
,

此外在精密仪器的制造
、

管

理及使用上对无菌无尘的要求也 日益引起重

视
.

大气环境中诸因素 (气温
、

湿度
、

日照
、

风速及降雨量等) 对气挟真菌种类及数量有

明显影响
.
悬浮在空气中的菌类抱子等与水

滴
、

飘尘结合后可以飞扬至 1
,

5 0 0 0 英尺的高

空
,

进行长距离迁移
.

一
、

气挟真菌的分布

气挟真菌主要来自地表土壤
、

植物残休
、

动物排泄物
、

霉变有机质等
,

与人类活动关系

甚密
.
它主要由腐生真菌

、

部分植物病原菌

构成
.

1
.
城市及 农村上空 气挟真菌的分布

Mi 叩d[1] 首次在巴黎做了气挟真菌的计

量工作
.
他指出

,

真菌多在 , 一12 月份出现
,

其量随气温
、

湿度升高而增加
.
兹将部分城

市及农村气挟真菌类别汇总如 表 1 及表 2
.

城市上空气挟真菌主要有五大类 (青霉

属
、

曲霉属
、

枝抱霉属
、

交链抱霉属及镰刀

菌属 )
,

其中枝抱霉在趋向热带地区有减少之

势
,

而曲霉则有与之相反的趋势
.
随着纬度

的不同
,

寒带
、

温带
、

热带地区又各有其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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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类 (见表 1)
.

农村上空气挟真菌除技 抱 霉 广泛 存 在

外
,

由于各地植被带菌状态和土壤菌及腐生

菌的不同而致空气中污染 的 菌 类 亦 异 (见

表 2)
.
此外也与人类携带传播有关 (见 表

3)
.

2
.
特殊地点上空气挟真菌的分布

局部地区由于条件的特殊性而致该地上

空菌相不同
,

其对环境的影响则因污染的种

属及数量而定 (见表 4)
.

二
、

影响气抉真菌种类
、

数t 的诸因素

1.季节
、

日周期性

冬季
,

菌类的繁殖
、

散发少
.
4一5 月份

,

气温上升逐渐适合菌类发育时
,

则分散在空

中的抱子数急剧上升
,

6 一7 月份达到高峰
,

7 一8月由于酷热
、

干燥而一度减少
,

9 月时又

第二次达到高峰
,

由于气温及湿度的下降
,

在

11 月后又降为低潮[l, a..,
, 一
气

, 刃 . 昼夜之间由

于自然条件的变化而使空气中的菌类形成 日

周期性规律I1, ,J: 昼间 6:00一10
:。。 为间歇

期
,

上午出现的菌类为交链抱霉属
、

枝抱霉

属
,

1 6
:

0 0 以前黑粉菌属及 白粉菌属达到高

潮
,

1 7
:

o 。一21
:。。则又处于间歇期

.
担抱子

类 (掷抱 酵母属
,

铁 艾 酵 母属
,

层 菌纲

(脚, en
口。夕介介

丁

) 一般在 日落后到凌 晨前 散

发较多
.

真菌总数量的高峰时间由于各地纬度不

同而异
,

如巴黎
ti, 为 s :00 及 20 :00

,

埃及【, 。J为

6:00 及 18 :00 ,

巴西‘2 ,
J则为 15 :00

.
Panzert‘,

等将英国的气挟真菌分为日抱子群 (8
:00 一

17:00)及夜抱子群 (18
:00一9

:00)
,

前者包

括: 黑抱霉属
、

青霉属
、

交链抱霉属
,

弯抱霉

属
.
后者包括

: 小球腔菌属
、

附球霉属
、

梨抱

霉属 (Pir
介“lar ia

)

、

枝抱霉属
、

壳色单隔抱属

(D IPl
odia )

、

蛇抱腔菌属 (o P乃i
o bolo s)

。

在一

般国家
、

地区
,

枝抱霉及附球霉多在 日间出

现
.
影响真菌 日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复杂

,

上

科 学
。

65

。

午出现的菌类可能是在空气吸湿条件下易于

散发
,

而下午出现者则多在基质显示干燥后

受外力振动而扩散
,

夜间发射抱子的菌类则

多由于湿度适宜所致
.

2
,

气象因素

(1) 温度
: 不同气温条件下各种真菌出

现的频率亦不一致
.
真菌抱子在冬 季 有 雪

覆盖时一般可存活 6 小 时
,

无 覆 盖 时 2 小

时
,

夏季在植物上可存活 20 一28 昼夜训
.
试

验证明
,

个别真菌抱子 可 耐 受 135 ℃/30 小

时t
,‘1 .

(
2 ) 相对湿度

: 降雨可大量减少枝抱霉

属
、

白粉菌属及交链抱霉属的数量但随之即

由耐潮湿抱子 (如明环抱霉属
,

子囊菌类 )所

补充
.
一般降雨量并不影响透明担抱子类数

量 (小钟红伞菌属
、

乳菇属
、

铁艾酵母属
、

掷抱

子酵母属)
.

(3) 日照: 日照延长可增加黑粉菌属及

藻状菌类的数量
.
试验 2仇675 株真菌及细

菌对紫外线的敏感率达 94
.
3多

〔
2’1
.

( 4 ) 风力
: 风速增强可明显减少交链抱

霉数量其次是担抱子类
、

葡萄抱属
、

枝抱霉

属
、

分支虫霉属
、

侧茁霉属
、

夏抱锈菌属抱子

(U
犷亡d o 万户o

r以 )
,

但却可增加藻状菌类数量
,

这

可能是由于 摩擦 而 增加 了 菌类 释放的 机

会tl, 9] .
顺风向较逆风向的菌多

.
作物收获

季节常见由曲霉
、

枝抱霉
、

青霉
、

交链抱霉
、

附

球霉或短梗霉属等构成的抱子雨现象 (SPo re

sh ow er ) 菌类呈集团出现
.
此外

,

搬运
、

翻晒
、

加工牧草及喷撒农药等都是造成局部空气中

真菌数量增多的因素
.

3
.
化学污染物

空气含尘量与含菌量呈线性关系阁
.
随

着高度增加大气含菌量 相 应 减 少
,

试 验 从

30 0 米起计数
,

到 2900 米时可减少总菌数的

72外
,

这与光化学烟雾中的臭氧
、

一氧化氮
、

烯属烃类有关国
.
带菌颗粒物大小一般不超

过菌体本身
,

真菌抱子一般多以游离状态存

在
,

较大颗粒受重力影响而下沉
,

小颗粒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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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监测
结果相同

.

丫 表 示 出

现的主要菌

属
.

同时又不断增大
,

因而限制其扩散在一定范

围内
,

其分布规律在一般情况下是接近数学

正态分布
.

三
、

气挟真菌对环境的影响

大气颗粒物中约 33 外 属于非生物性无

机类
,

67 多 属于生物性的有机类
,

目前已知

存在大气中的真菌类约有 40
,

0 0 0 种
,

不同地

区有不同菌相
,

及时监测可查明菌相的出现

情况并分析其来源
.
许多种真菌能使物质腐

烂已为众所周知
,

但对其扩散规律则所知甚

少
.
掌握大气真菌动态后

,

植病学家可以预

测预报植物病害
,

目前已知的植物病原菌有

交链抱霉属
、

蠕抱菌德勒氏属
、

弯抱霉属等
.

医学家则可据以设法控制
、

减少人类过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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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发生
.
se ou di 等[1[ , 指出

,

空气中某

些真菌的出现频率与埃及当地流行的支气管

喘息有线性一致关系
,

印度浏流行的角膜霉

菌病与当地空中真 菌有 关
,

美国
(2”某蘑 菇

培殖场工人中多见的肺病与 空 气 中 的小 单

抱 菌 属 (M 女
, o , o
娜户。, a

)

、

青 霉
、

曲 霉 有

关
.
囊球菌 (c ry p勿

‘。

ccu 力 及组织 抱浆 菌

(万众to PI 。。a) 可引起肺炎
、

脑膜炎及脑瘤脚 , .

s i n g b 检查 364 名过敏患者发现
,

曲霉过敏者

占 22并
,

青霉过敏者占 18
.
8 多
.
染有黄曲霉

的谷物在运输过程中约有 50 并 毒素释放到

空气中
.
当前正在对某些化学污染物如硫氧

化物
、

氮氧化物与菌类协同作用下对环境
,

尤

其对人群健康的影响进行研究
.

除上述外
,

在医疗
、

卫生事业中
,

在药品
、

食品工业
、

电子元件及精密仪器制造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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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农业区上空气抉真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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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自皮肤及痰分窝的宾菌类别

认
来源

占分离总数%
皮 肤 备 性

月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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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对空气净化程度均有较高要求
.
因此

,

有

必要着手考虑大气区域污染中有 害 微 生 物

的净化问题
.
在环境质量标准方面 已 有 专

著网讨论利用微生物作为空气污染的指标和

利用气挟真菌的分布对空气质 皇进 行 评价
.

但对采样方法及污染条件下菌类变化的特征

等尚在研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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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特殊地点上空气抉X 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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