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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垃圾中含有大量多氯联苯等有毒有害物质，对电子垃圾的不当拆解可造成土壤、水体和

大气的污染，进而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生物修复是利用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吸收、代
谢、降解等功能，加速去除环境中污染物质的过程。根据修复所用的主体，生物修复又可分为植物修复、微生

物修复、动物修复及其联合修复等。本文结合笔者的研究工作，综述了我国东南沿海某典型电子垃圾拆解区

土壤多氯联苯的污染特征，并介绍了当前国内外对多氯联苯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和植物-微生物

联合修复技术及其机理研究的现状，并提出未来研究趋势，旨在为促进污染区土壤环境生物修复的深入研

究、保障污染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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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子 垃 圾 (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Wastes，E-
Wastes) 是指那些已经废弃的或者不能再使用的电

子产品。电子垃圾中一方面含有大量可回收的有

色金属、黑色金属、塑料、玻璃以及一些仍有使用价

值的零部件等，具有广阔的回收利用前景; 另一方

面，电子垃圾中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包括铅、
汞、镉、铬、多氯联苯和多溴联苯醚等

［1］。其中，多

氯联苯 (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 ) 因具有较

强的化学惰性、热稳定性以及致癌、致畸、致突变的

“三致”效应而被《斯德哥尔摩国际公约》列为首批

需要削减和有限控制的 12 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之一
［2］。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某典型区有

着较长的露天拆卸废旧变压器、电子洋垃圾及焚烧

废弃电缆电线的历史，导致大量 PCBs 类有机污染

物以及重金属等化学材料直接或间接通过污灌进

入农田土壤，使该地区成为我国典型的 PCBs 污染

区，对当地的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造成了潜在的威

胁
［3-5］。近年来，笔者所在课题组一直在该地区开

展土壤环境质量变化研究工作。本文在长期、大规

模面上调查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该地区的土壤

PCBs 污染特征，同时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综述

了 PCBs 污染土壤的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以及植

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与机理的研究现状，旨在为

保障污染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和人体健康、促进污

染区土壤环境修复调控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1 典型污染区土壤中多氯联苯的污染

现状

污染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纬度范围( 28°30'8″ ～
28°33'13″ N，121°19'46″ ～ 121°24'30″E) ，属典型亚

热带 季 风 气 候，四 季 分 明，年 平 均 气 温 16. 9 ～
17. 3℃，无霜期 241 ～ 270 d，年平均降水量 1 480 ～
1 530 mm。该地区属于丘陵地区，主要土壤类型有

红壤、水稻土和潮土。该地区具备较为完整的工

业、农业和商业体系，工业以汽摩、再生金属资源、
新型建材、机电和塑模等五大行业为支柱产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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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种植水稻为主，也有蔬菜和葡萄等经济作物。
再生金属资源方面以废旧电子垃圾的资源回收作

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

不断引进大量的废旧变压器、电子洋垃圾及废弃电

缆电线，至 2006 年，该区已累计拆解废旧物资达

1 000万余 t，产生拆解垃圾多达 25 万 t。因当地没

有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并且拆解手段和技术落

后，许多小作坊式的拆解场大多在露天农田场地采

用原始、粗糙的焚烧、酸溶、热熔等方式回收含有

PCBs 的电子垃圾，导致大量 PCBs 类有机污染物以

及重金属等化学材料直接或间接通过污灌进入农

田土壤，给农田生态和生存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

害
［6］。已有一些研究者对该地区土壤多氯联苯含

量进行了部分调研，但大多集中在局部点位，其研

究的空间尺度较小，缺乏对该地区农田土壤 PCBs
组分及含量状况的全面、系统了解。

为此，从 2005 年至今，本课题组对该地区多种

环境介质进行了多次采样调查，样品主要包括土

壤、地下水、地表水、水稻、蔬菜、部分动物组织器

官、大气可吸入颗粒物 ( PM10 ) 、大气气态污染物

( PUF) 等，为该地区的污染修复和生态风险评价提

供了大量基础数据
［7-11］。滕应等

［11］
以该典型污染

区某镇农田土壤作为对象，应用地统计学分析和

GIS 空间分析相结合 的 方 法 对 其 表 层 土 壤 16 种

PCBs 组分及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

表明，研究区表层农田土壤中 16 种多氯联苯的总量

变化范围在 0. 01 ～ 484. 5 ng g －1，平均值为 35. 52
ng g －1。瑞典规定的 PCBs 污染土壤指导值为 20
ng g －1，大于 3 倍指导值即为严重污染。可见，该地

区农田土壤已经受到 PCBs 的污染。此外，对 PCBs
组分的分析表明，该地区土壤 PCBs 污染以三氯和

四氯联苯为主，同时也含有一定比例的五氯和六氯

联苯，呈现较为严重的 PCBs 复合污染状况。地统

计学分析表明，该地区 PCBs 总量及其各同系物在

所研究的尺度上不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格局，说

明农田土壤中 PCBs 的来源可能主要受到一些较为

分散的人为因素影响。研究区表层农田土壤 PCBs
含量的空间分布与土壤有机碳含量关系不明显，农

田土壤 PCBs 的来源可能主要与废弃电容器的拆

解、电缆电线等垃圾焚烧以及当地污染企业布局

有关。

2 典型区 PCBs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

对电子垃圾影响区内受 PCBs 污染的土壤需要

采取修复措施以保障生态安全和人体健康。目前

对污染环境的修复技术大致可分为: 物理修复、化

学修复和生物修复
［12］。生物修复 ( Bioremediation)

是利用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吸收、代谢、降解等功

能，加速去除环境中污染物质的过程
［13］。与传统的

物理修复、化学修复相比，生物修复具有成本低、环
境友好，不易造成二次污染、可原位修复并适用于大

面积推广等优点，因而在近二十年多来受到研究人员

的广泛青睐。生物修复根据修复所用的主体，又可分

为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动物修复以及联合修复等。
根据前期对典型污染区 PCBs 污染特征的调查分析，

污染区土壤中 PCBs 的同系物主要为三氯联苯 ～六氯

联苯，土地利用方式多为农田，而微生物修复和植物

修复技术因其独特的优势与局限性，正适用于中低氯

联苯污染农田土壤的生物修复。因此，本文将重点综

述这两种修复技术在典型区 PCBs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

中的修复机制与技术发展，其中所涉及的主要微生物

菌种、修复植物或修复工艺如表 1 所示。
2. 1 微生物修复

微生物能以有机污染物为唯一碳源和能源，对

污染物进行直接的矿化; 或在其他有机物的协作下

共代谢降解有机污染物。研究表明，自然环境中

PCBs 的微生物降解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好氧氧化与

厌氧还原。这两者降解途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好

氧氧化主要将低氯代 PCBs( ≤5Cl) 氧化开环形成氯

代苯甲酸，而厌氧降解主要将高氯代 PCBs( ＞ 5Cl)
还原脱氯形成低氯 PCBs。
2. 1. 1 好氧降解 自从 Ahmed 和 Focht ( 1973 )

首次报道了两种无色杆菌( Achromobacter ) 在降解

联苯的同时能够转化部分 PCBs 同系物以来，已筛

选分离出多种能好氧降解 PCBs 的细菌菌株
［14-21］。

然而，除了少数菌株如假单胞属细菌( Pseudomonas
sp. ) 等可以降解高氯 PCBs 外，其余大部分菌株仅

能降解低氯 PCBs。



2 期 涂 晨等: 电子垃圾影响区多氯联苯污染农田土壤的生物修复机制与技术发展 375

表 1 典型电子垃圾拆解区 PCBs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技术

Table 1 Bio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of PCBs polluted soils in typical e-wastes dissembling sites

修复技术

Remediation technologies
修复机理

Remediation mechanisms
降解微生物菌种、修复植物物种或修复工艺

Microorganism and plant species or remediation technics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微生物修复

Microbial
remediation

好氧降解 Burkholderia sp. 、Pseudomonas sp. 、Sphingomonas
sp. 、Rhodococcus sp. 、Achromobacter sp. 、Norcardia
sp. 、Arthrobacter sp. 、Acinetobacter sp. 、Bacillus sp. 、

Corynebacterium sp. 、Enterobacter sp. 等

［14-21］

厌氧还原脱氯 Dehalococcoides sp. 、Chloroflexi sp. 等 ［22，28，30-37］

厌氧还原-好氧氧化

连续修复

连续厌氧-好氧处理

“淹水-自然落干-淹水”连续干湿交替

［38-39］
［40］

植物修复

Phytoremediation

直接吸收与转运 Cucurbita pepo． 等

Medicago sativa L．
［50］
［51］

酶的代谢与转化

细胞色素 P450

过氧化物酶

硝酸还原酶

［54］
［55-56］

［57］

植物与根际微生物

联合修复

非豆科植物与其根际微生物的联合修复

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体系联合修复

［60-64］
［51，68，70-72］

微生物对低氯 PCBs 的好氧降解机理主要表现

为连续 的 酶 学 反 应，即 联 苯 双 加 氧 酶 ( Biphenyl
dioxygenase，Bph) 途径

［22-24］。在该代谢途径中，多

氯联苯首先经联苯双加氧酶 BphA 催化，在一侧苯

环的 2，3-位加氧，产生联苯二氢二醇，之后被联苯

二氢二醇脱氢酶 BphB 催化脱氢形成 2，3-二羟基

联苯，后者在联苯 1，2-双加氧酶 BphC 的作用下进

一步催 化 为 2-羟 基-6-氧-6-苯 基 己 二 烯 酸 ( HOP-
DA) ，最后被 2-羟基-6-氧-6-苯基己二烯酸水解酶

BphD 通过间位开环方式催化为氯代苯甲酸和五

碳化合物。其中五碳化合物在 BphE、BphF、BphG
等酶的作用下，进一步转化为三碳化合物而进入

三羧酸循环; 而对于产物氯代苯甲酸，除假单胞菌

属外，大多数联苯降解菌不能将其进一步矿化，需

要与其他氯代苯甲酸专性降解菌的协同作用才可

对其实现完全矿化。
2. 1. 2 厌氧还原脱氯 一般而言，低氯联苯的微

生物降解主要是通过好氧的联苯双加氧酶途径，而

对于高氯联苯，因其稳定性高、疏水性更强，更易于

被厌氧微生物以厌氧还原的方式降解。在此过程

中，高氯联苯苯环上的 Cl 原子在还原脱氯酶的作用

下，逐渐被 H 原子所取代，形成毒性更低、更易被好

氧微生物降解的低氯联苯。PCBs 的厌氧还原脱氯

最早发现于 Hudson 河和 Silver 湖的沉积物中
［25-28］。

虽然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内 都 无 法 分 离 得 到 可 催 化

PCBs 还原脱氯的微生物纯培养物，但有强烈的证据

表明 Dehalococcoides 属以及 Chloroflexi 属中的某些

菌种可以通过脱氯呼吸将自身生长与 H2 的氧化和

PCBs 的还原脱氯相偶联
［22］。Dehalococcoides etheno-

genes 是首次报道的可以使氯苯完全脱氯的纯培养

物，这种细菌能使三氯乙烯完全脱氯
［29］。微生物对

PCBs 厌氧脱氯包括两种方式: 一种是共代谢，即微

生物利 用 葡 萄 糖、乙 酸 等 物 质 作 为 电 子 供 体，使

PCBs 在厌氧条件下还原脱氯; 而另一种则是还原脱

氯呼吸，即脱氯微生物利用特异且高亲和力的酶催

化还原脱氯反应并将其与自身的生长和能量代谢

相偶联。研究表明，尽管不同的微生物对不同 PCBs
同系物的还原脱氯代谢途径存在较大差异，但总体

而言 PCBs 的 厌 氧 脱 氯 速 率 与 其 氯 化 程 度 成 正

比
［30］; 还 原 脱 氯 的 主 要 位 点 在 间 位 和 对 位

［31］，

PCBs 的邻位脱氯虽然并不常见但也同样存在
［32］。

通过仔细比较不同沉积物中 PCBs 同系物的损失及

其脱氯产物的形成，目前至少可鉴定出 M、Q、H、P、
N、LP 等 6 种还原脱氯模式，除此以外的其他模式均

可看作是以上 6 种模式的组合
［27，32-37］。

2. 1. 3 厌氧还原-好氧氧化连续修复 PCBs 经

过还原脱氯，从高氯联苯转化为低氯联苯，降低了

环境风险。但由于厌氧还原脱氯并不破坏联苯的

结构，厌氧菌对脱氯后形成的低氯联苯降解难度增

加，无法实现对 PCBs 的进一步降解。因此，厌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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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连续降解被认为是 PCBs 有效降解的理想体系。
Rogers［38］

和 Master 等
［39］

分别对 PCBs 污染土壤进

行连续厌氧-好氧处理，结果表明，厌氧条件下，土壤

中部分高氯同系物转化为低氯同系物，但总量没有

明显减少，而随后进行的好氧处理可使 PCBs 总量

显著下降。滕应等
［40］

通过淹水处理和人为扰动分

别模拟厌氧和好氧环境，研究不同水分和通气条件

对 PCBs 复合污染土壤的修复效果; 并基于该研究

设计了一种 PCBs 复合污染土壤的干湿交替原位修

复方法，对修复区内土壤采用“淹水-自然落干-淹
水”这一连续干湿交替的运转方式，连续修复 60 d
后可使 土 壤 中 PCBs 总 量、低 氯 PCBs 以 及 高 氯

PCBs 的去除率显著降低。
2. 2 植物修复

植物修复是指利用植物及其根际微生物去除、
转化和固持土壤、底泥、地下水、地表水、以及大气

中的有毒化合物的一种新兴技术。对重金属污染

土壤的植物修复有许多研究，对其修复机理也有过

专门的论述
［41］。植物修复在有机污染方面的应用

起步较晚，Groeger 和 Fletcher［42］
是较早涉及 PCBs

在植物体代谢的研究者，随后有许多研究从植物细

胞和组 织 的 角 度 来 探 讨 植 物 对 PCBs 的 代 谢 途

径
［43-45］，以及植物体对 PCBs 的吸收富集能力

［46-47］。
刘亚云和陈桂珠

［4 8］
总结比较了文献报道的多种植

物物种以及细胞组培对 PCBs 代谢率后表明，植物

对 PCBs 具有修复作用，但不同的植物对 PCBs 的修

复效果不同，目前对 PCBs 修复效果较好的植物有

虉草、柳枝稷、大豆、小麦、大麦、龙葵、白三叶草等。
植物对 PCBs 的修复机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49］:

( 1) 直接吸收 PCBs，并将其转化为非植物毒性的代

谢物累积于植物组织中; ( 2) 释放促进 PCBs 降解的

生物化学反应的酶; ( 3 ) 植物与根际微生物的联合

作用。
2. 2. 1 植物对 PCBs 的直接吸收与转运 植物

对有机污染物的吸收主要有两种途径: 一是植物根

部吸收并通过植物蒸腾流沿木质部向地上部分迁

移转运; 二是以气态扩散或者大气颗粒物沉降等方

式被植物叶面吸收，并通过叶片角质层或气孔进入

到植物体内。Zeeb 等
［50］

考察了 9 种不同植物对

PCBs 污染土壤的吸取修复 ( Phytoextraction) 效率，

试验在覆盖有封口膜且通风良好的盆钵中进行，以

避免 PCBs 因挥发和沉降等途径进入植物体。研究

结果表明，所有植物( 特别是南瓜属的 Cucurbita pe-
po. ) 均能够利用根系直接从土壤中吸 PCBs 并将其

转运至地上部; 从植物所吸收的 PCBs 同系物特征

来看，高氯 PCBs ( 尤其是七氯至八氯) 占了植物根

部所富集 PCBs 总量的较大比例，而植物地上部中

所富集的多为低氯 PCBs ( 特别是三氯至六氯) ，但

高氯联苯在植物地上部中仍可检出。孙向辉
［51］

以

紫花苜蓿( Medicago Sativa L. ) 为供试植物，研究了

植物不同部位对土壤中 PCBs 的吸收、积累、分布及

其化学形态的差异。结果表明，紫花苜蓿各组织部

位对土壤中 PCBs 的吸收富集能力不同，植物地下

部根和根瘤显著高于地上部茎叶，这可能与植物组

织中脂类物质的不均一分布有关，脂质含量高的根

瘤对土壤中 PCBs 的积累浓度显著高于根系，但由

于根瘤生物量低，根部仍是土壤中 PCBs 在植物体

内富集的主要部位。
2. 2. 2 植物酶对 PCBs 的代谢与转化 植物中

的酶对有毒物质代谢起着重要作用。根据“绿色肝

脏”理论，植物体对 PCBs 的代谢过程可分为三个阶

段
［52-53］: 第一阶段是 PCBs 被植物体内的氧化酶氧

化形成羟基化 PCBs; 第二阶段是植物体内的谷胱甘

肽或氨基 酸 等 与 羟 基 化 PCBs 结 合，形 成 较 母 体

PCBs 分子毒性更低、亲水性更强的共轭物; 第三阶

段是共轭物被转运到植物液泡中储存或参与植物

组分的合成。
在植物代谢 PCBs 的过程中，研究较多的为细

胞色素 P450 和过氧化物酶。细胞色素 P450 是广泛

引起关注的参与 PCBs 代谢第一阶段的酶，它可使

PCBs 转化为羟基衍生物，并能催化防御性次生物质

的合成
［54］。除此之外，过氧化物酶对 PCBs 的代谢

被许多 研 究 所 证 实，如 Kucerova 等
［55］

研 究 报 道

PCBs 的消失与过氧化物酶的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Chroma 等

［56］
的研究表明，植物对 PCBs 的代谢能力

与其体内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有关，对 PCBs 代谢能

力高的植物其过氧化物酶活性也较高。尽管关于

植物对 PCBs 代谢第二阶段酶的研究罕见报道，但

从植物对其他外源污染物的降解机理来看，各类转

移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谷胱甘肽转移

酶和葡萄糖转移酶。最近有研究表明，紫花苜蓿硝

酸还原酶的粗提物以及玉米硝酸还原酶纯制剂可

催化六氯联苯的还原脱氯
［57］。尽管目前有关植物

脱氯酶纯化鉴定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但还原脱氯仍

可能是植物组织对 PCBs 进行降解代谢的一条潜在

途径
［49］。

2. 2. 3 植物与根际微生物对 PCBs 的联合修复

植物根际是受植物根系活动影响的根-土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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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微区，也是植物-土壤-微生物与其环境条件相

互作用的场所
［58］。因此，污染土壤的根际修复也

是近年来研究人员所关注的热点。土壤中的 PCBs
因具有较强的疏水性而紧密吸附在土壤颗粒上，只

有很少一部分能被植物根系直接吸收，因此，植物

根际的微生物在土壤 PCBs 的生物降解过程中起着

重要作用
［59］。研究表明，植物可能通过以下几种

途径促进根际微生物对 PCBs 的降解: ( 1) 植物根系

所分泌的有机化合物，如糖类、氨基酸和有机酸等

可作为电子供体促进微生物对 PCBs 的好氧降解或

厌氧 脱 氯
［60］; ( 2 ) 植 物 通 过 分 泌 胞 外 酶 启 动 对

PCBs 的转化，便于根际微生物对其代谢产物的进一

步降解
［61］; ( 3) 植物所分泌的酚酸类诱导物可提高

PCBs 降 解 菌 的 活 性，加 速 微 生 物 对 PCBs 的 降

解
［62］; ( 4) 植物根可增加土壤渗透性和根际的氧含

量，促进微生物氧化酶系对 PCBs 的好氧降解
［63］;

( 5) 植 物 根 系 可 分 泌 多 种 不 同 的 微 生 物 生 长 因

子
［64］; ( 6) 植物根际可释放具有表面活性剂功能的

有机酸或其他分子，增加 PCBs 在土壤中的可迁移

性，促进植物根系对 PCBs 的吸收
［64］。

2. 2. 4 紫花苜蓿-根瘤菌共生系统对 PCBs 的生物

修复 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豆科植物 ( 如紫花

苜蓿、羽扇豆、鹰嘴豆等) 因生长速度快、耐受性强，

是修复有机污染物的理想植物
［65-66］。这些豆科植

物在生长过程中因受到土壤中土著根瘤菌的侵染

而形成根瘤共生体。共生态的根瘤菌能够通过生

物固氮作用向植物提供硝酸盐和氨，同时植物也分

泌提供糖分和养分供给根瘤菌利用。作为固氮微

生物，根瘤菌具有游离态和共生态两种生活方式。
因此，游离态的根瘤菌及其与豆科植物共生后对

PCBs 的降解特征与机理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
Damaj 和 Ahmad［67］

首次研究发现四种游离态的根

瘤菌休眠细胞能够耐受并且转化 PCBs。随后，Meh-
mannavaz 等

［68］
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紫花苜蓿接种

根瘤菌对土壤 PCBs 的生物转化效应，结果表明种

植紫花苜蓿并接种根瘤菌可以促进 PCBs 污染土壤

的修复。
笔者所在的课题组自 2004 年以来一直从事

PCBs 污染土壤的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术与机理

的系统研究。徐莉等
［69］

采用摇瓶实验研究了苜蓿

根瘤菌 Rhizobium meliloti 对三氯代联苯( PCB28) 单

体以及 18 种 PCBs 混合物的降解转化能力，结果表

明: 根瘤菌 R. meliloti 能够转化降解多种 PCBs，特

别是低氯的 PCBs 同系物; R. meliloti 对 PCBs 混合

物的降解转化效率要低于 PCBs 单体; R. meliloti 对

PCBs 的转化效率随着底物浓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
滕应等

［70-71］
分别在盆栽和田间试验条件下研

究了种植紫花苜蓿并接种苜蓿根瘤菌或 /和菌根真

菌地表球囊霉后对 PCBs 污染土壤的修复效应，结

果表明: 在紫花苜蓿-根瘤菌-菌根真菌共生体系中，

紫花苜蓿对土壤中 PCBs 的降低起到明显作用; 根

瘤菌对紫花苜蓿修复 PCB 污染土壤的强化作用大

于菌根真菌; 菌根真菌和根瘤菌双接种对紫花苜蓿

的强化修复效果明显大于单接种的效果; 双接种后

改变了紫花苜蓿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碳源利用

程度，改善了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样性; 紫花苜蓿-根
瘤菌-菌根真菌共生体系对 PCBs 污染土壤显示了较

好的修复潜力。徐莉等
［72］

在田间原位条件下研究

了种植紫花苜蓿以及接种根瘤菌对 PCBs 复合污染

土壤的修复效应，结果表明: 田间种植紫花苜蓿可

显著促进土壤中 PCBs 的去除，而接种根瘤菌可进

一步强化紫花苜蓿对 PCBs 的修复效果; 根瘤菌的

接种还可显著增加修复植物的生物量，促进植物根

系及地上部对土壤中四氯至六氯联苯的吸收富集;

此外，根瘤菌的接种还可显著增加植物根际细菌、
真菌以及联苯降解菌的数量，改变植物根际微生物

的遗传多样性。孙向辉
［51］

的研究表明，根瘤菌的

侵染可有效增加紫花苜蓿根系的脂溶性成分，显著

提高植物组织中超长链脂肪酸所占比例，从而强化

植物吸收富集 PCBs 的能力; 同时，接种根瘤菌可显

著提高紫花苜蓿根中脂肪酸的不饱和程度，增强植

物对 PCBs 的抗逆能力。
综上所述，紫花苜蓿-根瘤菌共生系统可能是通

过以下 几 种 机 制 促 进 对 PCBs 污 染 土 壤 的 修 复:

( 1) 游离态的根瘤菌菌株能够以矿化或共代谢的形

式对 PCBs 进行好氧降解; ( 2) 根瘤菌侵染紫花苜蓿

形成可共生固氮的根瘤，为植物提供硝酸盐和氨促

进植物生长，强化植物对 PCBs 的吸收; ( 3 ) 根瘤菌

侵染增加了植物根瘤组织中脂溶性成分的含量，显

著提高植物组织中超长链脂肪酸所占比例，增强对

PCBs 的富集能力; ( 4) 接种根瘤菌可显著提高紫花

苜蓿根中脂肪酸的不饱和程度，增强植物对 PCBs
的抗逆能力; ( 5 ) 接种根瘤菌可促进植物分泌糖类

等碳源物质，增加植物根际微生物特别是联苯降解

菌的活性与多样性，从而提高根际微生物对 PCBs
的降解代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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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展望

当前，电子垃圾已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

垃圾，而电子垃圾的处理也已成为困扰全球环境的

重大问题。如果处理方式不当，会造成包括重金

属、PCBs 和多溴联苯等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对环境

的危害。其中 PCBs 属于典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其分布广泛，半衰期较长，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存在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我国亟需规范对含

PCBs 电子垃圾的堆置与储存方案，同时对电子垃圾

拆解企业进行集中整治，开发建立清洁环保的拆解

工艺，从源头上减少 PCBs 向环境中的排放。而在

典型污染区 PCBs 污染土壤的修复技术应用方面，

生物修复技术因其具有成本低、环境友好等优点而

备受青睐，但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更深入的研

究解决:

1) 植物修复方面，目前只考察了数量有限的植

物品种，对 PCBs 有超积累或强降解作用的植物物

种至今没有发现。因此，继续筛选对 PCBs 具有高

修复效率的植物物种显得尤为重要
［48］。此外，目

前对 PCBs 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大多局限在实验室

内采用单一物种对单一污染物进行单作修复。受

电子垃圾及其拆解过程影响的土壤污染状况一般

较为复杂，多为复合污染，有时还存在酸污染。因

此，采用多种植物进行间作协同与农艺强化修复

PCBs 复合污染土壤的技术也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2) 微生物修复方面，用于修复污染土壤的外源

微生物引进土壤后，受到土著微生物的竞争和排斥

而影响其存活和繁殖一直是制约利用外源降解菌

在原位修复 PCBs 污染土壤效率的瓶颈
［73］。因此，

研究利用土壤及植物根际土著微生物强化 PCBs 的

生物修复正逐渐成为一条重要的修复策略。随着

宏基因组学及其他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采

用不依赖纯培养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特定土壤环

境中 PCBs 代谢土著微生物群落进行定性和定量研

究，将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微生物在真实环

境中与污染物的相互作用，从而发展出面向电子垃

圾复合污染区的适应性生物修复技术。
3) 在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方面，由于 PCBs 具

有较强的疏水性和化学稳定性，大多数植物及其根

际微生物对其吸收和降解的速率较慢。转基因技

术的日渐成熟成为克服这一局限的有效策略
［49］。

通过向植物体内转入来自细菌的 PCBs 代谢酶，如

联苯双加氧酶 bph 基因，或向土著微生物中转入能

高效降解 PCBs 并能稳定遗传的基因片段，发挥转

基因植物及其根际微生物的联合作用将为电子垃

圾复合污染区 PCBs 污染土壤生物修复技术研究与

应用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但在该技术被应用于污

染土壤的生物联合修复之前，应对转基因生物进行

安全性评价( 如外源基因在根际土壤中的水平转移

能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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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REMEDIATION MECHANISMS AND TECHNOLOGIES OF
PCBs-POLLUTED FARMLAND SOILS AROUND E-WASTES DISASSEMBLING SITES

Tu Chen1，2 ，3 Teng Ying1 Luo Yongming1，2，3  Ma Tingting1 Pan Cheng1 Li Zhengao1 Liu Wuxing1

( 1 Key Laboratory of Soil Environment and Pollution Remediation，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Nanjing 210008，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Coastal Zone Environmental Processes，Yantai Institute of Coastal Zone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Yantai，
Shandong 264003，China)

( 3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wastes ( e-wastes) contain plenty of toxic and hazardous materials，such as poly-
chlorinated biphenyls ( PCBs) ． Improper dissembling of these e-wastes can cause pollution to the soil，water and air，thus
posing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health． Bioremediation is an option that may accelerate
removal of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 using the functions of biomes absorbing，metabolizing and biodegrading the
contaminants． Based on the subject used，bioremedi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phytoremediation，microbial remediation，

animal remediation，and joint remediation．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work，this paper summarizes characteristics of
PCBs pollution of the soils around an e-wastes dissembling typical zone along the coast of Southeast China，and introduces
status quo of the researches on technologies for and mechanisms of microbial remediation，phytoremediation，and phyto-
microbial joint remediation of PCB-contaminated soils，and propose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n-depth study on bioremediation of the soil environment，and protection of food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in pollu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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