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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了从农药厂阿特拉津生产车间排污口污泥中分离出的菌种 × 菌 进行了农药阿特拉津的静态降解实

验及其污染地下水的微生物治理模拟实验研究 结果表明 × 菌在  值为 1 ∗ 1时对农药污染质阿特拉

津均具有降解能力 且适宜的  值范围为 1 ∗ 1 在实验条件τ   ε   1与野外含水层的条件基本

一致情况下 难于生物降解的污染质阿特拉津的一次投菌降解率达到 1  同时环境因素也随着 × 菌作用

的变化而变化 其中 ⁄ ! 随 × 菌作用加强而其值减小 另外 设计了细菌的投放方式以模拟野外条件下的

菌种投加条件 并且 × 菌的作用会造成被治理含水层的渗透性能降低 实验后含水层的渗透系数下降 1  

清水冲洗 的渗透性恢复率为 1  说明清水渗透恢复的方法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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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除草剂年使用量约占农药总量的

1  ≈  目前阿特拉津×是国

内外广泛使用的化学除草剂之一≈ ∗  由于阿

特拉津的广泛应用 国内外对其遗传毒性 !致突

变性等进行过相关研究≈  而阿特拉津结构稳

定 难以降解 被微生物矿化的过程十分缓慢 

在环境中广泛分布≈ ∗ 如 年瑞典的 

个湖泊中均有阿特拉津检出≈ 已造成了全

球性的生态问题 近年来 地下水的污染治理研

究得到重视≈  而阿特拉津生物降解研究的

报道多集中于常温和静态条件≈  与地下水

的环境条件有一定的差别 本文结合研究区地

下水的低温及动态等条件 研究农药阿特拉津

的降解特性 寻求其污染地下水的生物治理方

法 

1  实验材料与方法

111  实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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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理的模拟实验是在有机玻璃渗流槽

 ≅  ≅ 中进行的见图  

图 1  取样点示意图

ƒ  ×∏ 

112  菌株及菌悬液制备

实验细菌× 菌由吉林某农药厂阿特拉

津生产车间的排污口污泥样品分离所得≈ 模

拟治理实验是模拟野外已污染的含水层的微生

物治理过程 实验中设计的 × 菌的投放方式

是在渗流槽入水端的缓冲水室中投放菌种 以

模拟在野外深切且补给浅层阿特拉津污染含水

层的河渠沟谷中投放 × 菌的方式 由渗流将

菌种带入被阿特拉津污染的含水层中而达到治

理的目的 控制温度  ε 以及  值为 1的

环境条件实测研究区地下水温度和  值的

中间值 将所得的菌株接种于 活化富

集培养基蛋白胨 1  牛肉膏 1  ≤

1  蒸馏水  值 1中≈  摇

床振荡培养 取菌液于离心管内 离心

然后用磷酸盐缓冲液清洗≈ 再离心

如此反复清洗 次 适当稀释后制成菌

悬液备用 

113  实验过程

将上述制备的菌悬液分别接种于不同

值  1 !1 !1 !1 !1一定阿特

拉津浓度的降解液中 测定各试样的初始浓度

后 置  ε 培养箱中培养 然后定时取样分析

污染质的降解程度 得到阿特拉津的浓度变化 !

降解率变化的历时曲线 

实验开始前 首先用阿特拉津污染水渗

透含水层数日 当取样测试渗流槽中的 × 浓

度基本一致并达到配液 × 浓度后 开始正式

实验 此时在渗流槽入水端一次性加入 × 菌 

然后对 号 !号 !号 !号取样点距离入水

端的距离分别为 1 !1 !1 !

1进行取样测试 测试内容包括 × 浓

度 !溶解氧⁄ ! 等 × 菌投加后 实验持

续 1

模拟含水层的渗透性变化的实验是通

过测定实验过程中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变化来反

映的 即在治理实验开始和结束时分别测定含

水层的渗透系数 并在实验结束时即进行清水

渗透冲洗已部分堵塞的含水层 然后定时测定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恢复情况 治理实验后含水

层的渗透冲洗持续了 

114  阿特拉津的测定

将所取样品使用三氯甲烷振荡萃取 

 ∞≤≥型旋转蒸发器浓缩 采用 °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测定阿特拉津的浓度测试条

件 色谱柱为 °2  ≥ 1 ≅ Λ ≅

1Λ石英毛细管柱 载气为高纯氮气 流速

1进样口温度为  ε 检测器温度

为  ε 程序升温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211  不同  值时 × 菌的降解性能

根据不同时刻的取样测试所测定阿特拉津

的浓度变化如图  图 表明 对于难于生物降

解的农药污染质阿特拉津 × 菌在  值为

1 ∗ 1范围内对其均有明显的降解能力 

其中在 左右 降解液的浓度下降近似达最

小值 之后的降解趋于缓慢 其原因之一是体系

中营养物质的消耗而抑制或阻止 × 菌的生长

代谢和对污染物的降解 × 菌适宜的  值范

围是 1 ∗ 1 此时的弱酸碱环境条件下 ×

菌具有较好的降解污染质的能力 与野外条件

下的弱碱性 值 1左右地下水环境条件

比较接近 有利于菌种在实际原位治理中的

应用 

212  模拟治理中阿特拉津浓度的变化

从阿特拉津历时曲线图图 中可以看

出 污染含水层的 × 浓度由初始时刻以 ×

菌加入时记为 时的渗流槽中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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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 πΗ值时阿特拉津的浓度曲线

ƒ  ×∏√ 

图 3  各取样点阿特拉津浓度曲线

ƒ  ×∏√ 

污染水的浓度 在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取样点有

明显下降的趋势 其中 号取样点的阿特拉津

的一次投菌降解率达到 1  然后  号 !

号 !号取样点的 × 浓度下降达最低点后又逐

渐上升 恢复到接近初始时刻的 × 浓度值

号取样点实验结束时尚未恢复接近初始值 由

此可见 × 菌在动态条件下也有较好的降解效

果 各取样点 × 浓度下降阶段正是 × 菌的降

解作用所产生的 可见 × 菌对实际的动态条

件下阿特拉津污染的浅层地下水的治理具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 由于阿特拉津在含水层中的天

然净化非常缓慢≈ 故本次实验中 × 菌的降

解效果较为明显 当细菌作用减弱时 阿特拉津

浓度又逐渐回升 

213  环境因素的变化特征

本次实验过程中 在取样检测 × 浓度的

同时 还测试了各取样点的环境条件值⁄ !

值等 环境条件的变化规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 × 菌作用下含水层中物理 !化学条件的改

变 对其分析研究有助于对 × 菌降解污染质

× 规律的认识 

溶解氧⁄的变化  各取样点 ⁄ 的

变化图 与 × 浓度的变化特征相似 即经历

由稳定到下降然后回升的大致过程  号取样

点的 ⁄下降最晚近  并实验结束时尚处

于低值状态1 

 值变化  个取样点的  值变化

也经历有下降和上升的过程 仅最大下降 !各点

升降幅度和时间有所不同 

图 4  各取样点 ∆Ο变化曲线

ƒ  ×∏√ ⁄ 

上述各取样点的环境因素⁄ !变化规

律是在 × 菌加入后的变化规律 总体上 同一

环境因素的变化在各个取样点具有近似的上升

和下降规律 其与 × 菌的生长代谢密切相关 

214  生物治理过程中含水层的堵塞和恢复

应用人工微生物方法对被污染的含水层进

行治理过程中 由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死亡及

微生物的代谢产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会造

成被治理含水层的渗透性能降低 使含水层的

水力传导能力下降 通过测定实验过程中含水

层的渗透系数变化证实了 × 菌治理阿特拉津

污染的含水层时会导致含水层透渗性明显下降

的事实 至于实验过程中模拟含水层渗透性下

降的机理 可认为气体的产生和生物膜的增长

是渗透性下降的主要原因 由实验测得的渗透

系数见表 可见实验前和实验后 模拟含水

层的渗透系数明显下降 其中渗透系数降低了

1  可见微生物的活动是造成含水层渗透

性变化的直接原因未投放微生物时的迁移实

验中 渗透系数值在实验前后基本不变≈ 

对渗透性下降而造成堵塞的含水层 生物

治理实验结果后 使用清水进行渗透冲洗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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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渗透性恢复 实验结果见表  从表中数据可

见 生物治理造成的含水层渗透性下降 的

清水冲洗其渗透系数恢复为原来的 1  

模拟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变化情况见图  说

明清水渗透恢复的方法效果明显 

图 5  试验中含水层渗透系数变化曲线

ƒ  ×∏√∏

 ¬

表 1  模拟含水层渗透系数变化

×  ∂  ∏

项目
实验

开始前

实验

结束后

清水冲洗



清水冲洗



渗透系数#         

变化率          

3  结论

对于难于生物降解的阿特拉津 × 菌

在  值为 1 ∗ 1范围内对其均有明显的

降解能力 适宜的  值范围是 1 ∗ 1 

动态模拟治理实验条件下 各取样点的

污染质浓度均有明显的下降过程 其中 号取

样点的阿特拉津的一次投菌降解率达到

1  反映出 × 菌可以有效地应用于实际

的低温条件下 ε 阿特拉津污染含水层的原

位治理 并可通过补充投菌等增加处理效率 

模拟治理中 × 菌的生命活动也改变

了其所处的微环境条件 从而引起环境本底值

的改变 其中 在每一观测点 随着 × 菌作用

的加强和减弱 ⁄ ! 均有下降和回升的过

程 与 × 菌的生长代谢密切相关 

模拟了野外条件下的菌种投加条件 即

选择在野外深切且补给浅层污染含水层的河渠

沟谷中投放 × 菌 由渗流将菌种带入被污染

的含水层中而达到生物治理的目的 实验表明

这种方式经济可行 效果明显 可以将 × 菌输

送到要进行治理的目标含水层中 从而实现污

染含水层的原位治理 

在动态模拟治理实验中 × 菌的作用

会造成被治理含水层的渗透性能降低渗透系

数下降 1   且利用清水冲洗的方法可消

除堵塞而恢复含水层的渗透性 实验后清水冲

洗 的渗透性恢复率分别为 1  !

1  说明清水渗透恢复的方法效果明显 

参考文献 

  林玉锁 徐亦钢 石利利等 农药环境污染事故调查诊断方

法研究≈ 污染防治技术  11  ∗  

  华小梅 单正军 我国农药的生产使用状况及其污染环境

因子分析≈ 环境科学进展  4  ∗  

  杨炜春 王琪全等 除草剂莠去津在土壤2水环
境中的吸附及其机理≈ 环境科学  21  ∗  

  付建华 吕高圣 龚志坚等 阿特拉津防除甘蔗地杂草试验

≈ 广西植保  6  ∗  

  黄兴盛 阿特拉津防除芦笋地杂草的研究≈ 杂草学报 

 4  ∗  

  金焕荣 段之文 张越等 阿特拉津的遗传毒性研究≈ 工

业卫生与职业病  25  ∗  

  张越 金焕荣 段之文等 阿特拉津对小鼠微核及精子畸形

率的影响≈ 沈阳医学院学报  2  ∗  

    ≥  °   

2  ∏∏ ≈  ∞√

≥ × 28  ∗  

  ≥≥ °   

∏∏√≈  ∞√ ≥ ×

 28  ∗  

  蔡宝立 黄金勇 除草剂阿特拉津生物降解研究进展≈ 

生物工程进展  19  ∗  

  李清波 黄国宏 刘孝义等 阿特拉津薄层层析检测方法

≈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33  ∗  

  ∏   2 

   ≥≈  ∞√ ≥ ×

 24  ∗  

  王克三 地下水污染及其监测治理问题≈ 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  5  ∗  

  王晓蓉 吴顺年 李万山等 有机粘土矿物对污染环境修复

的研究进展≈ 环境化学  16  ∗  

  叶常明 王杏君 弓爱君等 阿特拉津在土壤中的生物降解

研究≈ 环境化学  19  ∗  

  乔雄梧 马利平 ∏  ∞阿特拉津在土壤中的降解

途径及其对持留性的影响 ≈ 农业生态环境  11

  ∗  

  胡宏韬 农药污染质在地下水中迁移转化及生物治理的实

验研究≈⁄ 长春 吉林大学  

  任源 吴超飞 韦朝海 苯胺分解菌的驯化筛选研究≈ 环

境科学研究  11  ∗  

  陆军 王菊思 赵丽辉等 苯系化合物好氧降解菌的驯化和

筛选≈ 环境科学  17  ∗  

  诸葛健 王正样 工业微生物实验技术手册≈   北京 中

国轻工业出版社  

  胡宏韬 林学钰等 阿特拉津在地下水中迁移转化的实验

研究≈ 长春科技大学学报  31  ∗  

期 环   境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