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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问带耐铅菌与铅等重金属有机质关系初析 

PRELIMINARY ANALYSE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LEAD TOLERANT BACTERIA(LTB)AND RELEVANT HEAVY MET- 

TALS，ORGANIC MATTER，W ITH SPECIAL EMPHASIS ON LEAD 

lN THE lNTERTlDAL ZON E 

驳州湾潮间带有较多铅，铜、镉、锌及有机碳，氢、氮等污染物，因而 也 有较多耐铅菌 (Lead—T。Ic’ 

Iant Bacteria缩写作LTB，下同)等相应的微生物。LTB等擞生物参与这些污染 物的价卷，类 型变化和迁 

移插动。期间带LTB量的时空变化曾有过报道，但对LTB与环境因子间的关系未探讨过，而LTB的利用则 

右赖于环境因子，因此探索LTB与铅等重金属、有机质的关系，对阐明污染物归宿、生态变化和污染治理 

都有重要意义．奉文就此作一尝试 

一
、 采样、分析和实验 

1．采样夏站位鼍况 潮闻带表层海水样取自1。83年 7和lO月份，其沉积物样取自l983年4月，1981年 

3， 6、 8、lO月和1985年2，5月份，共曲站 (见图1) 

2．化学分析 用Davis A1 6 69阴极射线示差 

极谱仪测样品Pb，Cd、Cu，Zn含量用 Perkin—Elmer 

240C型元素分析仪测总有机碳 Toe ( )、总有机 

氢TOH (％)和总有机氮TON ( ) 

5．细曹音量测定 单位体积 (重量)mI(g) 

样品中LTB的CFU作 LT，不 添加重金属的培养基 

中得出的细菌CFU (以下称 普 通 菌)作 AA，将 

LT·AA．一等与Pb等重金属、有机质含量统计分析。 

二、结果和讨论 

1．LT·AA 和Pb的方差分析 表1列出Pb， 

LT·AA’1两月 问的变化 ，表明铅已达污染程度。对 

对表1的Pb、LT·AA 1各作单因素分组重复数相等 

的方差分析表明，两者各 自的站 际差异不大 (F< 

1)，湾内铅污染和LT·AA’ 仍高于湾外。同法分 

析 ，LT，AA’ 月问差异明显(F=8．901，>F o．o1)， 

符号检验分析表明 Pb量 的 月 间 差异 显著 (P< 

0．05)，表明夏季 陆源排污 太于秋季 ，故Pb~ILT· 

AA’1的变化并行不悖．暗示LTB参与环境铅的迁 

移话动。 

2．LT·AA|1与 Pb等的相关性 图2示 出水中 

LT·AA 1-Pb等 4对 ：目关劳 昕 结果、表明当培养 

丰文子19：86年 10月 3月牧到。 

圈 I 潮问带采样站位图 

Fig．I Location of s蛐 口le colleered s~ations 

0vfe in乜 idaI zone 

I一 3站石化厂后悔滩，4一 B站板桥 坊河 口·7— 8 

站李村 河 Ⅱ媾 日-9一 l0站 水清 沟八 海口段 I l1m 12站 

海泊河 口I13站栈桥褡场海滩，14--I 5站二 中后海滩， 

1B一17站太平角，18--1g日谌山湾I 1—1 2站为湾内站 
— 1g站为湾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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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中Pb̈ 浓度为100ppm时，LT·AA 不仅与样品含Pb量的正相关性达显著水平．而且 LT·AA。LCU， 

LT-AA Cd，LT·AA1一Zn的r值也达显著正相关 进一步说明LTB与Pb等关系密切，这为LTB产生耐 

铅力乃至参与环境净化创造了条件，即LTB参与环境中Pb等重金属的降解，定位和迁移 活动。沉积物中情 

况与此相似，I T·AA叫一Pb的相关性高于Doelman等所报道的。当培养基台 200ppm Pb̈ 时，LT·AA一-一 

Pb的r值仍为正僵，说明Pb对LTB有较大 较持久的影响。特定条件下的LT·AA’1变动反映环境铅污染 

状咒，随培养基Pb̈ 浓度递增，LTB! 现时问捧邂、菌落囊小，其褐一赭色加深，表田铅污染压力深封影响 

LTB纳胞生理生化及形态变化。 

与 LTB不 同，AA—Pb的 r值是 一0．1 31(H=16)、 一0．048( =16)和0，13(}!=20) (取样同前 )、 

表明普通菌对铅敏感．乖金属对普通菌有害。 

寰 1 11个水掉中钳曩LT·Â q在两个月问的比较 

Table 1 Compa~sons of lead COnfeatrltflons_td LT-AA一 of 1 1 water samples In two months 

＼ 、 
． 

1 2 3 4 5 6 7 8 lo I1 16 平均 

!。· 。·坫5。·。 。_口蚰 0,086。-0 s1 o．口们 。-口 。·加4 。·78 0_口3I 。-142 
‘ I

。．2B0 1 。．s66 0．27口 O．342 O．“ 3 。．2 a6 0．17g 。．26。 0．327 O 0
． 306 

0．19 0．10 0．05 0．11 0．17 0．16 0．04 0．04 0．07 0．0 0．1 3 0
． 107 

0．2727 0，1876 0．0028 0．0833 0 0788 0．0268 0．0167 0．0248 0．0046 0．0807 0 

铅浓度 衙克 ·升 _第二行数字为LT·AA一，其LT系培养基中Pb̈ ~200ppm时得出，样品取自I983年。 

0．oolg 

圈 2 水样 中I -AA’‘与Pb，Cu、 Cd’ ZⅡ的相关 匪 

盘属浓度t g·l‘‘采样 时同t 198 3年 7月。 

F ．2 Correlations of LT-AA—LCd，IJT-AA一‘一Pb，IJT·AA _ -Cu，LT-AA 一‘一Zn 

The concerttr~ions ol he~vy met=lsi Pg-1～，Time of sample collection， 198 3，T． 

5．TOC，TOH，TON与LT·̂ q̂关系的分析 表 2列出 12个沉积物 样 TOC TOH、TON及LT· 

AA 数据．表咀本潮间带已有有机质污染，湾内TOC普遍 高于湾外，自北向南减，中部又起蜂的状态， 

TOH、TON也有类似分布趋势。LT’AA一’在湾内平均为0 7159，湾外为0．60，这与Toc等的分布吻台，而 

一 ／ I三 咖̈．／，{三 ．H ． ／．'l ～ 

一 |＼ ，有 Ⅲ ／ 市 ．／ J兰 氓 ／ |l帅 ；II ．． L 

A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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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印 了湾 内铅含帚比坶外高 ，这些与青 岛T广布局、港 口设施和生活 污有芏。 

衷 2 有机质含量 (％)及LT·AA 在十=个沉积物样中的比较 

Table 2 CompsTisons of or~anlc matter content( )-1 well e8 LT·AA一 in 1 2 sediment 

semp】es tn d[fferezxt stations 

9卷 

站 号 

有机 碳 T0C 

有机 氢 TOH 

有机 氮 T0N 

LT-AA一1 

0．5979 

1O．7824 

0．319602 

站 号 

有 机碳 TOC 

有机氢 TOH 

有机彝 TON 

LT-AA l* 

l 2．T4333 】．2905i 0．0 00704 0．4 588 34 O． O77i 0．8B60il 

I O．2546 32 0．00lT354 O．044044 7 0．0B280￡T 0．082 5 0．08428 3 

1 0 o·0634 0 0-0277 0·0182 0·“l 

* 其￡ T系培养 ~ 2OOppm Pb¨时得 出， 1085年 5月取 样。 

袁3列出LT·AA0一TOC等的相关5 析结果 ，衷 

硐LT·AA一1与三种有机质问均为正相关 ，说~ILTB 

还受有机质的制约。当TOC 等有机物含量不很高 

时，LT随TOC浓度升高而增长。而 AA与TOC等的 

3个正相关系数均小，表明LTB与普通菌对有机质 

：_勾依赖性不同，而且有机质种类、形态及 物有热 

等均影响微生物在环境中的作用(Tan等，1981) 

三、结 语 

囊 5 沉积物中LT-AA1与有机质含量 (％) 

的相关性 

皿 ble S (：errelatton between LT·AA‘ an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 ) in the sedim ents 

对 于 pai1~, J 相美系数 r 

￡ T·AA‘I-TOC 

LT·AA’l—T0H 

LT-AA—l—TON 

I』T·AA l—TO(C +H +N' 

o．462 ( =l2) 

o．3o9 ( ： i2) 

o．：55 (n= 12) 

o．4l 6 (n= 12) 

本研究表明，胶州湾潮间带有 铅等重金属及有 — —  

机质污染，存在较多耐铅菌。LT·AA吖1Pb、LT·AA 有机质等呈正相蓑，它们在时空变化上一致。LTB 

不同于普通苗，它在铅污染环境中，将 参 i铅 等物 质 的定位和迁移活动。潮间带铅等重盎属、有机质的 

积累和扩散促进LTB增多和耐力增强。这些微生犯及其与相应 污染物 甸的适应娈化导致术环境中微生物的 

生志分布特征。术研究为控制和治理铅等韵污染提供了一些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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