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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NOx)是大气主要污染物之一,也是目前大气污染治理的大难题。

自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便开始对燃煤电站锅炉NOx 排放,并且限

制日趋严格。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随着其经济的迅速发展,汽车尾气造成的环境

污染日趋严重,特别是其中的 NOx,对大气的污染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技术原理

一步，气相中的

NOx（NO和NO2），

首先要经历由气相转移

到液相或固相表面的液

膜中的传质过程，然后

污染物才在液相或固

相表面被微生物吸附

净化。

二步，在外加碳源的情况下，微

生物对分布于液相中的含氮化合物吸收，在微生

物体内进行氧化、还原、分解等微生

物代谢作用，把部分吸

收的含氮化合物转化

为微生物生长所需的有机氮化物，组成新的细胞，使微生物生长繁殖；另一部分

含氮化合物则被微生物分解为无害的氮气，或容易处理的 NO3-或 NO2-，并释放出

微生物生长活动所需的能量。

微生物净化 NOx 有反硝化、硝化和真菌净化三种机理。

 硝化处理技术：是在

硝化细菌作用下，在

有氧条件下将氨氮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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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成硝酸盐氮，然后再通过反硝化过程，将硝酸盐氨转化成 N2 的处理

过程。

 技术难点：采用硝化菌去除 NOx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从土壤微生

物的研究结果和反应过程的数据看，已初步解释了在大气环境下，采用消

化过程去除 NO 的可行性。根据初步的实验数据和生物膜的显微观察，造

成 NOx 去除率低得原因可归结于传质速率的限制和生物量的不足。

 反硝化处理技术：是利用厌氧微生物在厌氧条件下分解 NOx 的一种处理

方法。

 技术难点：尽管采用反硝化路径去除 NO，在实验室条件下去除率尚可，

但保持厌氧的生长环境和外加有机碳源是实现该过程的必要条件，特别是

缺氧条件，在过程放大或在未来可能的工程应用时，就意味着投资费用的

激增。

技术的应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在利用微生物技术控制废气中的氮氧化

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可观的进展。虽目前的研究工作仍

然处于实验室阶段，离实现实际应用还有一定距离，但鉴于环境污染的不断严重

产生的愈发增长的需求，其潜力十分巨大，前景相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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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优缺点

 优点

(1)适应范围广。

(2)去除效率高。去除效率超过 90％。

(3)投资少，运行费用低。不需要投入额外的化学品;化学法则需加催化剂和氧化

剂等，如次氯酸盐、过氧化氢、二氧化氯等。

(4)污染少。生物处理的产物是生物量，很容易处理。

(5)耗能低。生物反应在常温常压下进行，能量来自微生物利用 VOCs 成分本身产

生的能量。

 缺点

(1)微生物的生长速度相对较慢，要处理大流量的烟气，并且烟气的流速快，导

致微生物与烟气的接触时间短。

(2)尾气的温度一般较高，且不同尾气的成分差别很大，对低碳源含量的尾气需

要外加碳源，导致工艺复杂。

(3)微生物的生长需要适宜的环境，如何在实际应用中营造合适的培养条件，将

是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



(4) 微生物的吸附能力差，使得 NO 的实际净化效率低。

(5) 微生物的生长，会造成管内填料的堵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