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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盐度和 πΗ对生物过滤器去除氨氮效率的影响 ∗

鲍 鹰 相建海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青岛

提要 采用正交设计法对温度 !盐度和 值对生物膜转氨氮能力的影响进行考察 ∀考虑到

生物过滤器的一般工作环境 个因子各取三水平 为了充分考虑交互作用 选用正交表 Λ

∀结果表明 取值范围内盐度和 值对硝化细菌代谢的影响不明显 温度对硝化细菌的

代谢有明显的影响 而且 ε 组的氨氮去除率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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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重大项目典型湖泊 !海湾渔业资源调控及

优质高效模式研究项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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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闭的水生动物培养系统中 生物过滤是最重

要的步骤 也因为它主要依赖于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

菌的活动 对生物过滤器的调控和维护也远比机械过

滤和化学过滤的难度高 ∀在影响细菌的代谢活动的外

界因子中 温度 !盐度和 值是最通常但是却非常重

要的 ∀人们在建立生物过滤器时首先会考虑这些因素

的作用 ∀温度对细菌代谢活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

关于盐度 早在 年 和 就研究了

细菌本身是否就分海水种和淡水种的问题 他们发现

大多数海水细菌也能在淡水中生长 甚至在直接更换

海水时也能活着 ∀但硝化菌属于那些不能适应急剧变

化的菌 当盐度迅速变化时 许多硝化菌死去 残存细

菌的代谢作用也一时受到抑制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

应新的变化 ∀目前生物过滤技术在工业废水和民用废

水的处理中应用较多 而在养殖系统中应用较少 ∀本

实验针对养殖系统的水质特征 研究了温度 ! 盐度 !

值及其交互作用对硝化细菌代谢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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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于 年 月进行 ∀生物膜

经事先两个月的培养挂在 °∂≤ 塑料生

物球上 ∀生物膜上是野生菌群而非某种

纯硝化细菌 ∀

方法

采用正交设计法对温度 盐度和

值对生物膜转氨氮能力之影响进行

考察 ∀考虑到生物过滤器的一般工作环境 个因子

各取三水平 见表 ∀为了充分考虑交互作用 选用

正交表 Λ ∀表头设计见表 ∀本实验共设 个

样本 ∀每 个生物球放在 个一次性塑料杯中构成

个样本 ∀ 个塑料杯分 组放在 个水浴槽中 用电

子控温仪控制水温 ∀各样本的盐度和 值按实验

设计人工调配 其中盐度以洁净的天然海水和自来

水调配 值以 ≤ 和 调配 ∀实验设计见表

∀实验开始时所有样本的 2 含量为

2 含量为 ∀ 后用次溴酸盐氧化法 ≈ 测

各样本中的氨氮含量 进行方差分析 ∀

结果与讨论

由表 和表 可以看出 温度的 Φ值达到极显著

水平 ;而其他变异来源的 Φ值均不显著 ∀可见温度对

硝化细菌的代谢有明显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ε

组的氨氮去除率最高 这一点在实际应用中尤其有意

义 ∀在生产性水质净化系统中 必须将生物过滤器中

的水温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才能充分发挥生物过滤器

的作用 ∀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温度越高越好 ∀实际应

用中每一个循环系统的水温都应该在确定了饲养品

种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来确定最佳温度 ∀本实验结果

显示在取值范围内盐度和 值对硝化细菌代谢的影

响不明显 这是因为实验中的取值本来就在野生菌群

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盐度和 值的变化范围内 ∀可

见 硝化细菌在适宜的盐度和 值范围内 其硝化

能力没有很大的变化 ∀但当 值的变化较大时 其

影响就会变得明显 ∀在温度和氨氮浓度固定下 值

是抑制硝化细菌活力的决定性参数 ∀ 在研

究了较大范围的 值与硝化细菌的活力的关系后

认为 明显地影响 的生成 氨的生物氧化在

∗ 时最高 ∀在养殖系统中 一般来说在

∗ 之间 这时 值的影响就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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