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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筛选纯化及鉴定木质素降解菌，对其降解性能进行初步研究。【方 法】从 某 制 浆 造 纸 厂 的 造 纸 废 水

污泥中，筛选获得２株具有木质素降解能力的细菌ＬＤ－１和ＬＤ－２。通过形态观察和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分析对菌株

进行鉴定；采用苯胺蓝平板脱色法及以ＴＣ为指标分别定性定量测定２株细菌的木质素降解能力。【结果】ＬＤ－１
和ＬＤ－２分 别 被 鉴 定 为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属 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属 的 菌 株，命 名 为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ｓｐ．ＬＤ－１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ＬＤ－２。通过苯胺蓝平板脱色实验，发现ＬＤ－１和ＬＤ－２均 具 有 良 好 的 木 质 素 降 解 能 力。经 测 定，两

株菌种发酵７ｄ对木质素的降解率分别达到５２．２３％和５０．３６％。【结论】成功筛选到２株能高效降解木质素的

菌株ＬＤ－１和ＬＤ－２。

关键词：木质素　造纸废水　细菌　生物降解

中图分类号：Ｘ１７２，Ｑ９３－３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９１６４（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４８－０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ｓｏ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ｌｉｇｎｉｎ－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ｗｏ　ｌｉｇｎｉｎ－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ＬＤ－１，ＬＤ－２）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ａ　ｐｕｌｐ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ｌｌ，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１６Ｓｒ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ｉ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Ａｚｕｒｅ－Ｂ
ａｎｄ　ＴＣ　ｉｎｄｅ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ＬＤ－１ａｎｄ　ＬＤ－２ｗｅ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ｄ　ａｓ　Ｇｒａｍ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ｍａｌｌ
ｒｏ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１６Ｓｒ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９９％ｂａｓ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ｈｏｍｏｌｏ－
ｇｙ　ｔｏ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ａｎ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ｗｅｒ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ａｓ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ｓｐ．ＬＤ－１ａｎ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ＬＤ－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ＬＤ－１ａｎｄ　ＬＤ－２ｓｈｏｗｅｄ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ｗｉｔｈ　Ａｚｕｒｅ －Ｂ．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５２．２３％ａｎｄ　５０．３６％，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
ｉｎ　７ｄａｙ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Ｄ－１ａｎｄ　ＬＤ－２ｓｈｏｗｅｄ
ｈｉｇ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ｇｎｉｎ，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ｂａｃ－
ｔｅｒｉａ，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８４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DOI:10.13656/j.cnki.gxkx.20150126.005



０　引言

　　【研究意义】造纸工艺是我国的重要产业之一，近
年来，随着造纸工业的持续发展，废水排放量及ＣＯＤ
排放量也在我国各类工业排放量中居高不下，分别达

到全 国 工 业 污 水 排 放 量 和 ＣＯＤ排 放 量 的１５％～
１７％和４０％［１］。日本和美国分别将造纸工业废水列

为六大公害和五大公害之一［２］。造纸工业废水中的

污染物主要来自碱法制浆过程，产生黑液的污染负荷

占造纸废水总负荷的９０％左右。为引导造纸工业生

产工艺和污染治理的发展方向，我国在２００８年８月

１日 颁 布 了 新 的 造 纸 工 业 水 污 染 排 放 标 准（ＧＢ
３５４４—２００８），并于２０１１年起全面实行新的标准。除

了提高各类型造纸企业的排放标准，同时增加色度、
可吸附有机卤素、氨氮、总氮和总磷等新标准，经传统

二级工艺处理后废水的色度和ＣＯＤ仍很难达标，主

要原因是废水中残留有一些可溶性的木质素小分子

及其衍生物，这些木质素小分子也是造纸废水产生色

度和ＣＯＤ负 荷 的 主 要 成 分，用 传 统 方 法 难 以 去 除。
因此，去除木质素小分子及其衍生物，是造纸废水达

到新的排 放 标 准 要 解 决 的 首 要 问 题。【前 人 研 究 进

展】在各种造纸废水深度处理技术中，生物处理是一

种经济环保的手段，包括真菌、放线菌和细菌等都对

降解木质素和纸浆脱色有很好的效果［３］。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针对木质素微生物降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真菌

类，尤其是以 黄 孢 原 毛 平 革 菌 为 代 表 的 一 类 白 腐 真

菌，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相对于真菌，细菌生长速

度快，对ｐＨ值和含氧量等都 有 较 高 的 耐 受 性，因 此

利用细菌降解木质素的潜能不可低估［４］。在目前报

道的具有木质素降解能力的细菌种类中，放线菌的降

解能力较强，非丝状细菌对木质素的降解能力较弱，
国内外对非 丝 状 细 菌 降 解 木 质 素 方 面 的 研 究 较 少。
在２０００年以前的报道中，非丝状细菌的木质素降解

率都小 于１０％，且 只 能 降 解 低 分 子 量 的 木 质 素 片

段［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Ｐｅｒｅｓｔｅｌｏ等［６］及 Ｍｏｒｉｉ等［７］

开始研究 单 细 菌 对 木 质 素 的 降 解。Ｍｏｒｉｉ等［７］从 堆

肥土壤中分离出具有良好的木质素降解能力及废水

脱色 能 力 的 固 氮 菌（Ａｚｏｔｏｂａｃｔｅｒ）、巨 大 芽 孢 杆 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ｍｅｇａｔａｒｉｕｍ ）和 灵 杆 菌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ｍａｒｃｅｓｃｅｎｓ）。近１０年来，越来越多能够降解木质素

聚合物的非丝状细菌被发现，且降解效率越来越高，
其中，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属 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属 的 菌 株 占 据 大

部分。在Ｂａｃｉｌｌｕｓ属中，Ｃｈａｎｄｒａ等［８］从造纸废水中

筛选出的菌株ＩＴＲＣ　Ｓ８，发酵６ｄ对木质素的降解效

率达到３０％；王纳贤等［９］从牛粪中筛选出菌株Ｎ１３，

培养８ｄ对 木 质 素 的 降 解 效 率 为３９．４１％。Ｗａｎｇ
等［１０］从活性污泥中分离出１株能以木质素磺酸盐作

为 唯 一 碳 源 和 能 源 进 行 生 长 的 细 菌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ｓｐ．ＨＹ－Ｈ，该 菌 发 酵５ｄ后 的 木

质 素 降 解 效 率 达 到 ３１％，这 是 第 １ 篇 关 于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属 菌 株 降 解 木 质 素 的 报 道。

Ｃｈａｎｄｒａ和 Ｒａｊ的科研团队在几年的时间内，从造纸

废水中分离出 超 过１０株 具 有 良 好 木 质 素 降 解 能 力

的细菌（木质素降解率达到４０％左右），并且对这 些

细菌的木质素降解性能及降解产物进行了细致的研

究［８，１１～１６］。【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造纸废水的深度处

理很难去除木质素小分子及其衍生物，因而很难达到

新的排放标准，至今所研究的木质素降解菌在种类和

降解效果上还存在不足之处，仍需筛选具有高效降解

效果和良好应用前景的木质素降解菌。【拟解决的关

键问题】从造纸废水活性污泥中筛选出具有高效木质

素降解性能的菌株，并对该菌株的生理特性及进化分

类关系进行鉴定，初步探究其木质素的降解性能，为

其将来应用于造纸废水的深度处理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样品来源

　　取湖南某制浆造纸厂造纸废水Ａ／Ｏ处理工艺二

沉池中的活性污泥。

１．２　培养基

　　ＬＢ液体培养基：胰蛋白胨１０ｇ，酵母提取物５ｇ，

ＮａＣｌ　１０ｇ，蒸馏水１Ｌ，ｐＨ＝７．０。

　　富 集 培 养 基：碱 木 质 素１ｇ，（ＮＨ４）２ＳＯ４２ｇ，

Ｋ２ＨＰＯ４１ｇ，ＭｇＳＯ４０．２ｇ，ＣａＣｌ２０．１ｇ，ＦｅＳＯ４０．０５
ｇ，ＭｎＳＯ４０．０２ｇ，ＫＨ２ＰＯ４１ｇ，蒸 馏 水１Ｌ，ｐＨ＝
７．０；固体培养基增加１５ｇ琼脂。

　　木质素无机盐培养基（Ｌ－ＭＳＭ）：液 体 培 养 基 在

富集培养基的基础上增加２ｇ碱木质素；固体培养基

在液体培养基的基础上增加１５ｇ琼脂。

　　ＢＭ培养基：酵母膏１０ｇ，葡 萄 糖２０ｇ，琼 脂１５
ｇ，蒸馏水１Ｌ，自然ｐＨ值。

１．３　菌种纯化

　　采用选择性营养富集技术，对木质素降解菌进行

富集培 养（５ｇ污 泥 加 入１００ｍＬ富 集 培 养 基 中，

３０℃，１２０ｒ／ｍｉｎ条 件 下 培 养７ｄ），然 后 采 用 稀 释 平

板法将培养７ｄ后的富集培养液接 种 至 固 体 富 集 培

养基平板上，置于生化培养箱中在３０℃下静置培养，
观察平板上菌落的生长情况。

１．４　菌种筛选

　　采用选择性营养富集技术，将培养菌落转接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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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素浓度更高的Ｌ－ＭＳＭ平板上（木质素浓度分别为

３ｇ／Ｌ，４ｇ／Ｌ，５ｇ／Ｌ），以筛选出能够耐受高浓度木质

素的菌株。

１．５　菌株鉴定

　　根据《常见细菌系统鉴定手册》［１７］，对分离到的

菌株的菌落形态特征、菌体形态特征、革兰氏染色性

状进行鉴别 试 验［１８］；应 用１６ＳｒＲＮＡ作 为 分 子 指 标

对菌株 进 行 分 子 分 类 鉴 定，并 对 其 系 统 发 育 进 行

分析。

１．５．１　基因组提取及ＰＣＲ扩增

　　取 ＬＢ液 体 培 养 基 培 养 至 对 数 期 的 菌 液 约３０
ｍＬ（所取的体 积 视 细 菌 的 具 体 浓 度 而 定），１２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６ｍｉｎ，收集菌体沉淀，采用天根公司的细菌

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提取细菌基因组ＤＮＡ，以所提的

ＤＮＡ为模板，进行１６ＳｒＲＮＡ片段的ＰＣＲ扩增。引

物 为２７Ｆ（５′－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３′）
和１４９２Ｒ（５′－ＴＡＣＧＧＣＴＡ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
３′）［１９］；扩增 体 系 为５０μＬ（１０×Ｔａｑ　ｍｉｘ　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

μＬ，１０μＭ引物２７Ｆ和１４９２Ｒ各１μＬ，模板２μＬ，去
离子 无 菌 水 ２１μＬ）。反 应 条 件 为９４℃预 变 性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１ｍｉｎ，５５℃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
３０ｓ，共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ｍｉｎ，冷却至４℃。

１．５．２　基因测序及分析

　　ＰＣＲ产物经０．８％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用天根

ＤＮＡ回收试剂盒切胶回收后，送上海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测序。测 序 结 果 上 传 到ＧｅｎＢａｎｋ进 行 比 对，用

Ｃｌｕｓｔａｌ　Ｘ［２０］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并用 ＭＥＧＡ　４［２１］

构建系统发育树，为菌株鉴定提供依据。

１．６　木质素降解性能测定

１．６．１　脱色平板定性测定

　　采用苯胺蓝脱色平板法，将筛选得到的菌株分别

接种至 含 有０．１ｇ／Ｌ苯 胺 蓝 染 料 的ＢＭ 培 养 基 中，

３０℃培养箱中静置培养，以平板培养基中菌落周围脱

色圈的有无来定性检测木质素降解菌的降解能力。

１．６．２　木质素降解率及降解曲线测定

　　以ＬＢ培养基活化培养细菌至对数期，以体积分

数１％接种量接种于Ｌ－ＭＳＭ 液体培养基中，菌种每

隔１ｄ取样１次，连取４ｄ，样品经过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及０．２２μｍ微孔膜过滤后测定ＴＣ值。根据碱木

质素－ＴＣ标准曲线计算样品的木质素降解率，绘制碱

木质素－时间曲线，即得碱木质素降解曲线。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分离筛选结果

　　经过７ｄ的液体富集培养后，在固体富集培养基

平板上共长出８种不同形态的细菌，在碱木质素浓度

为５ｇ／Ｌ的Ｌ－ＭＳＭ平板上进一步筛选，获得两株生

长良好的细菌ＬＤ－１和ＬＤ－２。在Ｌ－ＭＳＭ平板上，细
菌ＬＤ－１（图１ａ）的菌落较小，表面光滑，呈乳白色，圆

形且边缘整齐；细菌ＬＤ－２（图１ｂ）的 菌 落 稍 大，表 面

光滑，呈淡红色，扁平圆形，边缘整齐。

ａ：ＬＤ－１；ｂ：ＬＤ－２
图１　木质素降解菌筛选

Ｆｉｇ．１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２．２　菌株鉴定

　　从菌株的扫描电镜图可看出，ＬＤ－１菌体细胞为

短杆状，长度为１μｍ左右（图２ａ）；ＬＤ－２菌体细胞为

椭球形，长度为３μｍ左右（图２ｂ）。革兰氏染色实验

结果显示，ＬＤ－１为短杆状革兰氏阴性菌，ＬＤ－２为椭

球形革兰氏阳性菌。

　　将ＬＤ－１和ＬＤ－２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与ＮＣＢＩ核

酸数 据 库 进 行 ＢＬＡＳＴ 比 对，发 现 其 分 别 与 菌 属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的 相 似 性 最 高，达 到

９９％。基于ＬＤ－１和ＬＤ－２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构建系

统发育树（图３），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ＬＤ－１和ＬＤ－２
分别与菌属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和Ｂａｃｉｌｌｕｓ的亲缘关

系最近。结合菌 落 形 态、细 胞 形 态、１６ＳｒＲＮＡ序 列

分 析 以 及 系 统 发 育 树 分 析，菌 株 ＬＤ －１ 为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属，ＬＤ－２为Ｂａｃｉｌｌｕｓ属，分 别 命

名 为 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ｓｐ．ＬＤ－１和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ＬＤ－２。

０５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图２　细菌ＬＤ－１（ａ）及ＬＤ－２（ｂ）菌体形态

Ｆｉｇ．２　Ｃｅｌ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Ｄ－１（ａ）ａｎｄ　ＬＤ－２（ｂ）

　　图３　菌株ＬＤ－１及ＬＤ－２　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构建的系统发

育树

　　Ｆｉｇ．３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ｏｆ　ＬＤ－１ａｎｄ　ＬＤ－２ｂａｓｅｄ　ｏｎ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２．３　木质素降解性能

２．３．１　平板脱色

　　木质素降解菌通过分泌相关降解酶（如漆酶、锰

过氧化物酶、木质素过氧化物酶）降解碱木质素，菌株

产酶活性越高，降解木质素的能力越强。苯胺蓝染料

的脱色与锰过氧化物酶、木质素过氧化物酶的产生有

关，因此利用染色平板脱色法可以定性检测菌株降解

木质素的能 力［２２］。从 图４可 以 看 出，２株 细 菌 培 养

１２ｈ后在菌落周围均出现明显的脱色圈，其中ＬＤ－１
所产生的脱色圈尤为明显（图４ａ），直径达到１ｃｍ以

上，而ＬＤ－２所产生的脱色圈相对较小（图４ｂ），只在

菌落外圈形成一个很小的脱色圈。由此可见，两株细

菌均能产生 木 质 素 降 解 酶，有 一 定 的 木 质 素 降 解 能

力，且ＬＤ－１降解木质素的能力比ＬＤ－２强。

２．３．２　木质素降解率

　　由图５可知，碱木质素－ＴＣ标准曲线具有很好的

线性关系，因此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曲线测定木质素的

降解率。从图６可以看出，ＬＤ－１和ＬＤ－２在发酵前４
ｄ降解速率明显较快，在第４天时均达到４０％以上，
分别为４８．５６％和４３．３４％；在接下来的３ｄ中，降解

速率有所减慢，在第７天时２株菌的降解效率分别达

到５２．２３％和５０．３６％。表明２株菌对木质素的降解

主要发生在 初 级 代 谢 阶 段，这 与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等［２３］

的研究结论一致。

ａ：ＬＤ－１；ｂ：ＬＤ－１
图４　苯胺蓝平板定性检测

Ｆｉｇ．４　Ａｚｕｒｅ－Ｂ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ｌ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图５　碱木质素－ＴＣ标准曲线

Ｆｉｇ．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Ｋｒａｆｔ　ｌｉｇｎｉｎ－ＴＣ

图６　ＬＤ－１及ＬＤ－２的ＴＣ去除率

Ｆｉｇ．６　ＴＣ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Ｄ－１ａｎｄ　Ｌ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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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将可再生的木质纤维素有效地转化成乙醇燃料

是目前全球 新 能 源 研 究 的 热 点［２４］，木 质 素 的 降 解 是

木质纤维素类生物转化为可发酵糖和生物燃料中至

关重要的一步，相对于高温蒸汽法和化学法，采用生

物处理法降解木质纤维素中的木质素具有成本更低、
不产生二次污染等优势［２５］。本文从造纸废水污泥中

筛选分离得到２株 高 效 木 质 素 降 解 菌ＬＤ－１和ＬＤ－
２，发酵７ｄ后木质素降解效率均达到５０％以上，经鉴

定菌株ＬＤ－１为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属，ＬＤ－２为Ｂａ?
ｃｉｌｌｕｓ属，均属于非丝状细菌。因其高效的木质素降

解能力，ＬＤ－１和ＬＤ－２在 造 纸 废 液 污 染 的 环 境 治 理

及生物质能源预处理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近

年来，造纸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的研究方向主要为生物

基因工程、复合仿生物酶处理以及“物化 －生 化”组 合

等方面［２６］。本文筛选得到的高效木质素降解菌在生

物基因工程和复合仿生物酶处理技术中具有很高的

应用潜力，因此，其产酶特性及分子生物学特性值得

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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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　ｐｕｌｐ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６４２９－６４３６．
［９］　王纳贤，郭晓 军，李 术 娜，等．产 芽 孢 木 质 素 降 解 菌 Ｎ１３

的分离与鉴定［Ｊ］．畜牧与饲料科学，２００９，９：７－１０．
Ｗａｎｇ　Ｎ　Ｘ，Ｇｕｏ　Ｘ　Ｊ，Ｌｉ　Ｓ　Ｎ，ｅｔ　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Ｎ１３ｗｉｔｈ　ｓ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Ｊ］．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９：７－１０．

［１０］　Ｗａｎｇ　Ｄ，Ｌｉｎ　Ｙ，Ｄｕ　Ｗ，ｅｔ　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ｓｕｌｆｏｎａｔｅ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ｙ　ａ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ｐｈｉｎｇ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ｓｐ．ＨＹ－Ｈ［Ｊ］．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８５：３６５－３７１．
［１１］　Ｒａｊ　Ａ，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Ｒｅｄｄｙ　Ｍ　Ｍ　Ｋ，ｅｔ　ａｌ．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ｒａｆｔ　ｌｉｇｎｉｎ　ｂｙ　ａ　ｎｅｗｌ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Ａｎｅｕｒｉ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ｎｅｕｒｉｎｉｌｙｔｉｃｕ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ａ
ｐｕｌｐ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ｌｌ［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７，２３：７９３－７９９．
［１２］　Ｒａｊ　Ａ，Ｒｅｄｄｙ　Ｍ　Ｍ　Ｋ，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ｅｔ　ａｌ．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ｒａｆｔ－ｌｉｇｎｉｎ　ｂｙ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ｌｕｄｇｅ　ｏｆ
ｐｕｌｐ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ｌｌ［Ｊ］．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１８：７８３－
７９２．

［１３］　Ｒａｊ　Ａ，Ｒｅｄｄｙ　Ｍ　Ｍ　Ｋ，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
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ＧＣ－ＭＳ）ｆｒｏｍ　ｋｒａｆｔ　ｌｉｇ－
ｎ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ｏ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７，５９：２９２－２９６．

［１４］　Ｒａｊ　Ａ，Ｒｅｄｄｙ　Ｍ　Ｍ　Ｋ，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Ｄｅｃｏｌｏｕ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ｌｐ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ｌｌ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ｂｙ　ｌｉｇｎｉｎ－ｄｅ－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８２：３９９－４０６．

［１５］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Ｓｉｎｇｈ　Ｓ，Ｒｅｄｄｙ　Ｍ　Ｍ　Ｋ，ｅｔ　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Ｐａｅｎｉ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
ａｎｄ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ｓｐ．ｆｏｒ　ｋｒａｆｔ　ｌｉｇｎｉｎ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ｕｌｐ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ｌｌ　ｗａｓｔｅ［Ｊ］．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４：３９９－４０７．

［１６］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Ｒ，Ａｂｈｉｓｈｅｋ　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ｃｏｌ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ｌｉｑｕｏｒ　ｉｎ　ａｘ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Ｊ］．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２：

６０３－６１１．
［１７］　陈坚，刘 和，李 秀 芬．环 境 微 生 物 实 验 技 术［Ｍ］．北 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８．
Ｃｈｅｎ　Ｊ，Ｌｉｕ　Ｈ，Ｌｉ　Ｘ　Ｆ．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１８］　谢家仪，董光军，刘 振 英．扫 描 电 镜 的 微 生 物 样 品 制 备

方法［Ｊ］．电子显微学报，２００６，２４（４）：４４０－４４０．
Ｘｉｅ　Ｊ　Ｙ，Ｄｏｎｇ　Ｇ　Ｊ，Ｌｉｕ　Ｚ　Ｙ．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６，２４（４）：４４０－
４４０．

（下转第５９页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ｏｎ　ｐａｇｅ　５９）　　

２５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１，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４１）：５８９－５９２．
［５］　王农，王兴权，杨 利 娟，等．添 加 剂 对 纳 米 碳 酸 钙 形 貌 与

粒度的影响［Ｊ］．无机盐工业，２０１３，４５（２）：２３－２６．
Ｗａｎｇ　Ｎ，Ｗａｎｇ　Ｘ　Ｑ，Ｙａｎｇ　Ｌ　Ｊ，ｅｔ　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ｄｉ－
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ｉｚ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
ｂｏｎａｔｅ［Ｊ］．Ｉｎｏｒｇ　Ｃｈｅｍ　Ｉｎｄ，２０１３，４５（２）：２３－２６．

［６］　朱万诚，王玉红，陈建峰．超重力反应结晶法合成微细针

状碳酸钙 研 究［Ｊ］．高 校 化 学 工 程 学 报，２００２，１６（５）：

５６０－５６４．
Ｚｈｕ　Ｗ　Ｃ，Ｗａｎｇ　Ｙ　Ｈ，Ｃｈｅｎ　Ｊ　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ｆｉｎｅ
ｎｅｅｄｌｅ－ｌｉｋｅ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ｂｙ　ｈｉｇｈ－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Ｊ］．Ｊ　Ｃｈｅｍ　Ｅ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

２００２，１６（５）：５６０－５６４．
［７］　赵东清，刘家祥．碳 酸 化 工 艺 参 数 对 纳 米 碳 酸 钙 形 貌 和

颗粒尺寸的影响［Ｊ］．非金属矿，２００７，３０（２）：５－７．
Ｚｈａｏ　Ｄ　Ｑ，Ｌｉｕ　Ｊ　Ｘ．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ｎａｎｏ－ＣａＣＯ３［Ｊ］．Ｎｏｎ－Ｍｅｔ
Ｍｉｎｅｓ，２００７，３０（２）：５－７．

［８］　成居正，陈雪梅，邓婕．ＮａＨＣＯ３对 纳 米 碳 酸 钙 粉 末 形 貌

的修饰作用［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１（３）：４０４－
４０８．
Ｃｈｅｎｇ　Ｊ　Ｚ，Ｃｈｅｎ　Ｘ　Ｍ，Ｄｅｎｇ　Ｊ．ＮａＨＣＯ３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ｉｚ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ｐｏｗｄｅｒ［Ｊ］．Ｊ
Ｍａｔｅｒ　Ｓｃｉ　Ｅｎｇ，２０１３，３１（３）：４０４－４０８．

［９］　乔叶刚，陈刚，吴秋芳．立方形纳米碳酸钙的制备工艺研

究［Ｊ］．海湖盐与化工，２００５，３４（１）：１７－１９．
Ｑｉａｏ　Ｙ　Ｇ，Ｃｈｅｎ　Ｇ，Ｗｕ　Ｑ　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ＣａＣＯ３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ｃｒａｆｔ［Ｊ］．Ｓｅａ－Ｌａｋｅ　Ｓａｌｔ　ＣｈｅｍＩｎｄ，２００５，３４（１）：

１７－１９．

［１０］　梁锦，刘华彦，陈 银 飞．碳 化 参 数 对 纳 米 碳 酸 钙 粒 径 与

形貌的影响［Ｊ］．无机盐工业，２００９，４１（１２）：２２－２４．
Ｌｉａｎｇ　Ｊ，Ｌｉｕ　Ｈ　Ｙ，Ｃｈｅｎ　Ｙ　Ｆ．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ｉｚ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Ｊ］．Ｉｎｏｒｇ　Ｃｈｅｍ　Ｉｎｄ，２００９，４１（１２）：

２２－２４．
［１１］　陈建峰，刘润静，沈志刚，等．超重力反应沉淀法制备碳

酸钙的 过 程 与 形 态 控 制［Ｊ］．过 程 工 程 学 报，２００２，２
（４）：３０９－３１３．
Ｃｈｅｎ　Ｊ　Ｆ，Ｌｉｕ　Ｒ　Ｊ，Ｓｈｅｎ　Ｚ　Ｇ，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ａｃ－
ｔｉｖ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Ｊ］．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ｎｇ，

２００２，２（４）：３０９－３１３．
［１２］　姜鲁华，张 瑞 社，杜 芳 林，等．针 状 纳 米 碳 酸 钙 的 制 备

研究［Ｊ］．功能材料，２００２，３３（５）：５４５－５４７．
Ｊｉａｎｇ　Ｌ　Ｈ，Ｚｈａｎｇ　Ｒ　Ｓ，Ｄｕ　Ｆ　Ｌ，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ｅｄｌｅ－ｌｉｋｅ　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０２，３３（５）：５４５－５４７．

［１３］　林荣毅，张家 芸，张 培 新．纳 米ＣａＣＯ３的 生 长 和 控 制 机

理［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２００２，１２（２）：３５８－３６２．
Ｌｉｎ　Ｒ　Ｙ，Ｚｈａｎｇ　Ｊ　Ｙ，Ｚｈａｎｇ　Ｐ　Ｘ．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　ＣａＣＯ３［Ｊ］．
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Ｍｅｔ，２００２，１２（２）：３５８－３６２．

［１４］　Ｂａｎｇ　Ｊ　Ｈ，Ｊａｎｇ　Ｙ　Ｎ，Ｋｉｍ　Ｗ　Ｂ，ｅｔ　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ｂ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ｍｉｃｒｏｂｕｂｂｌｅ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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