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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藻土、石英砂和钾离子促进微生物转化酸性矿山

废水中亚铁成次生矿物的研究

王 敏，周立祥
（南京农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环境工程系，江苏 南京 $%""89）

摘 要：嗜酸性氧化亚铁硫杆菌（!"#$#%&#’()"#**+,-.//’’0#$)1,）能够在低:;值条件下，迅速将<=$>氧化并产生大量

次生羟基硫酸铁沉淀，从而除去水中可溶性<=$>。这为富含<=$>的酸性矿山废水（?@ABCAD=BE?AD?F=，&0G）处理提

供了新的思路。本文从晶种刺激和阳离子诱导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固定化载体（硅藻土、石英砂）和具有强诱导能

力的成矾离子（H>）对微生物转化酸性体系中<=$>成次生矿物的影响。结果表明，!种材料均有明显促进可溶性

<=$>向次生矿物转化的作用，且总铁（(<=）沉淀率与!种材料的添加量呈正相关关系。在起始<=$>浓度为%#"
CC34／-，硅藻土、石英砂和钾离子最大添加量分别为%"F、%"F和6"CC34／-时，经过I$J反应后，(<=沉淀率分别

比对照增加了6K、$LK和$"K。矿物中的<=、H和M元素含量与溶液中的起始H>浓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随着

H>浓度的增大，矿物中的H和M含量逐渐增加，而<=含量则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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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矿山废水（/0"1-"$’1(/"$/3’，<=>）通常

是指金属矿山和煤矿在采矿、选矿、冶炼等开采过程

中，或是在开采后废矿石、尾矿堆中的硫化矿物在空

气、水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X的排水

（周立祥，RMMN）。由于其酸度高和存在大量有毒有

害元素，能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因而引起了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Y#2’,,，LZNN；Y’++/.$.
*1[，RMMM；丛志远等，RMM\；蔡锦辉，RMMX；雷良

奇，RMMZ；?/&##$.*1[，RMLM）。目前关于<=>的

治理 方 法 有 很 多，如 人 工 湿 地 法（D/,"$$.*1[，

RMMT）、常温铁氧体法（王卫星等，LZZN；]’"/$1 "̂:
/1’(#_(，RMMS）、硫酸盐还原菌法（U#50&’($.*1[，

RMML）等等，但是石灰（石灰石）中和法仍是世界上最

常用的方法，其工程使用率占ZMQ以上（=5(1#0‘$.
*1[，LZZG；D5*50/‘，RMML；<5)a/$1b"$0‘，RMM\；

@’((’(/$.*1[，RMMS；杨德蛟，RMLM）。值得注意的

是，某些<=>中含有丰富的U’RE，如我国的东乡铜

矿废水（U’REcSdN!XM\\-3／P，U’\EcLN!GSLL
-3／P）（韦冠俊，RMML）、武山铜矿废水（U’REcRTM
-3／P，U’\EcLXM-3／P）（刘成，RMML）以及日本的

栅原矿山废水（U’REcZMM-3／P）等（孔荟，LZZN）。

U’RE不同于U’\E，前者需+@值达到N!Z才有可能

生成U’（V@）R沉淀而被去除，而后者在+@c\dX左

右即 可 生 成 相 应 的 氢 氧 化 物 沉 淀（D/,"$$.*1[，

RMMT；周立祥，RMMN）。因此，在处理富含U’RE（"
XM-3／P）的<=>时，需要预先进行氧化处理，这样

不仅可以在低+@值条件下进行中和处理，减少中和

剂使用量，而且还能选用廉价的石灰石作为中和剂，

且生成的沉淀物沉降性能良好，含水率低，容积小

（仅为使用石灰中和剂时的L／R!L／\），因而其处理、

处置费用较低（占幼鸿，LZZG；F’-/!"$.*1[，LZZN；

?‘#5.’$$.*1[，RMMM；?/$1.!(#-/$1 =/!!..#$，

RMML；刘成，RMML）。

嗜酸性氧化亚铁硫杆菌（!-()(./(&0*-(112,#$%3
%&&’()*+,）能够在低+@值条件下，迅速将U’RE氧化

成U’\E，并同时形成各种羟基硫酸铁矿物，如黄铁

矾、施氏矿物等（e"#$3$.*1[，RMMN；P"/#$.*1[，

RMMZ/，RMMZ)）。这些矿物相对于U’（V@）\絮状凝

胶而言沉淀性能良好，因而也更有利于溶液中铁和

硫酸根的去除（>5!("6/0，LZZT；f#.’0‘’(，LZZS）。

由于!4#$%%&&’()*+,为化能自养细菌，其生物

量较低，因此常采用固定化的方法来提高细胞的密

度，从而提高U’RE的氧化速率以满足实际应用的需

要。通常采用的载体有活性炭、石英砂、离子交换树

脂、聚 氨 脂 泡 沫、硅 藻 土、玻 璃 珠 等 等（_’$.’$/$1
]’))，LZZX；Y#3,"/$"/$1>#$/!"，RMMM；郑辉杰等，

RMMN；黄亚洁等，RMMN）。本文从中选取效果较好的

硅藻土和石英砂作为实验材料，研究它们对U’RE在

微生物作用下转化成次生矿物的影响；同时，本文还

探讨了具有强诱导成矾能力的DE对上述次生矿物

生成过程的影响，进而分析这些材料对生物成矿的

影响机理，为<=>中可溶性U’和?VRgG 的去除提

供科学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 供试材料

硅藻土为化学纯，购自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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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粒径为!""目。石英砂为分析纯，购自国

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粒径为#"目。硅藻土和

石英砂先用!$%&／’的()*+#浸泡)#,，然后用去

离子水洗至中性，烘干并保存于干燥箱中备用。!"
#$%%&&’()*+,细胞悬浮液的制备按参考文献（’-.%$-
*./，)""0.）进行。

!"# 硅藻土、石英砂和$%对&’#%在微生物作用下

转化成次生矿物的影响实验

分别在一系列1""$’的三角瓶中，添加)1"
$’的02培养基（*-&345$.6.67’8679546，!010），

其中 :4); 浓 度 为!<"$$%&／’，2; 浓 度 为=>!#
$$%&／’。实验分设#个处理：处理!为分别往上述

三角瓶中添加"、!、)、1和!"9硅藻土；处理)为分

别添 加"、!、)、1和!"9石 英 砂；处 理?为 添 加

2)*+#，调节2;的浓度分别为=>!#、!<、?)、1?>?和

@"$$%&／’（相应的:4／2摩尔比分别为))>#、!"、1、

?和)）。以上?个处理均接种新鲜!"#$%%&&’()*+,
细胞悬浮液，使体系初始菌密度约为!>"A!"=个／

$’，起始B(值用()*+#调至)>1"C">")。另外，

为观察硅藻土和石英砂对:4);以及:4?;的吸附作

用，特设置处理#，即在)1"$’培养基中分别添加

!"9硅藻土或!"9石英砂，但是不接种细菌，起始

B(值调至)>1"C">")。

将上述所有三角瓶置于!@"5／$-6多功能摇床

中于)@D下振荡培养=),。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动

态监测溶液B(值，同时取液体样过">))!$滤膜，

分析:4);及E:4（F%F.&-5%6，总铁），计算总铁沉淀率

（/／G）：/H（0"I0F）／0"A!""G，式中0"和0F
分别为反应起始和反应-小时溶液中的总铁浓度。

培养结束后，用定性滤纸收集矿物沉淀，用酸化

的去离子水（B(!)/"）洗)次，再用去离子水洗)
次，<"D烘干至恒重，保存在干燥箱中备用。其中，

处理?（添加2)*+#）得到的矿物样品充分溶解于<
$%&／’(J&中，分析其中的:4、2及*+)I# 含量。

!/( 测定方法

溶液B(值用B(*K?J酸度计（上海雷磁厂）测

定；2;用:L<#"火焰光度计（上海精密科学仪器有

限公司）测定；*+)I# 用硫酸钡比浊法测定；:4);和

E:4用邻菲罗啉比色法测定；矿物相用M射线衍射

仪（MNO，N-9.P8N%F.Q&4RO／$.R，日本理学）测定，

测试工作条件为：管电压1"PS，管电流!1"$T，扫

描区间!"U"@"U（)#），步长">")U，扫描速率1U／$-6，

J8靶（弯晶单色器）。

) 结果与讨论

#"! 硅藻土、石英砂和$%对&’#%氧化的影响

反应体系中的:4);可以在溶解氧的作用下被氧

化成:4?;，如下所示：

#:4);;+);#(;"#:4?;;)()+ （!）

已 有 研 究 表 明（*-6945.67*F8$$，!0="；

*F8$$.67V%59.6，!0@!），当溶液的B(#1时，上

述反应中:4);的氧化速率与B(值呈正相关关系。

具体表现为，溶液的B(值每增加!个单位，:4);的

氧化速率将增加!""倍。然而，当溶液的B($?>1
时，:4);的氧化速率则与B(值无关，且氧化速率常

数非常低，只有!"I?>1／7（W$-F.，!00<）。但是，在

此酸性环境下，如果有!"#$%%&&’()*+,菌的作用，那

么:4);的氧化速率则能提高!"1"!"<倍（X%Y4ZP45，

!00=）。如图!所示，在!"#$%%&&’()*+,菌的参与

下，各个处理中的:4);均能迅速被氧化。此外，从图

!.和图![中可以看出，硅藻土和石英砂的引入并未

对!"#$%%&&’()*+,菌的氧化活性产生影响，因此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者可以成功地被用作!"
#$%%&&’()*+,菌固定化载体的原因。添加2;的各

个处理之间的差异也不大（图!Z），溶液中的:4);在

)#,内均已大部分被氧化，氧化速率为1>?"1>0
$$%&／（’·,）。

相对于实验中所用的只含有:4);的02培养

基，实际TVO中往往含有较为丰富的:4?;。已有

研究表明，在起始有!>@"!)>1$$%&／’:4?;存在时

能 加 快 !"#$%%&&’()*+, 菌 对 :4); 的 生 物 氧 化

（V%8Y.3-$-*./，)""=）。据有关监测数据显示，江

西银山铅锌矿、安徽铜陵铜山铜矿等都有利用铁氧

化细菌技术处理废水的水质条件。!00=年，在日本

金属矿业事业团的支持下，我国在武山铜矿建立起

国内第一座利用该技术处理酸性矿山废水的实验工

厂，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处理效果，:4);的氧化率达到

0@G左右（刘成，)""!）。

#"# 硅藻土、石英砂和$%对体系)*值的影响

:4);氧化生成的:4?;会在溶液中逐渐水解，反

应如下所示：

:4?;;()+":4（+(）);;(; （)）

:4（+(）);;()+":4（+(）;);(; （?）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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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生物成因次生铁矿物形成过程中溶液"#$%氧化率的变化

"&’(! )*+,-&./01"#$%02&3,4&0+&+!56--07／801&+&4&,7"#9:;<&002&3,4&0+/*/4#-&+4=#>?#/#+.#013&,40-&4#，

@A,?4B/,+30?>04,//&A-

另外，在适宜的环境下，如溶液中存在一定量的一价

阳离子（C%DE,%，F%，EG%;）和9:$H; 等，"#I%会

水解生成黄铁矾：

I"#I%%C%%$G9:H;%5G$:!
C"#I（:G）5（9:;）$%JG% （K）

反应式（!）是一个耗酸的过程，反应式（$）!（K）

是一个产酸的过程。因此，随着反应的进行，体系

>G值通常在反应初期会先上升，随后下降，这在前

人的研究中已经有较多报道（8&,0!"#$(，$66L,，

$66L<）。但由于本反应是每隔$;=进行监测，$;=
后，体系中的"#$%已经大部分被氧化，此时"#I%的

水解占主导作用，因此所监测到的溶液的>G值已经

开始下降。随着反应的继续，溶液中的"#I%不断水

解形成沉淀，从而导致体系的>G值逐渐下降（图

$）。从图$可以看出，体系中硅藻土、石英砂或F%

添加的量越多，溶液的>G值也下降的越多，尤以石

图$ 生物成因次生铁矿物形成过程中溶液>G值的变化

"&’($ )*+,-&./01>G3A?&+’4=#10?-,4&0+01<&0’#+&./#.0+3,?*&?0+-&+#?,7/<*%&’!(())*+,#-.&+4=#>?#/#+.#01
3&,40-&4#，@A,?4B/,+30?>0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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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砂的处理效果最为明显。反应!"#后，添加$%&
石英砂的体系的’(值已从")*左右降到$+,$；而

添加$%&硅藻土或-.浓度为/%0012／3的体系的

’(值也分别降到$+!4和$+!/。不加硅藻土、石英

砂或不额外加-.的对照处理，’(值分别为$+/*、

"+%4和$+54。在同种处理中，可以将反应体系的

’(值当作674.水解程度的指标，’(值越低，674.

水解 成 矿 的 比 例 也 越 高（891:;9<;-9=909<7>，

"%%,）。因而从图"可以推断出，4种物质的加入均

有利于溶液中的674.水解形成矿物沉淀。

!"# 硅藻土、石英砂和$%对体系中&’(沉淀率的影响

图4反映了不同量的硅藻土、石英砂或-.等物

质加入后各体系中?67沉淀率的变化。在不添加4

种物质的对照处理中，反应!"#后，体系中的?67
沉淀率均差不多，分别为45@、A$@和4,@。随着4
种物质的添加，各处理中的?67沉淀率不断提高。

其中，添加$%&硅藻土的体系在反应!"#后，?67
沉淀率达到了A!@，相比对照增加了/@。相对于

硅藻土的缓慢增加作用，石英砂则能够明显促进溶

液中674.的水解。如图4B所示，即使在反应体系中

只添加$&石英砂，也可以将!"#时的?67沉淀率

从对照的A$@提高到*4@。而当石英砂的添加量

达到$%&时，!"#时 的?67沉 淀 率 则 更 是 高 达

,*@，较对照增加了"A@。也就是说，$%&石英砂的

加入，使溶液中的?67（674.）在!"#时较未添加石

英砂的处理多沉淀了"%%%0&／3左右。

图4 生物成因次生铁矿物形成过程中溶液?67沉淀率的变化

6C&)4 D701>92;E<90CFG1HI1I92C=1<;:=C<&I#7H1=09IC1<1HBC1&7<CFG7F1<;9=EC=1<0C<7=92GBE!"#$%%&&’()*+,C<I#7
’=7G7<F71H;C9I10CI7，J:9=IKG9<;1=’1I9GGC:0

为了考察硅藻土和石英砂对67".和674.的吸

附能力，本实验设置了无菌对照（处理A）。如图A所

示，在没有!"#$%%&&’()*+,菌的参与下，无论是添加

$%&硅藻土，还是$%&石英砂，溶液中的?67浓度

均无 明 显 变 化。说 明 硅 藻 土 和 石 英 砂 对67".和

674.没有明显的吸附能力。换言之，在!"#$%%&&’(-
)*+,菌的参与下，向反应体系中引入硅藻土或石英砂

促进?67沉淀率增加的缘故是因为它们起到了晶种

刺激的作用。在黄铁矾形成的过程中，晶种的存在不

仅能省去形成的诱导期，而且还能增加黄铁矾形成的

初始沉淀速率（8:I=CK9F，$55,）。正如图4所示，添加

硅藻土和石英砂的处理在反应"A#内?67（674.）的

沉淀速率要明显高于添加-.的处理。此外，在晶种

存在的情况下，674.水解成矿的程度与晶种的数量呈

正相关关系。如图*所示，体系中添加的硅藻土越

多，反应结束后得到的矿物的质量也就越多。

相对于硅藻土和石英砂的晶种刺激作用，-.在

黄铁矾形成的过程中起到的是阳离子诱导的作用，

且其浓度越高，越有利于黄铁矾的形成（L=90’$.
*/)，"%%/）。如图4F所示，随着溶液中-.浓度的增

加，?67沉淀率也不断增加。当体系中的-.浓度从

!+$A0012／3（5-培养基中-.的浓度）增加到/%
0012／3时，反应体系!"#时的?67沉淀率从4,@提

高到*,@。

!") $%浓度对生物成因次生矿物元素组成的影响

影 响黄铁矾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溶液’(值、温

*4%$第,期 王 敏等：硅藻土、石英砂和钾离子促进微生物转化酸性矿山废水中亚铁成次生矿物的研究

 
 

 
 

 
 

 
 

 
 

 
 

 
 

 
 

 
 

 

 

 

 

 

 

 

  

 
 

 



图! 无菌条件下硅藻土和石英砂对溶液"#$的影响

#%&’! ())$*+,-).%/+-0%+$/1.23/4+5,/1.-1+6$
+-+/7%4-1*-1*$1+4/+%-1%1+6$/8,$1*$-)!"#$%%&&’()*+,

图9 不同硅藻土添加量对反应结束后矿物质量的影响

#%&’9 ())$*+,-).%))$4$1+/0-31+,-).%/+-0%+$-1+6$
.4:;$%&6+-)%4-1<4$*%<%+/+$,

度、#$=>浓度以及一价阳离子（?>、@/>、@A>! ）浓度

（B$1,$1/1.C$88，DEE9；F4/0<$-*.’，=GGH；周顺

桂等，=GG!；王长秋等，=GG9）。因此在处理I中，

?>浓度的变化可能会引起沉淀物组分的差异。

尽管通过JKL分析鉴定（图M），该组沉淀物均

为黄钾铁矾（@-’==NGH=O）（BPQLR，=GG=）。然而，从

元素分析上来看（表D），不同?>浓度处理下的矿物

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总体来说，随着溶液中

起始?>浓度的增加，矿物中的?含量和R含量逐

渐增加，而#$含量则逐渐降低，相应的#$／?摩尔比

和#$／R摩尔比 也 不 断 的 降 低。这 一 变 化 规 律 与

F4/0<等（=GGH）在产物为单一黄钾铁矾的实验中所

观察到的现象相一致。

图M 不同?>浓度处理下生物成因矿物的JKL图谱

#%&’M JKL</++$41,-)8%-&$1%*<4$*%<%+/+$,)-40$.)4-0

+6$?>*-1*$1+4/+%-1,$4%$,

表! 不同"#浓度处理下生物成因黄钾铁矾的元素分析

$%&’(! )’(*(+,%’%+%’-.(./01%2/.3,(0/2*(402/*,5("#

6/+6(+,2%,3/+.(23(.

/（?>）／

00-7·STD

/（#$=>）UDMG00-7／S

0（#$）

／V
0（?）

／V
0（R）

／V
+（#$）／

+（?）
+（#$）／

+（R）

O’D! I=’G =’DI H’! DG’! =’DO
DM IG’9 I’!I E’9 M’D D’HI
I= =E’I !’9= DG’9 !’9 D’MG
9I’I =H’9 9’D= DG’E I’H D’!E
HG =H’D 9’HD DD’= I’I D’!I

理想黄钾铁矾

?#$I（RW!）=（WA）M
II’9 O’OH D=’H I’G D’9G

注：本实验所得矿物中的#$均以#$I>的形式存在。

从黄钾铁矾的分子式?#$I（RW!）=（WA）M可知，

理想黄钾铁矾中元素#$、?、R三者质量分数分别为

IIX9V、OXOHV和D=XHV。从表D中可知，当溶液中

起始?>浓度为OXD!00-7／S时，所合成矿物的#$
元素含量（I=V）与理论值（II’9V）最为接近，然而

?和R含量却比理论值低很多，尤其是?，只有理论

值的=OV。即使当溶液中起始?>浓度增大至HG
00-7／S时，样品中的?含量（9XHDV）也只有理论

值（OXOHV）的O!XOV。当然，这可能与本实验反应

时间短（O=6）有关，因为适当延长反应时间有助于

合成 矿 物 中 的 一 价 阳 离 子 含 量 增 加（L3+4%5/*，

DEHI）。另外，无论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黄

MIGD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IG卷

 
 

 
 

 
 

 
 

 
 

 
 

 
 

 
 

 
 

 

 

 

 

 

 

 

  

 
 

 



钾铁矾，都普遍存在结构中的部分!"被#$%"取代

的现象，因而本实验所合成的矿物中也可能含有一

定量的草黄铁矾（#$%&’$（(%)）*（%#）+）（,-.’/0!"
#$1，2343；5/67’89:;<9=/680>?，*@@+；A9:B!"
#$1，*@@C）。

!"是强成矾离子，它的浓度增加会促使更多的

&’$"水解形成矿物（图$D），同时释放出更多的#"，

导致反应体系的.#值降低（图*D）。尽管生成的沉

淀均为晶型黄钾铁矾，但.#值低的溶液中的黄钾铁

矾表面会带有更多的正电荷，因而导致其上可能会

吸附更多的(%*E) 。

$ 结论

%&’!(())*+,#-.菌能够在低.#值条件下快速

将&’*"氧化。硅藻土、石英砂和!"的加入对&’*"

氧化过程没有影响。在同种处理中，硅藻土、石英砂

或!"添加的量越多，越有利于溶液中&’$"的水解。

当$者的最大添加量分别为2@B、2@B和4@FF6-／

G时，经过C*H反应后，I&’沉淀率分别比对照增加

了4J、*)J和*@J。硅藻土和石英砂在促进&’$"水

解过程中起的是晶种刺激成矿作用，!"起的是阳离子

诱导成矿作用，且矿物中的&’、!和(元素含量与溶

液中的起始!"浓度呈现出良好的相关性。在以后的

实验中可考虑将二者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的水

解速率和水解程度，从而更有利于,K5中可溶性&’
通过转化成次生硫酸铁矿物的方式而得到有效去除。

!"#"$"%&"’

,-.’/0L<，<6/;08/6F5!9:;M9--NA123431(6-7OP-P8?6QR9/60P8’
06-P;06-78P6:0./’DP.P898’;Q/6F9DP;FP:’S98’/0，T/6:K67:8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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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WM9:;XP:D>NK1*@@$1GPF’8/’98F’:86Q9DP;FP:’;/9P:9B’P:L9:9Y
;9［,］1M9/O609NZ，!"#$1M/9[P-\L9:9;9(’FP:9/6:KP:’]’H9OP-P89Y
8P6:Z/6D’’;P:B06Q8H’M/9[P-\L9:9;9(’FP:9/6:KP:’]’H9OP-P898P6:：

I’DH:6-6BPD9-T::6=98P6:01&-6/P9:6.6-P0，M/9[P-，5’D12\$，*@@$［L］1
5’0>86.Z7O-P0HP:B，]P6;’N9:’P/6，M/9[P-，*$!$31

M60’D>’/!1233C1MP6-’9DHP:B：F’89-06-7OP-P[98P6:O?FPD/66/B9:P0F0
［N］1&̂ K(KPD/6OP6-1]’=1，*@：_32!+@)1

L9PNP:H7P，A7KP:BB79:B，A9:B‘P6:BS7，!"#$1*@@_1IH’.6--78P6:
6Q8H’’:=P/6:F’:806Q59O960H9:.6-?F’89-PDFP:’P:V79:B;6:B
9:;P80’:-PBH8’:F’:8［N］1V’6-6B?9:;KP:’/9-]’067/D’06Q(678H
LHP:9，（)）：_@!_)（P:LHP:’0’SP8H :̂B-P0H9O08/9D8）1

L6:BXHP?79:9:;XH96&’:BH791*@@$1L7//’:80P8798P6:9:;./60.’D86Q8H’
/’0’9/DH6:9DP;FP:’;/9P:9B’［N］1LHP:9KP:’K9B9[P:’，2*（$）：2_!

24（P:LHP:’0’SP8H :̂B-P0H9O08/9D8）1
5967;N9:;!9/9F9:’=51*@@+1&6/F98P6:6QR9/60P8’;7/P:B&’*"6aP;98P6:
O?%/+,+"0+)1#/+$$2.’!(())*+,#-.［N］1KP:’/1̂:B1，23：3+@!3+C1

5/67’8L9:;<9=/680>?,1*@@+1(?:8H’0P0，DH9/9D8’/P[98P6:，9:;8H’/Y
F6DH’FP08/?6Q!\<9\#$%R9/60P8’0［N］1V’6DHPF1L60F6DHPF1,DY
89，+C：*@+$!*@C+1

578/P[9DN 1̂234$1&9D86/09QQ’D8P:B9->9-PR9/60P8’./’DP.P898P6:［N］1
K’89--1I/9:01M1，2)M：_$2!_$31

578/P[9DN 1̂233+1IH’’QQ’D86Q0’’;P:B6:8H’/98’6Q./’DP.P898P6:6Q
9FF6:P7FR9/60P8’9:;06;P7FR9/60P8’［N］1#?;/6F’89--7/B?，)*：

*3$!$2*1
&67DH’/(，M9889B-P9\M/7:’8&，TB:98P9;P0T，!"#$1*@@21I/’98F’:8O?
07-Q98’\/’;7DP:BO9D8’/P96QLH’00?9DP;\FP:’;/9P:9B’9:;F’89-0
/’D6=’/?［N］1LH’F1̂ :B1(DP1，_+（)）：2+$3!2+)_1

V/9F.NZ，(9:;?N6:’0&，MPBH9FNK，!"#$1*@@41K6:6=9-’:8
D98P6:D6:D’:8/98P6:0;’8’/FP:’8H’8?.’06Q&’（"）H?;/6a?07-Q98’

./’DP.P898’0Q6/F’;P:OP6-’9DH06-78P6:0［N］1#?;/6F’89--7/B?，3)：

*3!$$1
#’//’/9Z，UDHP?9F9#，TB9/90HPI，!"#$1*@@C1I/’98F’:86Q9DP;
FP:’;/9P:9B’8H/67BH9Q’//P8’Q6/F98P6:./6D’00P:D’:8/9-#6>>9PY
;6，N9.9:：̂=9-798P6:6Q;P006-=’;0P-PD99:;9-7FP:P7FP:8’/Q’/’:D’
P:Q’//P8’Q6/F98P6:［N］1KP:’/1̂ :B1，*@：2*__!2*+@1

#79:Bb9RP’，LH’:<P:B，GP9:BbP:B，!"#$1*@@41Z/6D’00D6:;P8P6:6QPFY
F6OP-P[’;30+)1#/+$$2.’!(())*+,#-.P:QPa’;\O’;OP6/’9D86/［N］1LH’FPD9-
T:;708/?9:; :̂BP:’’/P:BZ/6B/’00，*C（$）：)*2!)*_（P:LHP:’0’SP8H
:̂B-P0H9O08/9D8）1

NLZ5(（N6P:8L6FFP88’’6:Z6S;’/5PQQ/9D8P6:(89:;9/;0）1*@@*1KP:’/9-
Z6S;’/5PQQ/9D8P6:&P-’0［X］1T:8’/:98P6:9-L’:8’/Q6/5PQQ/9D8P6:5989，

(S9/8HF6/’：Z’::0?=9:P91
N’:0’:,M9:;A’OOL1233_1&’//67007-.H98’6aP;98P6:70P:B30+)1#/+$$2.

’!(())*+,#-.：9/’=P’S［N］1Z/6D’00MP6DH’F1，$@：**_!*$+1
!9-P:K，&?06:,9:;AH’’-’/A<1*@@+1IH’DH’FP08/?6QD6:=’:Y
8P6:9-9:;9-8’/:98P=’8/’98F’:80?08’F0Q6/8H’:’78/9-P[98P6:6Q9DP;
FP:’;/9P:9B’［N］1(DP1I689-̂ :=P/6:1，$++：$3_!)@41

!6:B#7P123341I/’98F’:86QS908’S98’/6QN9.9:’0’FP:’0［N］1K’8Y
9-KP:’5’0PB:9:;L6:08/7D8P6:，$@（_）：_4!+*（P:LHP:’0’SP8H
:̂B-P0H9O08/9D8）1

!7?7D9><1*@@21,DP;FP:’;/9P:9B’8/’98F’:86.8P6:0Q6/FP:P:B’QY
Q-7’:80［N］1KP:P:B :̂=P/6:1K9:9B’1，2)!2C1

G’PGP9:BcP，(6:BLP’9:，‘P’‘P9:B-P，!"#$1*@@31IH’./’=’:8P6:9:;
8/’98F’:88’DH:6-6B?6QB’6DH’FPD9-’:BP:’’/P:B6:9DP; FP:’
;/9P:9B’［N］1K’89-KP:’，（2*）：22)!2*@（P:LHP:’0’SP8H :̂BY
-P0H9O08/9D8）1

GP96b，XH67G，M9P(，!"#$1*@@3O1%DD7//’:D’6QOP6B’:PD0DHS’/8F9:Y
:P8’P:0-7;B’OP6-’9DHP:B’:=P/6:F’:809:;P809;=’/0’’QQ’D86:06-7OP-P[9Y
8P6:6Q0-7;B’\O6/:’F’89-0［N］1,..-1V’6DH’F1，*)：2C$3!2C)+1

GP96b，XH67G，GP9:BN，!"#$1*@@391MP60?:8H’0P06Q0DHS’/8F9::P8’
O?%/+,+"0+)1#/+$$2.’!(())*+,#-.D’--070.’:0P6:07:;’/;PQQ’/’:8
.#D6:;P8P6:［N］1K98’/1(DP1̂ :B1L，*3（2）：*22!*2_1

GP7LH’:B1*@@21MP6-6BPD9-9../69DHQ6/8/’98P:BFP:’9DP;;/9P:9B’
［N］1<6:Q’//670K’89-0（KP:P:B），（)）：$3!))（P:LHP:’0’）1

K6709=P(K，b9BHF9’P(9:;N9Q9/P,1*@@C1T:Q-7’:D’6Q./6D’00
=9/P9O-’06: OP66aP;98P6:6QQ’//67007-Q98’O?9:P:;PB’:670

C$@2第+期 王 敏等：硅藻土、石英砂和钾离子促进微生物转化酸性矿山废水中亚铁成次生矿物的研究

 
 

 
 

 
 

 
 

 
 

 
 

 
 

 
 

 
 

 

 

 

 

 

 

 

  

 
 

 



!"#$#%&#’()"#**+,-.//’’0#$)1,!"#$%&&：’()$*#+%)$*,-*$(.*/%0
［1］!23*4，56（7!5）：889!888!

:3$;)+<=1，2),1>?#/;’*/04*@1A!B88C!D$*#%.*/%)E#+(;
.(/*;$#(/#F*G@%H*H(FH;*/0(%@043;F*-$)+*00［I］!"$)+**;(/F0)E
%H*DH($;&/%*$/#%()/#4J)/E*$*/+*)/%H*IG#%*.*/%)EI+(;(+
=$#(/#F*［J］!"(%%0G3$FH，"I，I-$(4KC!K8，KCB!KC8!

L*.#%(:，M#$$(0)/NDO，M#/0E)$;AN，.%)*!B885!’()4)F(+#4),(P
;#%()/)EE*$$)30034-H#%*G@2&#’()"#**+,-.//’’0#$)1,：#$*Q(*R)/
%H*<(/*%(+#0-*+%0［1］!’()+H*.!S/F!1!，B：B7B!B8T!

"*--#0I，U)./(%0#0U#/;M#4(<(#&!KTTT!V0*)E)$F#/(++)Q*$0E)$
#+(;.(/*;$#(/#F*+)/%$)4［1］!:(/*$!S/F!，B9：W69!W7C!

")F4(#/(J#/;=)/#%(S!KTTT!&..)G(4(0#%()/)E2&#’()"#**+,-.//’’0#3
$)1,：(.-)$%#/+*)EX#$)0(%*-$*+(-(%#%()/［1］!"$)+*00’()+H*.!，

9W：887!BTTC!
")R*441=!B855!Y$(F(/#/;(/E43*/+*)E+)#4.(/*;$#(/#F*)/0%$*#.0
)E%H*V/(%*;N%#%*0［1］!S/Q($)/!A*)4!，BB：BCB!BWK!

N#H))"U，’H#%%#+H#$@@#"，D$(-#%H@N，.%)*!KTBT!&/E43*/+*)E;(EP
E*$*/%E)$.0)E#+(;(%(*0)/0)(4.(+$)G()4)F(+#4-$)-*$%(*0#/;*/Z@.*
#+%(Q(%(*0#%#/#+(;.(/*;$#(/#F*+)/%#.(/#%*;0(%*［1］!1!M#Z#$;!
:#%*$!，B78：866!87W!

N#/;0%$).I#/;:#%%00)/S!KTTB!’#+%*$(#4E*$$)30($)/),(;#%()/)E
#+(;.(/*;$#(/#F*#0-$*[%$*#%.*/%E)$03G0*\3*/%.*%#4$*+)Q*$@
［1］!&/%!1!:(/*$!"$)+*00!，6K：9T8!9KT!

N(/F*$"J#/;N%3..?!B87T!I+(;.(/*;$#(/#F*，%H*$#%*[;*%*$P
.(/(/F0%*-［1］!N+(*/+*，98KB：BBKB!BBK9!

N(4Q*$.#/:"#/;O3/;F$*/=A!B8W8!N%3;(*0)/%H*+H*.)#3P
%)%$)-H(+($)/G#+%*$(3.4.//’("#**+,-.//’’0#$)1,：&!I/(.-$)Q*;
.*;(3.#/;#H#$Q*0%(/F-$)+*;3$*E)$0*+3$(/FH(FH+*44@(*4;0［1］!
1!’#+%*$()4!，77：6CK!6C7!

N<)30*/1A，N*,0%)/*I#/;](*.<(*R(+Z"2!KTTT!I+(;.(/*
;$#(/#F*+)/%$)4#/;%$*#%.*/%［I］!’#$/H(0*4>，.%)*!>*+4#.#%()/
)E=$#0%(+#44@=(0%3$G*;O#/;0!I.*$(+#/N)+(*%@)EIF$)/).@#/;
I.*$(+#/N)+(*%@E)$N3$E#+*:(/(/F#/;>*+4#.#%()/［J］!IF$)/)P
.@L)!CB!:#;(0)/，?&，B9B!B65!

N%3..?#/;:)$F#/11!B85B!I\3#%(+JH*.(0%$@：I/&/%$);3+%()/
S.-H#0(Z(/FJH*.(+#4S\3(4(G$(#(/L#%3$#4?#%*$0（K/;S;(%()/）

［:］!L*R )̂$<：?(4*@，75T!
V.(%#D!B886!’()4)F(+#4.(/*;$#(/#F*%$*#%.*/%［1］!>*0)3$!J)/P
0*$Q!>*+@!，B6：B78!B55!

?#/FJH#/F\(3，:#NH*/FE*/F，O3I/H3#(，.%)*!KTTW!DH*E)$.#P
%()/+)/;(%()/0)EX#$)0(%*#/;(%0*/Q($)/.*/%#40(F/(E(+#/+*［1］!I+%#
"*%$)4)F(+#*%:(/*$#4)F(+#，KC（6）：6T7!6BB（(/JH(/*0*R(%H
S/F4(0H#G0%$#+%）!

?#/FM，’(FH#.1:，1)/*02N，.%)*!KTT7!N@/%H*0(0#/;-$)-*$%(*0)E
#..)/()X#$)0(%*0-$*-#$*;R(%H($)/[),(;(Z(/F#+(;)-H(4(+.(+$))$F#/(0.0
#%KK!6W_［1］!A*)+H(.!J)0.)+H(.!I+%#，7B：BWW!B6C!

?#/F?*(,(/F，J#)’)，‘3]H*/FH*，.%)*!B885!SEE*+%)EJ#Ka)/
30(/FE*$$(%*-$)+*00%)%$*#%#+(;.(/*;$#(/#F*［1］!JH(/#:(/(/F
:#F#Z(/*，7（C）：76!5T（(/JH(/*0*R(%HS/F4(0H#G0%$#+%）!

?*(A3#/X3/!KTTB!:(/*S/Q($)/.*/%#4S/F(/**$(/F［:］!’*(X(/F：

:*%#443$F(+#4&/;30%$@"$*00（(/JH(/*0*）!
?*(‘#/;b(#;*$)1$>J!KTT7!N@/%H*0(0)E.#F/*%(%*/#/)-#$%(+4*0
R(%HE*$$(+($)/$*+)Q*$*;E$).#+(;.(/*;$#(/#F*：&.-4(+#%()/0E)$

*/Q($)/.*/%#4*/F(/**$(/F［1］!J)44)(;0#/;N3$E#+*I："H@0(+P
)+H*.!S/F!I0-*+%0，K8C：K5T!K56!

‘()/FM，O(#)^#/;]H)3O!KTT5!&/E43*/+*)E+H4)$(;*#/;034E#%*)/
E)$.#%()/)E#<#F#/c(%*#/;0+HR*$%.#//(%*%H$)3FHE*$$)30G()),(P
;#%()/G@!"#$#%&#’()"#**+,-.//’’0#$)1,+*440［1］!S/Q($)/!N+(!
D*+H/)4!，CK（K9）：565B!5656!

#̂/F=*X(#)!KTBT!DH*-$*0*/%0(%3#%()/#/;;*Q*4)-.*/%%$*/;)E
%$*#%.*/%%*+H/)4)F@E)$#+(;.(/*;$#(/#F*［1］!JH#$.(/FJH(/#，

（B）：BC7（(/JH(/*0*）!
]H#/ )̂3H)/F!B88C!DH*#--4(+#%()/)EG#+%*$(#4),(;#%()/(/%H*%$*#%P
.*/%)ER#0%*R#%*$)E1#-#/*0*.(/*0［1］!J)--*$S/F(/**$(/F，

（9）：79!76（(/JH(/*0*）!
]H*/M3(X(*，JH*/‘3/#/;=(1(/0H*/!KTT5!Y,(;#%()/)E2*KaG@(.P
.)G(4(Z*;2&#’()"#**+,-.//’’0#$)1,(/-#+<*;G*;G()$*#+%)$［1］!
"*%$)+H*.(+#4D*+H/)4)F@，97（6）：6K5!69K（(/JH(/*0*R(%H
S/F4(0H#G0%$#+%）!

]H)3O(,(#/F!KTT5!’()F*/(+($)/),@H@;$)034E#%*#/;($)/),@H@;$),(;*)+P
+3$$(/F(/#+(;.(/*;$#(/#F*#/;%H*($*/Q($)/.*/%#4*/F(/**$(/F(.-4(+#P
%()/0［1］!S#$%HN+(*/+*2$)/%(*$0，BW（6）：7C!5K（(/JH(/*0*R(%H
S/F4(0H#G0%$#+%）!

]H)3NH3/F3(，]H)3O(,(#/F#/;?)/F1?J!KTTC!’()0@/%H*0(0#/;
+H#$#+%*$(Z#%()/)EX#$)0(%*［1］!N-*+%$)0+)-@#/;N-*+%$#4I/#4@0(0，

KC（8）：BBCT!BBC9（(/JH(/*0*R(%HS/F4(0H#G0%$#+%）!

附中文参考文献

蔡锦辉，吴明光，汪雄武，等!KTTW!广东大宝山多金属矿山环境污

染问题及启示［1］!华南地质与矿产，（C）：WT!WC!
丛志远，赵峰华!KTT9!酸性矿山废水研究的现状及展望［1］!中国

矿业，BK（9）：BW!B5!
黄亚洁，陈 宁，梁 颖，等!KTT5!氧化亚铁硫杆菌固定床生物反

应器运行的工艺条件［1］!化工进展，K7（9）：CKB!CKW!
孔 荟!B885!日本矿山废水的治理［1］!冶金矿山设计与建设，9T

（W）：W5!6K!
雷良奇，宋慈安，谢襄漓，等!KTT8!酸性矿山废水（I:=）地球化学

工程防治技术［1］!金属矿山，（BK）：BBC!BKT!
刘 成!KTTB!生物法处理矿山酸性废水技术的应用［1］!有色金属

（矿山部分），（C）：9W，98!CC!
王长秋，马生凤，鲁安怀，等!KTTW!黄钾铁矾的形成条件研究及其

环境意义［:］!岩石矿物学杂志，KC（6）：6T7!6BB!
王卫星，曹 波，徐政和，等!B885!J#Ka对铁氧体法处理酸性矿山

废水的影响［1］!中国矿业，7（C）：76!5T!
韦冠俊!KTTB!矿山环境工程［:］!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杨德蛟!KTBT!矿山酸性废水治理技术及其发展趋势［1］!魅力中国，

（B）：BC7!
占幼鸿!B88C!细菌氧化在日本矿山废水处理中的应用［1］!铜业工

程，（9）：79!76!
郑辉杰，陈 洵，邸进申!KTT5!固定床生物反应器中氧化亚铁硫杆

菌氧化2*Ka的研究［1］!石油化工，97（6）：6K5!69K!
周立祥!KTT5!酸性矿山废水中生物成因次生铁矿物的形成及环境

工程意义［1］!地学前缘，BW（6）：7C!5K!
周顺桂，周立祥，黄焕忠!KTTC!黄钾铁矾的生物合成与鉴定［:］!

光谱学与光谱分析，KC（8）：BBCT!BBC9!

59TB 岩 石 矿 物 学 杂 志 第9T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