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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 2⁄∞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可以不经过常规培养直接从活性污泥和生物膜样品中提取 ⁄ 对 ≥⁄ ∂ 

区进行 °≤  扩增 结合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 从而分析活性污泥与生物膜中微生物种群结构 研究证实 活性污泥培养

前后微生物种群结构发生很大的改变 同时对 种污水处理工艺中微生物种群结构进行了对比研究 对同一反应器不同位置

微生物分布以及不同工况下的微生物种群结构进行了初步探讨 测定了活性污泥中部分菌种的 ≥ ⁄ ∂区片段序列 通

过 ≤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基因库比对 初步确定细菌的属 结果显示 °≤ 2⁄∞结合测序技术是一种完全可行

的快速进行环境学样品微生物研究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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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微生物降解污染物已经成为水污染处理领

域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因此水处理工艺中微生物

的组成结构 !数量以及多样性的分析对于研究生化

反应的机理 !污染物降解和转化途径具有非常重要

的学术价值 并为达到优化工艺运行条件 提高污染

物处理效率目的提供理论依据 

传统的显微镜观察和培养分离技术可分离取得

单一菌株进行鉴定分析 但是这种方法受到微生物

可培养性的限制 实际分离出的菌株往往只占样品

中微生物种类很小的一部分 同时对于环境样品的

培养分离周期一般较长 工作量大 应用 °≤ 2

⁄∞°≤  2⁄∏ 2

 ∞方法对环境微生物进行研

究 就可以不经过培养 直接从样品里提取细菌的

⁄ 再将编码有 ≥ ⁄的基因进行扩增 通过

这种方法能够直接了解样品中细菌分布结构 并能

大致比较相同条件下单一菌群的生物量 目前 将分

子生物学技术应用于环境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 

传统的城市污水处理工艺主要依赖于以生物降

解作用 水力停留时间相对较长 而城市污水化学2

生物絮凝强化一级处理是利用化学混凝和生物絮凝

联合作用强化沉淀的污水处理工艺 生物强化一级

处理一般由一个停留时间较短 左右的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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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池和沉淀池构成 工艺中采用空气混合絮凝反应

和污泥回流 利用外加的化学絮凝沉淀剂和污水中

的天然生物絮凝剂 将化学絮凝强化处理与生物絮

凝强化处理相结合 充分发挥生物絮凝的絮凝吸附

作用以及化学絮凝对颗粒状和胶体状物质的去除作

用 可达到经济有效地高程度去除磷酸盐与 ≥≥ !中

等程度地去除 ≤ ⁄!⁄的目的≈  本研究应用

°≤ 2⁄∞技术分析了该种工艺与传统的完全混

合式处理工艺反应池活性污泥样品在菌群结构上的

差别 同时对中试装置化学生物反应池中的不同位

置微生物以及悬浮填料床中微生物种群进行了初步

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11  材料

活性污泥和生物膜样品分别取自上海曲阳

污水处理厂曝气池混合液和上海竹园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中试装置曝气池混合液以及试验装置硝化悬

浮填料床顶端填料 上述 个污水处理工艺 均用以

处理城市生活污水 其进水成分相近 上海曲阳污水

处理厂采用传统的完全混合式处理工艺以下称传

统处理工艺 上海竹园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中试装

置中以下称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曝气池采用微

孔曝气管曝气 分 段推流回转式布置 阶梯式速度

梯度变化 每段可独自调节曝气量以改变速度梯度 

后续脱氮采用悬浮填料接触氧化生物工艺 用高比

面积球型填料 设计水力停留时间  ∗ 中试装

置见图  针对 个典型的工况进行取样 取样条

件以及运行参数见表  

贮水箱 提升计量 混合

 

加药

化学生物絮凝反应池

 

曝气

沉淀

回流污泥

出水

悬浮填料床 沉淀
出水

图 1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中试装置(50τ/ δ)

ƒ  ×  ≥∏∏ 

  取传统处理工艺曝气池污泥混合液 用

无菌水稀释 倍后振荡打碎絮体 取 接种到

营养肉汤培养基中≈ 置于摇床  ε 培

养 后将培养液 离心 取沉淀用

于 ⁄提取 样品名称为样品  

⁄抽提缓冲液 ×2≤

1≈  磷酸盐缓冲液 1≈ 

1≤  ≤ × 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

铵≈ × ∞缓冲液 ×2≤ 1≈ 

∞⁄×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1 

°≤  引物被用于细菌 ≥⁄ ∂区的 °≤  扩增

°  χ2× × ≤≤ ≤ ≤ × ≤ × 2χ °  χ2≤ 

≤ ≤ ≤  ≤ ≤  ≤  ≤ ≤  ≤   ≤    ≤    

 ≤  ≤      ≤ ≤ ≤ ≤  ×  ≤      ≤  ≤

  2χ 其中 ≤ 钳是为满足 ⁄∞ 的温度而

加≈ 由上海博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电

泳所用 为  ⁄2 

活性污泥混合液 离心 取

沉淀放置于   ε 冰冻储存用于 ⁄ 提取 将悬

浮填料床中填料上的生物膜用无菌刷刷取到装有无

菌水的烧杯中 取杯中混合液  离心

沉淀   ε 冰冻保存用于 ⁄提取 

表 1  取样位置和条件

×  ×

取样装置
传统处

理工艺

化学生物絮凝污水处理中试装置

工况  工况 

样品名称 样品  样品  样品  样品 ∏ !√ ! 样品 ¬

样品类型 活性污泥 活性污泥 填料生物膜 活性污泥 填料生物膜

取样位置 曝气池 化学生物絮凝反应池第 廊道 悬浮填料床 化学生物絮凝反应池  ! !廊道 悬浮填料床

进水

# 

≤ ⁄   

2 1 1 1

× ° 1 1 1

≥≥   

运行条件 ⁄ 1   ! !廊道分别为 1 !1 !1   ! !廊道分别为 1 !1 !1 

 1 1 ∗ 1 1 ∗ 1

絮凝剂 无 投加聚合氯化铝  投加聚合氯化铝铁  助凝剂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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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实验方法

 ⁄ 提取方法≈ ∗   从样品中提取总

⁄方法 于离心所得菌体加入 1⁄ 抽

提缓冲液和 Λ蛋白酶  转移至

三角烧瓶中 放置于  ε 摇床 加

入 1  ≥⁄≥十二烷基硫酸钠≈  ε 水

浴 每隔  ∗  轻轻摇动一次 所得产物于

室温下 离心 取上清液待用 在沉

淀中加入 1⁄ 缓冲液 1  ≥⁄≥ 

用玻璃棒小心搅匀  ε 水浴 离心 

重复此步骤 次 次所得上清合并 均匀混合 于

上清液中加入等体积氯仿异戊醇体积比 Β 

 离心 取水层 再加入 1 体积

的异丙醇 室温放置  室温离心 

取沉淀溶解于 Λ 1的 ×∞缓冲液中 

 °≤  扩增程序≈ ∗    ε  ε 

  ε   ε  ε 

°≤  反应体系为无菌双蒸水 Λ ≅ °≤  反应

缓冲 液 Λ1 ×° 溶 液 Λ

引物 ° !°各 Λ×酶 个单位 样品

⁄溶液 Λ

提取总 ⁄及 °≤  检测   的琼脂糖凝

胶电泳进行电泳检测

 °≤  产物浓缩  合并数管纯化产物 用

°膜封口 置于   ε 冰箱冷冻过夜保存 取

出后用冷冻抽干机处理 将得到的干粉溶解于

Λ 1 ×∞中 保存于   ε 冰箱 

°≤  产物进一步用 ⁄∞变性梯度凝胶

电泳电泳分离  凝胶变性梯度   ∗   ∂ 

电泳缓冲液为  ≅ × ∞≈  ε 电泳时间 用溴

乙锭染色后 在紫外灯下割下含目的 ⁄ 条带的

凝胶块 转移到微量离心管中 用吸头挤碎 加入

Λ×∞  1溶解 重新进行 °≤  扩增 步骤参

照 送上海博亚生物公司测序 

2  结果与讨论

211  活性污泥 !生物膜和培养后菌落样品总 ⁄

提取结果

从 个样品中提取的 ⁄ 通过  的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验图  !图  通过 ≥∂ 软件分

析提取出的 ⁄片段大小约为  ∗ 

环境样品由于组成复杂 能否顺利提取目标

⁄片段是能否采用 °≤ 2⁄∞技术进行分析的

前提 电泳结果显示 采用文中的提取方法可以顺利

提取出样品中的 ⁄片段 

 1≥ 1≥   ≥  1≥ 

图 2  传统处理工艺和化学生物絮凝处理

工艺装置工况 Α样品提取的 ∆ΝΑ

ƒ  ∞¬⁄  ≥    

 1≥∏ 1≥ √  ≥  1≥ ¬

图 3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装置

工况 Β样品提取的 ∆ΝΑ

ƒ  ∞¬⁄  ≥ ∏ √  ¬

212  总 ⁄的 ≥ ⁄片段扩增结果

将提取出的 ⁄进行 ≥ ⁄ 片段 °≤  扩

增 结果用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检验 扩增出的

⁄片段大小为  ∗ 证实为 ≥ ⁄

∂区特异性片段图  !图  

213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分离扩增的 ≥ ⁄ 片

段结果

合并 管 °≤  样品每管 Λ进行变性梯度

凝胶电泳 图  可以看出在活性污泥与生物膜样

品中微生物多样性相当丰富 

传统的培养方法会对样品中微生物种群的结构

造成相当大的改变 通过曲阳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

培养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图  未经培养的样品

≥ 与经过培养的样品≥  细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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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结构和数量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培养过程中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 营养物质充足 很多原来并不

占优势的菌种在生物量上都得到了相当的增长 未

经培养污泥样品中 原来数量上占优的菌种 一部分

在培养后数量依然较多 而某些菌群数量则发生了

锐减 

 1√1≥ 

1≥   ≥  1≥ 

图 4  传统处理工艺和化学生物絮凝处理

工艺装置工况 Α样品 ∆ΝΑ的 ΠΧΡ 产物

ƒ  ∞¬⁄  ≥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反应池污泥样品≥2

 与传统处理工艺曝气池污泥样品≥

比较发现 种城市污水处理工艺中微生物种多

样性都相当丰富 但是种群结构相差很大图  

  

 1√1≥∏ 

1≥ √  ≥  1≥ ¬

图 5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装置工况 Β

样品 ∆ΝΑ的 ΠΧΡ 产物

ƒ  ∞¬⁄  ≥ ∏ √  ¬

这说明 在成分相近的城市生活污水中 不同的处理

工艺中微生物种群结构差异相当明显 化学生物絮

凝处理工艺的微生物作用与成分相近的城市污水处

理工艺中微生物作用机理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别 

通过 ≥∂软件分析 本试验化学生物絮凝处

理工艺装置中活性污泥样品 ⁄∞结果包含的细

菌种类多于传统处理工艺曝气池污泥样品 说明在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的运行中 微生物对污染物

的降解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部分优势菌种测序结果

也显示其中一些为好氧菌群表   

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装置 个典型工况的活

  

图 6  16Σ ρ∆ΝΑ片段 ∆ΓΓΕ分离结果

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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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泥取样结果显示 在进水 ≤ ⁄!×° !≥≥发生明

显改变 同时絮凝剂加药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 种

工况反应池污泥中微生物的结构相差不大 表明在

微生物对于不同的进水变化和药剂投加量改变适应

性较好 工艺运行较为稳定 在第 种工况下 化学

生物絮凝池 个廊道内活性污泥样品≥ ∏ !

√ ! 中微生物的结构差异很小 种污泥样品中

微生物种群结构基本相同 表明细菌在反应器不同

位置的分布相当均匀 种工况下悬浮填料床生物

膜微生物种群结构的对比≥  !¬结果显示

图  少数细菌的种类与数量发生了改变 但总

地来说相差不大 说明悬浮填料床微生物种群结构

受工艺的影响较反应池明显 不过基本上保持稳定 

214  部分优势菌群的 ≥ ⁄ 片段测序结果及

入库比对

将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装置工况  活性污

泥样品割胶后的几条片段  ∗ 见图 进行

°≤  扩增并进行测序 结果输入 ≤基因库比对 

表 2  部分优势菌 16Σ ρ∆ΝΑ ∆Γ ΓΕ片断测序分析结果

×  ×∏√≥ ⁄ ⁄∞ 

测定样品 ≤比对结果 查询号



Αρχοβαχτερ1 1  

Αρχοβαχτερ⁄1  

Αρχοβαχτερ1  

µ αρινε βαχτεριυ µ  ≥≤   

Αρχοβαχτερ1 ×    

221≥× ±



υνχυλτυρεδ ευβαχτεριυ µ •  ×21  

υνχυλτυρεδ επσιλον προτεοβαχτεριυ µ 1  

Συλφυροσπιριλλυ µ °⁄21  

υνχυλτυρεδ προτεοβαχτεριυ µ    

221≥× ±

 未能找到全片段同源性较高的微生物种类 可能为新发现的菌种 22 ≥× ±



υνχυλτυρεδ βαχτεριυ µ ° ≥2⁄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2   2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ηαε µ ολψτιχυσ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2≤1  

22 ≥× ±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παρϖυσ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ϕοηνσονιι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γενοµ ο ≤1  

22 ≥× ±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χαλχοαχετιχυσ1  

βαχτεριυ µ 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1  

Αχινετοβαχτερ⁄≥  1  

22 ≥× ±



Σπηαεροτιλυσ ! ! ! ! ! ! !1  

Λεπτοτηριξ  ! ! ! ! ! !1  

Σπηαεροτιλυσƒ1  

βετα προτεοβαχτεριυ µ    

Λεπτοτηριξ 1  

22 ≥× ±

3  结论

 通过对人工培养活性污泥和工艺中直接取

得的污泥进行对比 发现由于环境条件的改变 活性

污泥中菌群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 在人工培养条件

下 由于温度适合 !养分充足 所以细菌总的数量很

多 许多原来在活性污泥中数量不占优势的细菌大

量繁殖 但是也由于生存竞争的原因 许多原本在活

性污泥中存在的细菌就被淘汰了 因此活性污泥中

菌群结构变化明显 这说明环境条件对活性污泥中

菌群结构的影响很大 通过人工培养活性污泥增加

细菌数量 从而达到在工艺中应用目的的思路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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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的 

 本实验通过对传统城市污水处理工艺和化

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运行工况的比较 发现进水成

分的相近并没有使活性污泥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菌

群结构 原本认为初始条件和工艺运行条件相同或

相似会导致活性污泥中微生物菌群结构类似的想法

是不完全的 这说明活性污泥在工艺运行过程中 本

身受到工艺运行环境的影响并被驯化 而在工艺运

行达到稳定的状态时 活性污泥中的微生物种群结

构也逐渐趋于稳定 从而形成了针对性较强的 !适应

于该工艺运行环境和条件的最佳菌群结构 初始进

水成分的不完全相同和所含有机物量的不同能够造

成活性污泥中菌群结构的差异 

 通过对化学生物絮凝处理工艺中不同位置

的细菌 ≥ ⁄ 序列的比较 发现在投加絮凝剂

的反应池里 菌群在池中不同位置的分布都比较均

一 化学絮凝剂的投加对环境中的细菌结构并未产

生很大的影响 在工艺运行稳定的情况下 微生物对

外部环境条件的适应性比较好 而且菌群结构稳定 

但是随着反应条件向脱氮反应转化 即由均一的水

溶液生长环境转换为附着生物膜的生长环境时 菌

群结构也有所改变 某些细菌个体种类在数量上显

示出明显的差异图 !图  悬浮填料床内的微

生物菌群结构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受工艺运行条

件影响不大 某些细菌的数量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图

 

 通过对化学生物絮凝池活性污泥中优势菌

种 ≥ ⁄ 序列的分析 可以看出这些优势菌种

大多属于好氧菌群表  基本上可以分为 2

属和 属 大支 

由于环境学样品中样品成分相当复杂 微生物

多样性相当丰富 使得对环境学样品的微生物分析

比较困难 通过常规的培养分离进行分析工作量大 

并且其结果受到微生物可培养性的限制 相对而言 

利用 °≤ 2⁄∞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环境样品的

结构 !多样性分析以及菌种鉴定更加迅速 结果更加

准确 在不需取得菌种的情况下 是完全可行的研究

方法 

同时这种方法也可以与常规培养分离技术结

合 结合 种方法的优点 可在某些研究领域如在

特殊降解菌的分离筛选取得更加高效准确的结果 

目前利用 °≤ 2⁄∞分子生物学技术进行环境学

样品的分析主要处于定性分析 准确的定量研究还

较难进行 由于样品中微生物种类相当多 对于结果

的分析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因此 对于这种方法的

进一步发展 还有相当的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    尤作亮 蒋展鹏 祝万鹏 师绍琪 城市污水强化一级处理的研

究进展≈ 中国给水排水  14  ∗  

≈    张智 邱维 张国庆 城市污水强化一级处理技术及发展趋势

≈ 重庆环境科学  23  ∗  

≈    周群英 高廷耀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第二版≈   北京 高等

教育出版社   ∗  

≈    萨姆布鲁克 弗里奇 ∞ ƒ 曼尼阿蒂斯 × 著 金冬雁 等译 

分子克隆试验指南 第二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    •  ×  ƒ∏  ετ αλ ∏2

    ∏

 √∏≈  2

∞ 64  ∗  

≈    陈灏 唐小树 林洁 等 不经培养的农田土壤微生物种群构成

及系统分类的初步研究≈ 微生物学报  42  ∗

 

≈    高平平 赵立平 等 可用于微生物群落分子生态学研究的活

性污泥总 ⁄提取方法研究≈ 生态学报  22 

 ∗  

≈     °∏    ∏

 √¬  °≤ 2 ⁄

 √∏ 

∏≈ ∏   2

 52  ∗  

期 环   境   科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