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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点评 
 

锰氧化细菌 
邱并生 

(《微生物学通报》编委会  北京  100101) 

锰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 但锰过多又可造成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在自然环境中, 微生物直接或者间接地

成为锰循环的主要催化剂。在Mn(Ⅱ)的污染及治理中, 微生物也成为人们首先考虑的对象。在当前的微生物

治理锰污染的研究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已经有了较大进展, 主要是利用锰氧化微生物氧化Mn(Ⅱ)至Mn(Ⅳ)
沉淀而去除水体中的锰, 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效锰氧化微生物的筛选、锰氧化的机理、相关基因的分离与功

能分析及实验室模拟实验和菌体固定化等。 
本刊2009年第4期发表了刘颜军、周静晓、王革娇[1]在含锰土壤中分离了一株具有锰氧化能力的芽胞杆

菌MK3-1，进行了Mn(Ⅱ)氧化特性、除锰能力及固定化包埋菌剂除锰等研究。该菌株可以将锰污染水体中

的Mn(Ⅱ)氧化成不溶于水的锰氧化物沉淀，从而将锰去除。其固定化包埋菌剂在含锰污水的治理上具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其生成的生物锰氧化物作为一种新型氧化剂对多种环境污染物都有净化潜力。目前该研究

组正在对锰氧化芽胞杆菌MK3-1生成的生物锰氧化物进行提纯和优化，并利用这种新型氧化剂进行多种污

染物的净化研究。 
近年来生物锰氧化研究在国内已成为环境治理的研究热点[2−7], 由于在去除环境中锰污染的同时, 生成

的生物锰氧化物对其他重金属(如 Zn、Ni、Cu、Co、Cd、Cr 等)具有很强吸附、置换和沉淀作用, 甚至还可

以将毒性强的 As(Ⅲ)氧化成毒性弱的 As(V)后吸附去除。因此, 生物锰氧化在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和

修复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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