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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离筛选并鉴定一株异养硝化 － 反硝化细菌，并探讨其在脱氮中的作用。【方法】富集培养分

离筛选微生物，通过形态观察和生理生化特征及 16S rDNA 鉴定细菌，定时测定其 OD600 研究生长曲线，正交

试验研究其脱氮影响因素和最佳条件，与污水处理厂活性污泥共同作用检验其脱氮活性。【结果】分离到一

株异养硝化 － 反硝化细菌，鉴定结果表明是一株不动杆菌，命名为 Acinetobacter sp． YF14，这是已知报道的第

一株进行异养硝化和好氧反硝化的不动杆菌。该菌在 12 h 时进入对数期，22 h 时进入稳定期，45 h 以后进

入衰亡期。该菌能进行异养硝化，3 d 后氨氮和总氮的去除率可以达到 92% 和 91% ，且无硝酸盐氮和亚硝酸

盐氮积累。好氧条件下该菌能进行反硝化，在硝酸盐和亚硝盐培养基中均能将氮几乎完全去除。对该菌脱

氮的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转速 ＞ 接种量 ＞ 碳源 ＞ 碳氮比 ＞ pH。当转速为 160 r /min，碳源取葡萄糖，接种量

1% ，碳氮比为 8∶ 1，pH 为 6. 5 时，脱 氮 效 果 最 好。该 菌 株 可 以 提 高 活 性 污 泥 对 于 生 活 污 水 总 氮 脱 除 率 约

30%。【结论】菌 YF14 可以明显加强活性污泥脱氮效果，显示了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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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类污染物是造成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的主要

原因，因此水体中氮的去除对于清洁水体有着重要

的意义
［1 － 2］。最初研究者们认为只有自养硝化细菌

才能进行高效的硝化作用，近来由于监测手段的优

化，有证据表明，异养硝化微生物同样在生物硝化过

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特别是在酸性森林土

壤中，异养硝化 作 用 占 主 导 地 位
［4 － 6］。有 的 异 养 硝

化 微 生 物 同 时 又 具 有 好 氧 反 硝 化 的 能 力，如

Alcaligenes faecalis ATCC19718 ［7］、Bacillus sp． LY
［8］、Pseudomonas putida［9］、Thiosphaera pantotropha
A2［10］

等，这种同步硝化-反硝化的能力，使微生物能

够实现硝化-反硝化作用在同一时空上的统一，大大

简化了传统生物脱氮的过程，节约了运行成本和基

建费用
［11］，因此，异 养 硝 化 微 生 物 相 比 传 统 的 自 养

微生物在废水生物脱氮中占有明显优势，具有良好

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养殖池塘的底泥中经过分离筛

选得到一株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的细菌，并对其进

行了鉴定，研究了该菌的生长曲线，重点研究了该菌

的硝化及反硝化特性，以及该菌脱氮的影响因素，并

探索其在实际污水脱氮中的应用。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样品来源:土样采自山东肥城某养殖池塘的

底泥中，用梅花布点法采集，每个点采集 5 g，等量混



辛玉峰等: 一株异养硝化-反硝化不动杆菌的分离鉴定及脱氮活性 ． /微生物学报(2011)51(12)

合后迅速带回实验室，置于 4℃ 冰箱中备用。
1. 1. 2 培 养 基: ① 异 养 硝 化 细 菌 培 养 基:

(NH4 ) 2 SO4 0. 5 g，琥 珀 酸 钠 5. 62 g，维 氏 盐 溶 液

50 mL，加 水 溶 解，补 充 蒸 馏 水 至 1 L，pH 7. 0。其

中:维氏盐溶液为 K2HPO4 5. 0 g，MgSO4·7H2O 2. 5
g，NaCl 2. 5 g，FeSO4·7H2O 0. 05 g，MnSO4·4H2O

0. 05 g，溶解后加水定容至 1 L［12］;② 硝酸盐反硝化

培养 基: NaNO3 0. 5 g，乙 酸 钠 2 g，MgSO4 · 7H2O
0. 05 g，K2HPO4 0. 2 g，NaCl 0. 12 g，MnSO4·4H2O
0. 01 g，FeSO4·7H2O 0. 01 g，加 水 定 容 至 1 L。③
亚硝酸盐 反 硝 化 培 养 基:NaNO2 0. 5 g，乙 酸 钠 2 g，

MgSO4·7H2O 0. 05 g，K2HPO4 0. 2 g，NaCl 0. 12 g，

MnSO4·4H2O 0. 01 g，FeSO4·7H2O 0. 01 g，加水定

容至 1 L。
1. 2 菌种分离筛选

在 250 mL 的锥形瓶中加入 100 mL 异养硝化培

养基，称取 5 g 新鲜土样研磨过筛接种至培养基中，

1 － 1. 5 d 后，取上清液 5 mL 至新鲜培养基中，如此

反复 3 － 5 次。将富集培养物通过多次平板涂布分

离，获得 15 株 较 纯 的 菌 株，观 察 其 菌 落 形 态 和 特

征。根据 1. 4 的方法，考察 15 株菌株在异养硝化培

养基中的脱氮效果，确定效果最好的一株为试验菌

株。
1. 3 菌种鉴定

为鉴定菌种，对其进行了基本菌落观察、扫描电

镜观 察 和 基 本 的 生 理 生 化 性 状 鉴 定
［13］

以 及 16S
rDNA 序列测定

［14］。PCR 扩 增 所 用 的 引 物 分 别 是:

上 游 引 物 是 5'-AGAGTTTGATCCTGGCTCAG-3'; 下

游引物是 5'-AAGGAGGTGATCCAGCCGCA-3'。
1. 4 菌种异养硝化及反硝化功能鉴定方法

菌株异养硝 化 效 果 测 定:将 5% 的 接 种 量 接 种

于 100 mL 新鲜液体硝化培养基中，30℃、150 r /min
振荡培养，每 隔 一 定 时 间 检 测 氨 氮 浓 度 (NH +

4 -N)、

亚硝酸盐氮浓度(NO －
2 -N)、硝酸盐氮浓度(NO －

3 -N)

及以及 总 氮 ( TN) 浓 度。菌 株 反 硝 化 效 果 测 定: 将

5% 的接种量分别接种于 100 mL 硝酸盐反硝化培养

基和亚硝酸盐反硝化培养基中，30℃、150 r /min 振

荡培养，每隔一定时间检测硝酸盐氮浓度、亚硝酸盐

氮浓度。在 上 述 测 定 过 程 中 均 随 时 检 测 培 养 液 的

OD600 值。
1. 5 生长曲线测定

将 5% 的活化 后 的 菌 液 接 种 于 100 mL 新 鲜 液

体硝化培养基中，30℃、150 r /min 振荡培养，每隔一

定时间取样在 600 nm 处检测菌体细胞的吸光度值，

绘制生长曲线图。
1. 6 最适脱氮条件及影响因素

为了研究菌株 YF14 最适脱氮能力及其影响因

素，设计 L32 (49 ) 正交试验，共 5 个因素:碳源、碳氮

比、接种 量、pH、摇 床 转 速，分 别 编 号 A、B、C、D、E;

取 4 个水平，碳源取乙酸钠、柠檬酸钠、琥珀酸钠、葡
萄糖，碳 氮 比 取 8 ∶ 1、16 ∶ 1、24 ∶ 1、32 ∶ 1，接 种 量 取

0. 5%、1%、1. 5%、2% ( 菌 种 OD600≈1 ) ，pH 取 5、
6. 5、7、8，摇床转速取 75、120、160、200 r /min。氮以

TN 计量。以脱氮率为依据，检验菌株的最适条件及

影响因素。
1. 7 强化污泥脱氮应用实验

为检测菌株的实际脱氮应用效果，取曲阜市污

水处理厂进水口经预处理后的水作为水样( 该水样

的平均 NH +
4 -N 浓 度 为 38. 7 mg /L，NO －

3 -N 浓 度 为

1. 62 mg /L，NO －
2 -N 浓度为 0. 101 mg /L) ，另取污水

处理厂 曝 气 池 活 性 污 泥，根 据 水 样 ∶ 污 泥 ∶ 菌 YF14
(OD600≈0. 5) 体积比为 100 ∶ 25 ∶ 2(mL) 的比例进行

配比成 试 验 组，30℃ ，160 r /min 摇 床 振 荡 培 养，pH
取自然值( 经多次测量，该值的平均值为 6. 7) ，连续

培养，测量 3 d 的 总 氮 含 量。取 只 加 水 样 和 污 泥 为

100∶ 25(mL) 的为对照组。
1. 8 水质分析方法

氨氮采用靛酚蓝分光光度法;硝酸盐氮采用紫

外分光光度法;亚硝酸盐氮采用重氮化偶合分光光

度法;总氮采用过硫酸钾紫外分光光度法
［15］。

2 结果和分析

2. 1 菌种分离，筛选与鉴定

经富集和分离，获得在异养硝化培养基上生长

良好的菌株 15 株，将 这 些 菌 株 接 种 至 硝 化 培 养 基

中，培养后经分光光度计法检测，得到 1 株既能异养

硝化又能好氧反硝化的菌株，其编号为 YF14。该菌

株菌 落 颜 色 为 褐 色，杆 状，不 透 明，菌 株 大 小 约 为

0. 5 μm × 1. 2 μm，扫描电镜下观察无芽孢，无鞭毛。
革兰氏染色阴性，葡萄糖氧化为阳性，V-P 试验及甲

基红试验为阳性，不能水解淀粉，不利用柠檬酸，不

产 H2S，过氧化氢 试 验、吲 哚 试 验、氧 化 酶 试 验 均 呈

阴性。根据菌株形态及生理特征，结合伯杰氏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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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鉴定 该 菌 属 于 不 动 杆 菌 属 ( Acinetobacter)［16］。
对菌 株 16S rDNA 进 行 序 列 测 定，得 到 长 度 为

1450 bp 的 序 列，序 列 提 交 NCBI，序 列 号 为

HQ684847。 NCBI 数 据 库 中 Blast 检 索 显 示，

GenBank 中 与 该 序 列 相 似 性 大 于 95% 的 序 列 全 部

来自于不动杆菌属，进一步确定了该菌株为不动杆

菌属 ( Acinetobacter) ，命 名 为 Acinetobacter sp． YF14。
这是已知报道中，第一株能进行异养硝化和好氧反

硝化的不动杆菌。
2. 2 菌株生长曲线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该菌株在 12 h 左右进入对

数期，这比王弘宇等研究的菌 ZW2 的对数期 8 h［17］

以及马放等研究的菌 X31 的 9 h［18］
均要晚一些，推

测这与菌种的特性有关。在 22 h 左右进入稳定期，

大约在 45 h 以后进入衰亡期。

图 1 菌株 YF14 的生长曲线

Fig． 1 Growth curve of strain YF14．

2. 3 菌株的异养硝化特性

在以琥珀酸钠为唯一碳源，以硫酸铵为氮源的

异养硝化培养基中生长时，培养液的 NH +
4 -N 及 TN

浓度变 化 见 图 2，NO －
3 -N 及 NO －

2 -N 浓 度 变 化 见 图

3。从图 2 中可以看出，经过 3 d 的培养，NH +
4 -N 和

TN 浓 度 持 续 下 降，3 d 后 降 解 率 可 达 到 92% 和

91% ，这证实 了 菌 YF14 具 有 良 好 的 脱 氮 性 能。从

图 3 看出，NO －
3 -N 与 NO －

2 -N 均是先有少量积累，再

下降，3 d 后 基 本 无 积 累。这 说 明 该 菌 是 通 过 硝 化

作用去 除 氮 而 不 是 通 过 同 化 作 用 积 累 氮。NO －
3 -N

与 NO －
2 -N 的升高可能是因为硝化作用引起的，而下

降至到无积累可能是由于菌株在异养硝化的同时发

生了反硝化引起的，Robertson 等认为通过测定异养

硝化细菌中积累的亚硝酸的量来确定菌体的硝化强

度，得出的资料往往很小，主要是因为异养硝化的同

时发生了反硝化作用，硝化与反硝化作用处于平衡

状态
［19］，本研究 结 果 与 之 相 符，故 需 要 检 测 菌 株 的

反硝 化 作 用。张 光 亚 等
［20］

和 Verstraete［21］］
报 道 异

养硝化发生在老龄细胞中;曹喜涛等筛选到一株芽

胞杆菌 NH921，6 h 时亚硝态氮就迅速增加
［22］，将图

2 与图 1 相比，可以看出，菌株发生异养硝化主要发

生在 1 － 2 d 之间，即 基 本 在 菌 株 的 稳 定 期，这 与 前

者的研究不同，说明不同的微生物发生异养硝化的

时期不同，可能在生长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某种生

理需求而出现的一种微生物属性。从菌种的生长量

上看出，在氨态氮大量转化的同时，菌数量并没有明

显积累，这说明氮的脱除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于异

养硝化引起的，由于未检测生物质氮的量，故还不能

确定异养硝化所占有氮去除的具体比例。

图 2 在异养硝化培养基中氨态氮及总氮浓度变化

Fig． 2 Changes of the NH +
4 -N concentration and total N

concentration in the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 medium．

2. 4 异养硝化菌株的好氧反硝化特性

异养硝化菌株 YF14 在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反硝

化培养基中的培养特征见图 4、图 5。从图 4 中可以

看出，利用硝酸盐作为唯一氮源的培养基中培养时，

发现硝酸盐 12 h 以内下降较少，仅有 2% 不到的硝

酸盐损失，推测这一阶段主要是菌种处在生长前期，

需要的氮基本都是作为同化作用吸收，未进行反硝

化导致损失量较少，也有可能是因为菌浓度不够导

致。从 24 h 开始发生大幅度下降，至 84 h 几乎降为

零，在此过程检测到了少量的亚硝酸盐存在，其浓度

最大值为 17. 6 mg /L，出现在第 48 h，之后亚硝酸盐

至 84 h 也 降 为 零，最 终 硝 酸 盐 和 亚 硝 酸 盐 均 不 积

累，有亚硝酸盐的存在说明菌种可以把硝酸盐转化

为亚硝酸盐，这充分证明了菌种的反硝化特性。在

培养的过程中发现有气泡生成，由于客观的原因，未

对气泡 中 的 气 体 进 行 检 测，推 测 有 可 能 是 N2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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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在异 养 硝 化 培 养 基 中 硝 态 氮 和 亚 硝 态

氮浓度变化

Fig． 3 Changes of the NO －
3 -N concentration and NO －

2

－ N concentration in the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

medium．

N2O。从图 5 中 可 以 看 出，利 用 亚 硝 酸 盐 为 氮 源 的

培养基中培养菌种时，亚硝酸盐浓度持续下降，至最

终培养 96 h 以后检测不到，在此过程中检测不到硝

酸盐氮的存在，有少许气体生成。无论是以硝酸盐

还是亚硝酸盐为氮源进行培养时，都可以从菌种的

生长量上看出，反硝化发生在菌种的稳定期，并且在

反硝化过程中，菌种没有明显积累，说明在该菌种脱

氮的过程中，好 氧 的 反 硝 化 占 有 一 定 的 比 例，类 似

的，由于种种原因未测量生物质氮，故从该实验中尚

无法得知异化脱氮所占有的比例。

图 4 在硝酸盐反 硝 化 培 养 基 中 的 硝 态 氮 和 亚 硝 态 氮

浓度变化

Fig． 4 Changes of the NO －
3 -N concentration and NO －

2 -N

concentration in the nitrate denitrification medium．

2. 5 最适脱氮条件及影响因素

大多数研究都从硝化或反硝化的领域讨论了其

图 5 在亚硝酸 盐 反 硝 化 培 养 基 中 亚 硝 态 氮 浓 度 变

化

Fig． 5 Changes of the NO －
2 -N concentration in the nitrite

denitrification medium．

影响因素，因 为 研 究 的 目 的 在 于 最 终 的 氮 脱 除，因

此，直接研究脱氮有利于从整体上了解其影响因素

和最适条件，更有利于实际应用中控制把握各种环

境条件。从 表 1 中 可 以 看 出，影 响 菌 YF14 脱 氮 的

因素依次是转速 ＞ 接种量 ＞ 碳源 ＞ 碳氮比 ＞
pH。当转 速 为 160 r /min，碳 源 取 葡 萄 糖，接 种 量

1% ，碳氮 比 为 8 ∶ 1，pH 为 6. 5 时，脱 氮 效 果 最 好。
为进一步验证正交试验结果，将上述最佳脱氮条件

应用于脱氮，结 果 脱 氮 率 均 达 到 99% 以 上，基 本 无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积累，说明正交试验结果与实

际脱氮效果相吻合。
2. 6 菌种强化污泥脱氮应用

接种活性污泥前用显微镜观察，活性污泥无过

量丝状菌，有少量原生动物。将试验组和对照组分

别曝气 3 d，二者对生活污水的 TN 去除效果如图 6
所示。由图 6 中可以看出，对照组，即只有活性污泥

的 水 样，运 行 以 后，TN 从 45. 63 mg /L 下 降 至

17. 34 mg /L左右，氮 的 去 除 率 为 60% 左 右，并 且 可

以观察到活性污泥的明显生长，说明有一部分的氮

去除是通过细菌的同化作用去除的，运行过程可以

检测出少量的亚硝酸盐，可见仅有活性污泥的对照

组很难将氮完全去除。而添加了菌 YF14 的试验组

运行后 TN 从 45. 63 mg /L 下降至 4. 8 mg /L 左右，氮

的去 除 率 为 90% 以 上，提 高 氮 的 去 除 幅 度 约 为

30% ，这 说 明 投 加 的 异 养 硝 化 菌 YF14 确 实 能 够 大

幅提高活性污 泥 对 于 TN 的 去 除 能 力，并 且 未 检 测

到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说明该菌在与活性污泥共

同作用过程中还发挥了其好氧反硝化的功能。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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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菌 YF14 未 对 原 活 性 污 泥 的 生 长 造 成 较 大 的 影 响，也未造成生长量的明显增长。

表 1 正交试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
Statistical indexes Carbon source (A) Carbon nitrogen ratio (B) Inoculation percentages (C) pH (D) Rotate speed (E)

K1 6. 948 7. 189 6. 894 6. 985 6. 832
K2 7. 089 7. 186 7. 359 7. 187 6. 802
K3 7. 08 7. 164 7. 263 7. 146 7. 532
K4 7. 289 6. 867 6. 890 7. 088 7. 240
k1 0. 868 0. 898 0. 861 0. 873 0. 854
k2 0. 886 0. 898 0. 919 0. 898 0. 850
k3 0. 885 0. 895 0. 907 0. 893 0. 941
k4 0. 911 0. 858 0. 861 0. 886 0. 905
R 0. 042 0. 040 0. 058 0. 025 0. 091
F value 3. 335 4. 285 10. 95 1. 43 21. 90
F critical value 3. 49 3. 49 3. 49 3. 49 3. 49
significance × × × × × × × ×
Optimal combination E3 C2 A4 B1 D2

× × :highly significant; × :non significant．

图 6 菌株 Y14 强化活性污泥脱氮效果

Fig． 6 N-removal effects of strain YF14 strengthen activated

sludge．

3 讨论

3. 1 菌种

Hu 和 Kung 报道 从 ABS 废 水 处 理 系 统 中 分 离

得到一株不动杆菌，这是第一株在异养硝化领域中

的不动 杆 菌 属 微 生 物，但 未 对 该 菌 株 作 进 一 步 鉴

定
［23］。孔庆鑫通过极 限 稀 释 的 方 法 获 得 一 株 去 除

氨氮效果较好的不动杆菌 A． sp． YY-5，该菌株鉴定

为鲍曼 不 动 杆 菌 ( A． baumannii)［24］。本 研 究 中 菌

株 YF14 与琼氏不动杆菌 (A． junii) (AM184279. 1)

具有更高的相似性，是目前所知报道的第一株具有

异养硝化和好氧反硝化功能的琼氏不动杆菌，这与

前者等研究有区别，研究者们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分

离出多株具有异 养 硝 化 的 细 菌
［10，20，23，25 － 27］，其 中 不

动杆菌的数量较少，尚在研究的初级阶段。
最早观察到好氧反硝化现象的是 Robertson 等，

他们在实验室观察到有氧存在的条件下发生了反硝

化现象，甚至有的可以在氧浓度达到 7 mg /L 的环境

下进行
［28］。国内有许 多 学 者 在 类 似 的 实 验 中 发 现

了好氧反硝化现象，但是关于好氧反硝化的不动杆

菌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中发现菌 YF14 能在好氧的

条件下将 NO －
3 -N 和 NO －

2 -N 通过 反 硝 化 去 除，这 意

味 着 菌 YF14 具 备 应 用 于 同 时 硝 化 反 硝 化

(Simultaneous Nitrification and Denitrification，SND)

的可能性。
传统反硝化理论认为，生物反硝化过程只有在

缺氧的条件 下 才 能 进 行，DO 的 存 在 会 对 反 硝 化 过

程起到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因为氧会与硝酸盐竞争

电子供体或 是 阻 碍 硝 酸 盐 向 膜 内 硝 酸 还 原 酶 的 传

递，而好氧反硝化过程被认为是由于菌体中存在周

质硝酸盐还原酶的缘故，菌株因此可利用硝态氮和

氧气同时作为电子受体进行协同呼吸
［29］。菌 YF14

可以实现在好氧条件下的反硝化。在该菌中推测可

能也存在周质硝酸盐还原酶，使得菌株能同时利用

氧和硝酸盐进行共呼吸，从而实现了菌株好氧条件

下的反硝化。好氧反硝化使得菌株应用于废水脱氮

处理更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检测了菌 YF14 在氨氮、硝酸盐、亚硝酸

盐培养基中的培养特征，在氨氮培养基中生长时，硝

酸盐和亚硝酸盐均有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最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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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说明硝酸盐和亚硝酸

盐是氨氮代谢过程中的中间产物;利用硝酸盐进行

培养时，硝酸盐氮能在 84 h 内被去除 100% ，有少量

的亚硝酸盐积累，说明硝酸盐能进行反硝化，并且中

间要经过生成亚硝酸盐这一步骤;利用亚硝酸盐进

行培养时，亚硝酸盐能在数小时内被去除 100% ，未

检测到硝酸盐，并且在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中培养时

均有气泡生成。Richardson 等在对可以脱氮的异养

硝化菌研究后，对脱氮途径作出了推测，其中第一条

途径是细菌先经历 1 个硝化阶段，随后进行反硝化

脱氮
［30］。结合该 研 究，依 据 以 上 的 研 究 结 果，推 测

菌 YF14 的脱氮途径有可能符合 Richardson 等提出

的模型，即为 NH +
4 -N→NO －

2 -N→NO －
3 -N→NO －

2 -N→
N2O→N2。要进 一 步 的 确 定 其 脱 氮 途 径，需 要 从 酶

学的角度研究，如寻找关键酶基因等，这也是未来努

力的方向。
3. 2 菌 YF14 脱氮的影响因素

转速体现的是溶解氧 DO，传统的脱氮是好氧、
缺氧的交替，氧气对于脱氮来说必须要控制到合适

的浓度，过大虽然有利于好氧的硝化，可是对于缺氧

反硝化来说是不利的。菌 YF14 能够进行好氧条件

下的硝化和反硝化，对于氧的需要高于传统的反硝

化细菌。因此，可以看到，随着转速的逐渐升高，溶

解 氧 含 量 增 加，脱 氮 效 果 会 提 高，而 当 转 速 从

160 r /min提高至 200 r /min 时，脱氮效果下降，推测

原因此时溶解氧已经饱和，提高的转速无助于溶解

氧增加，反而破坏污泥的絮凝影响脱氮。这说明絮

凝对于菌 YF14 的 脱 氮 是 必 要 的，良 好 的 絮 凝 不 仅

提供了较好的沉降基础，更为微生物提供了一种较

好的结构
［31］，有 利 于 菌 对 于 氧 气 的 合 理 利 用 与 分

配，因此在具体应用时应注意保持适当转速且不能

影响絮凝。
接种量决定了培养液中的菌种数量，理论上讲

接种量越大，菌种数量越大，脱氮效果会越好，但菌

种又受制于营养条件的限制，过多的菌种会消耗大

量的营养，这对于脱氮来说是不利的，因此，可以看

出，接种量变化对于脱氮的影响是随着接种量增大，

脱氮率呈现先升后降，其原因推测是 1% 的接种量

恰好是一个 临 界 点，小 于 1% 时，营 养 供 给 不 受 限

制，此时随着接种量增大，菌种数量大，硝化反硝化

强度也大，脱氮 率 会 提 高，而 高 于 1% ，对 营 养 需 要

的竞争超过了对于硝化反硝化的要求，此时脱氮率

反而会下降。这与王成林等研究对于亚硝化细菌的

影响因素结果一致
［14］。

Wehrfritz 等提出异 养 硝 化 代 谢 理 论，认 为 异 养

菌在利用氨 单 加 氧 化 酶 氧 化 氨 成 亚 硝 酸 盐 的 过 程

中，并没有把电子通过细胞色素复合物传递给辅酶

Q，因此辅酶 Q 是通过外加 还 原 性 有 机 碳 源 的 氧 化

来得到电子，从而恢复进行催化反应后的氨单加氧

酶(Ammonia monooxygenase，AMO)［32］。因此，异养

硝化菌和自养硝化菌不同，其菌体新陈代谢和生长

繁殖也需要 碳 源 代 谢 产 生 的 ATP 作 为 能 源。传 统

的反硝化菌 也 离 不 开 碳 源，因 此 菌 YF14 作 为 一 种

同时硝化反硝化细菌，碳源对其生长以及氮利用有

着重要的影响。从试验的 4 种碳源来看，利用葡萄

糖时的脱氮率最高，其它 3 种碳源则相差不大。这

说明该菌较容易利用葡萄糖作为碳源。试验中也发

现，利用葡萄糖作为碳源时，氮脱除率高，但是相应

的时间也较长，需 要 60 h 以 上，这 相 比 起 乙 酸 钠 的

时间(36 h) 要长的多，是由于微生物需要将葡萄糖

分解为小分子的有机酸后才能利用的原因。
碳 氮 比 体 现 的 是 培 养 液 中 的 碳 与 氮 之 间 的 关

系。大部分的细菌组成的碳氮比在 6 － 10。当碳氮

比小于 6，细菌的生长才受到营养供应的限制，此时

提高碳氮比既有利于细胞生长，也就有利于硝化反

硝化，而当碳的供应量超过细菌的同化作用需求较

多时，提高碳氮比对细菌生长的影响不大。从试验

中可以 看 出，菌 YF14 最 适 的 C /N 比 为 8 ∶ 1，这 与

Lalucat 等
［33］

以及 Niel 等
［34］

的研究结果相符。
在 pH = 6. 5 时菌 YF14 的脱氮 效 果 最 好，异 养

微生物降解有机物通常会把有机物酸化，这样会降

低环境的 pH 值，因此，该菌在酸性条件下有较好的

脱氮效果是比较有利的，这也是异养硝化细菌较之

自养硝化细菌的优势之一。但从表 1 看出，其 R 值

仅有 0. 025，说明 pH 对菌 YF14 的脱氮效果影响不

大，Joo 等 发 现 在 Alcaligenes faecalis No． 4 在 pH 为

6、7、8 时的脱氮活性基本一致
［35］，本研究结果与之

相似，因此在实际脱氮中调节 pH 值意义不大。
3. 3 脱氮活性

目前许多脱氮研究都仅仅局限在试验的初级阶

段，如杨宗政等
［36］、林 燕 等

［8］
分 别 利 用 分 离 的 异 养

硝化菌进行人工合成的污水的脱氮研究，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陈 赵 芳 等
［12］

在 摇 床 培 养 条 件 下 利 用 异

养硝化菌 YY4 对 生 活 污 水 和 化 工 厂 废 水 进 行 了 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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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实验，取得 了 95. 79% (36 h) 的 最 高 脱 氮 率。真

正投入废水处理的较少，这一方面与异养硝化理论

不成熟有关，另一方面还与菌种不能与原有污泥生

物相互融合 有 关，相 互 融 合 的 一 个 关 键 是 固 定 化。
牟 丽 娉 等 将 两 株 异 养 硝 化 菌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train DN1. 1 和 Pseudomonas putida
DN1. 2 构成的 微 生 物 脱 氮 菌 剂 应 用 于 废 水 处 理 的

开放系统中，发现添加了 CaCO3 的反应器的脱氮效

果总是优于没有添加的反应器，Ca2 +
有利于功能菌

在反应器中的滞留，从而指出功能菌株在反应器中

的固定化是一个 很 重 要 的 问 题
［26］。本 研 究 采 集 曲

阜城市生活 污 水，利 用 菌 YF14 与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厂

活性污泥共 同 作 用，发 现 菌 YF14 可 以 加 强 活 性 污

泥的 TN 去除 率，并 且 未 发 现 有 硝 酸 盐 和 亚 硝 酸 盐

的积累，这说明该菌能很好的与原活性污泥中的土

著微生物融为一体，共同作用，这是该菌可能应用于

实践的一个重要前题。
绝大多数异养硝化 － 好氧反硝化微生物是在自

然界中分离 到 的。如 Robertson 等 分 离 出 的 泛 养 硫

球菌(Thiosphaera) 即是从污水处理厂的反硝化单元

中
［37］，Joo 等分 离 Alcaligenes faecalis 是 从 活 性 污 泥

中
［35］

等等，这些都说明异养硝化和好氧反硝化微生

物不是外来的或者由于突变导致的变异种，而是一

类环境中自然存在的土著种，在自然界的氮循环中

发挥了重要 的 作 用，本 研 究 中 分 离 的 菌 YF14 来 自

于养殖池塘的底泥，这扩展了分离异养硝化反硝化

菌种的领域，也为该类微生物存在于自然中提供了

又一佐证。为发挥该类微生物的作用，将来要做的

是尽可能地挖掘菌种的潜力，研究其机理，并在废水

脱氮中进行人工强化和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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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l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a heterotrophic nitrifying
and aerobic denitrifying Acinetobacter sp． YF14 and its
denitrification activity

Yufeng Xin，Xiaohua Qu 1，Mengdong Yuan 1，Yande Jing 2*

1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Abstract:［Objective］We separated，screened and identified a heterotrophic nitrifying and aerobic denitrifying bacterium
from the surface sediment of a culture pool． Furthermore，we studied the role it plays in denitrification． ［Methods］We
separated the bacterium through enrichment culture，identified it by observing it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studying
its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making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its 16S rDNA sequences． Then we studied
the growth curve by regularly measuring the OD600 value，studi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optimum conditions of
denitrification through orthogonal experiment， and examined its denitrification activity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activated sludge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Results］The strain was identified as Acinetobacter and named A． sp． YF14，

which is the first known Acinetobacter that carries out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 and aerobic denitrification． It reached the
logarithmic growth phase after 12 hours，the stationary phase after 22 hours，and the decline phase after 45 hours． Using
strain YF14 in a reactor under heterotrophic conditions，the NH +

4 -N and total nitrogen removal rates reached 92% and
91% respectively within 3 days． In addition，nitrate and nitrite nitrogen were not observed during the incubation． Under
aerobic incubation conditions，almost all of the nitrogen was removed through denitrification in the nitrate or nitrite culture
medium inoculated with strain YF14.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enitrification effect was optimal
when the rotate speed，carbon source，inoculation percentages，carbon nitrogen ratio and pH were 160 r /min，glucose，

1% ，8∶ 1 and 6. 5，respectively． Sorting Order of the factors on the denitrification effect was rotate speed ＞ inoculation
percentages ＞ carbon source ＞ carbon nitrogen ratio ＞ pH． The strain YF14 could improve the denitrification rate by
about 30% when interacting with active sludge． ［Conclusion］The strain YF14 coupling of heterotrophic nitrification and
aerobic denitrification is feasible and is of practical value in water treatment．
Keywords: heterotrophic nitrifier，aerobic denitrification，nitrogen removal，Acinetob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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