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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细菌浸出作为一种经济、环保的处理技术，广泛应用于金属硫化物的金属提取和预处理过程中。

为进一步理解细菌在硫化物浸出过程中的作用，详细阐述了细菌在浸出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及其在矿物

表面的作用机制，系统描述了金属硫化物溶解的硫代硫酸盐与多硫化合物途径。同时，还重点介绍了常

见浸矿细菌的生存环境，并对不同种类浸矿细菌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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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高品位、易选别矿产资源的不断枯

竭，使得贫、细、杂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利用渐渐成为

选冶研究的重点［１］。随着高效选冶技术的不断开

发，其中，细菌浸出技术是目前被认为最有前景的技

术之一，因其成本低、设备简单、无污染等优点，广泛

应用于金属硫化矿的有价金属提取［２］以及难处理金

矿的预处理［３４］等过程中，但细菌浸出也同时存在着

作用周期长、浸矿效率低等问题。为进一步解决硫

化矿细菌浸出过程存在的问题，众多学者就细菌在

浸矿过程中的作用展开了大量的研究［５８］，本文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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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的氧化机理及其在矿物表面的作用形式、金属

硫化矿的细菌溶解途径以及常见浸矿细菌种类及协

同作用进行详细阐述。

１　硫化矿生物浸出机理

１１　直接作用机理

直接作用机理是指细菌吸附在矿物表面，通过

释放相应酶促进硫化物溶解的过程。如图１所示，

反应过程中吸附菌会释放相应反应酶，促进硫化矿

（ＦｅＳ２）与氧气的氧化反应并释放硫酸和硫酸盐（式

１），产生的酸和硫酸盐会进一步和氧气反应并生成

Ｆｅ３＋（式２），总反应方程如式（３）所示。此反应过程

氧气作为主要氧化剂，细菌的存在起到了催化的作

用，加速了硫化矿的氧化进程［９］。

分步反应方程：

４ＦｅＳ２＋１４Ｏ２＋４Ｈ２ →Ｏ ４Ｆｅ２（ＳＯ４）３＋４Ｈ２ＳＯ４

（１）

４ＦｅＳＯ４＋Ｏ２＋２Ｈ２ＳＯ →４ ２Ｆｅ２（ＳＯ４）３＋２Ｈ２Ｏ

（２）

总反应：

４ＦｅＳ２＋１５Ｏ２＋２Ｈ２ →Ｏ ２Ｆｅ２（ＳＯ４）３＋２Ｈ２ＳＯ４

（３）

但是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直接作用机理并

没有真实发生，金属硫化物的细菌氧化是通过Ｆｅ３＋

和 Ｈ＋对其晶格的腐蚀作用所导致的，而并非细菌

的酶催化作用［７］。

１２　间接作用机理

细菌的间接作用机理如图１所示，是指利用铁离

子作为中间体的氧化还原反应：Ｆｅ３＋作为氧化剂氧化

金属硫化物并释放Ｆｅ２＋，产生的Ｆｅ２＋又会被细菌氧

化成Ｆｅ３＋并重新参与到溶解反应过程中，由此构成了

一个氧化循环（式４）。反应过程产生的元素硫会被硫

氧化菌进一步氧化成硫酸（式５），消除部分硫膜覆盖对

反应的抑制作用，并为反应系统提供酸性条件。

ＭＳ＋Ｆｅ２（ＳＯ４） →３ Ｍ（ＳＯ４）＋２ＦｅＳＯ４＋Ｓ
０

（４）

Ｓ０＋１．５Ｏ２＋Ｈ２ →Ｏ Ｈ２ＳＯ４ （５）

整个氧化过程，浸矿细菌催化作用主要体现在

加速Ｆｅ２＋的氧化速率。据ＬＡＣＥＹ等
［１０］报道，细菌

对Ｆｅ２＋的氧化速率是Ｆｅ２＋暴露在空气中氧化速率的

１０５～１０
６倍，故细菌加速硫化物溶解并不是酶作用所

导致的，而是通过加速氧化剂Ｆｅ３＋生成实现的。浸矿

细菌可以吸附在矿物表面（吸附菌）也可以浮游在液相

中（游离菌），均具有氧化能力，吸附菌的“接触”作用机

制与游离菌的“非接触”作用机制共同构成了细菌间接

作用机理，目前间接作用机理被广泛接受［１１］。

图１　硫化矿细菌浸出直接?间接

作用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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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细菌在硫化矿表面作用机制

２１　“接触”作用机制

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就细菌在矿物表面的吸附

机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最初，ＭＵＲＲ等
［１２］将细菌

在矿物表面吸附归因于静电作用；而 ＷＥＩＳＳ等
［１３］

推测细菌在元素硫上的吸附是通过黏性菌毛的疏水

作用实现的；ＳＡＭＰＳＯ等
［１４］认为，细菌在矿物表面的

吸附行为可能是由特殊蛋白ａｐｏｒｕｓｔｉｃｙａｎｉｎ或类似

结合型蛋白决定的，并且认为细菌在矿物表面的吸附

强度与细菌的生长历程以及培养基组成成分有关。

随着浸矿细菌胞外多聚物（ＥＰＳ）在生物浸出试

验过程中被发现［１５１７］，细菌通过ＥＰＳ在硫化矿表面

吸附的机理得到了广泛的研究，ＳＡＮＤ等
［１８］研究发

现，ＥＰＳ主要由碳水化合物、葡萄糖醛酸和脂质组

成（但并没有发现蛋白质），细菌可以通过ＥＰＳ吸附

在矿物表面，ＥＰＳ内的葡萄糖醛酸基（Ｇ－）可以与

Ｆｅ３＋络合，使Ｆｅ３＋在矿物表面富集
［１９２０］。关于ＥＰＳ

在矿物表面吸附，以黄铁矿为例，ＢＬＡＫＥ等
［２１］提

出，细菌在黄铁矿表面的吸附主要是靠带正电的

ＥＳＰ层与带负电的矿物表面之间静电引力作用引

起的，由于Ｇ－与Ｆｅ３＋的络合作用（２ｍｏｌ带负电荷

的Ｇ－配合１ｍｏｌ带正电的Ｆｅ３＋）使得ＥＳＰ层带正

电，矿物表面带负电主要是由矿物表面的零点电所

决定的，与矿物表面的疏水能力无关［１４］。但生长在

单质硫上的细菌的ＥＰＳ含有较多的脂肪酸，最重要

的是完全缺乏络合Ｆｅ３＋的或其他带正电的基团，因

此，细菌附着在硫表面与疏水作用有关［１９］。同时研

究发现，细菌在吸附过程中并不会覆盖在整个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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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而是附着在具有明显缺陷和结晶程度较低的

位置，例如矿石的边缘、角落、缺陷和裂缝上［２２２３］。

关于ＥＰＳ空间内的氧化还原过程电子传输细

节，以黄铁矿浸出过程为例，如图２所示，主要包含

Ｃ型细胞色素（Ｃｙｃ１和Ｃｙｃ２）、铜蓝蛋白ｒｕｓｔｉｃｙａｎｉｎ

（Ｒｕｓ）和ａａ３ 型细胞色素氧化酶（Ｃｏｘ）。Ｆｅ
３＋ －２Ｇ－

络合物从黄铁矿中提取电子，转化为Ｆｅ２＋－２Ｇ－配合

物，使离子间的束缚力变弱，导致Ｆｅ２＋释放并扩散到

外膜，在这里Ｃｙｃ２作为Ｆｅ
２＋氧化的主要电子受体提

取电子后在周质空间内通过Ｒｕｓ转移至Ｃｙｃ１，随后

Ｃｙｃ１将电子转移到与细胞质膜结合的Ｃｏｘ，最后将电

子转移给氧气。在ＥＰＳ中，Ｆｅ３＋ －葡萄糖醛酸基

（Ｇ－）配合物连续６次从黄铁矿中提取电子后，黄铁矿

中的硫和金属分别以硫代硫酸盐（Ｓ２Ｏ３
２－）和金属阳离

子（Ｆｅ２＋）释放出来，ＥＰＳ层中的硫代硫酸盐（Ｓ２Ｏ３
２－）

通过多硫酸盐（Ｓ狀Ｏ６
２－）形式进一步被生物和非生物方

式氧化为硫酸和元素硫。元素硫的聚集体可以在周质

空间中形成，它可以被生物氧化成硫酸［２４２５］。

图２　“接触”作用机制及犈犘犛

内部电子传输细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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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非接触”作用机制

“非接触”作用机制是利用游离细菌作为主体的

氧化还原过程，主要以溶液中的Ｆｅ２＋和还原态硫化

物（Ｓ２Ｏ３
２－、Ｓ狀Ｏ６

２－、Ｓ）作为氧化底物，生成的Ｆｅ３＋

直接与矿物发生反应，产生的酸为细菌氧化提供酸

性条件，如图３所示。溶液中的Ｆｅ２＋和还原态硫化

物（Ｓ２Ｏ３
２－、Ｓ狀Ｏ６

２－、Ｓ）一部分来源于Ｆｅ３＋与矿物表

面直接作用的反应产物释放，一部分来源于细菌与

矿物表面接触反应产物的释放。溶液中的Ｆｅ２＋被

游离菌氧化成Ｆｅ３＋后，一部分Ｆｅ３＋会通过ＥＰＳ的

络合作用用于接触作用，故浸矿过程中细菌的“接

触”作用与“非接触”作用同时发生并相互协同［２５２６］。

图３　细菌在矿物表面的“接触”作用、

“非接触”作用以及协同作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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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氧化层作用机制

除了上述两种作用机制，ＢＬＩＧＨＴ等
［２７］通过研

究黄铁矿的生物浸出行为，提出了关于细菌在矿物

表面作用的另一个模型，如图４所示，他们指出，细

菌与胞外多糖、氢氧化铁和铁钒等物质共同附着在

矿物表面并形成一层氧化膜，反应过程中铁相关化

合物起着媒介的作用（即在附着菌表层上被氧化，在

硫化矿界面上被还原），硫化矿表面反应产生的相关

硫合化物扩散至氧化膜后被细菌代谢或被直接排放

到液相中，产生的还原态铁中间体扩散至氧化膜处

被细菌氧化成Ｆｅ３＋，Ｆｅ３＋水解产生固体Ｆｅ（ＯＨ）３

和Ｈ＋。随着溶解反应的进行，硫化物界面会从初

始界面向后移动，过程所产生的空间随之会被固体

氢氧化物所填充，反应方程见式６～１１。

图４　氧化层作用机制原理图

犉犻犵４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

狅犳狅狓犻犱犲犾犪狔犲狉犪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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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矿表面反应

２ＦｅＳ２＋２Ｈ２ →Ｏ ２Ｆｅ（ＯＨ）＋＋Ｓ－４ ＋２Ｈ
＋＋３ｅ

（６）

生物膜表面反应

Ｓ－４ ＋１６Ｈ２ →Ｏ ４ＳＯ２－４ ＋３２Ｈ
＋＋２８ｅ （７）

２Ｆｅ（ＨＯ）＋＋４Ｈ２ →Ｏ ２Ｆｅ（ＯＨ）３Ｓ＋４Ｈ
＋＋２ｅ

（８）

总体的氧化反应

ＦｅＳ２＋２２Ｈ２ →Ｏ ２Ｆｅ（ＯＨ）３＋４ＳＯ
２－
４ ＋３８Ｈ

＋＋

３０ｅ－ （９）

生物膜处的还原反应

７．５Ｏ２＋３０Ｈ
＋

→＋３０ｅ １５Ｈ２Ｏ （１０）

氧化还原总反应

２ＦｅＳ２＋７Ｈ２Ｏ＋７．５Ｏ →２ ２Ｆｅ（ＯＨ）３＋４ＳＯ
２－
４ ＋

８Ｈ＋ （１１）

目前，关于细菌氧化层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

研究发现，增加细菌在矿物表面的吸附与增加铁沉

淀的形成可以有效提高矿物的氧化率［２８］，这一现象

同样被ＳＯＵＴＨＡＭ等
［２９］认可，他们发现，细菌可以

通过铁沉淀物的形成吸附在矿物表面，这种现象可以

创造有利于化学和生物底物降解的酸性氧化微环境，

在细菌氧化硫化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３　金属硫化物溶解途径

金属硫化物的细菌溶解途径可以分为硫代硫酸

盐途径和多硫化物途径［３０］，溶解途径选择与矿物自

身的化学势、电子态、能位、能带和电子交换等性质

有关，而与其本身的晶体结构无关。金属硫化物的

溶解是通过质子（Ｈ＋）的腐蚀和Ｆｅ３＋的氧化实现

的［７８］。对于价带仅来自金属原子轨道的金属硫化

物，其溶解过程中不会受到 Ｈ＋腐蚀—酸不可溶性

金属硫化物，其溶解过程遵循硫代硫酸盐途径；相

反，对于价带来自金属原子轨道和硫原子轨道的金

属硫化物可以溶解于酸—酸可溶性金属硫化物，其

溶解过程遵循多硫化合物途径［１８，３１］。

３１　酸性不溶金属硫化物：硫代硫酸盐途径

酸不溶性金属硫化物如黄铁矿（ＦｅＳ２）、辉钼矿

（ＭｏＳ２）和辉钨矿（ＷＳ２）等金属硫化矿
［２３］，以黄铁

矿（ＦｅＳ２）为例，在没有细菌和Ｆｅ
３＋的存在下，黄铁

矿的浸出速率会大大降低［３０］，相反，在细菌和Ｆｅ３＋

的存在下，Ｆｅ３＋作为电子受体从价带中转移价带电

子，单个电子的转移不会导致硫原子和金属原子之

间的化学键断裂，但会导致金属界面中心的氧化态

增加，直到进行了六次连续的单电子氧化过程，硫和

金属部分之间的化学键断裂并释放硫代硫酸盐（式

１２）
［３２］。硫代硫酸盐会进一步被氧化成连四硫酸盐

和连多硫酸盐化合物，最终被氧化成硫酸盐（式１３～

１４）
［２５］（反应过程中伴随着部分元素硫产生）。释放

的Ｆｅ２＋会进一步被细菌氧化成为Ｆｅ３＋（式１５），故硫

代硫酸盐途径总反应方程如式（１６）所示。综上所述，

硫代硫酸盐溶解途径中铁氧化菌的存在是绝对的。

图５　硫化物溶解的硫代硫酸盐和

多硫化物途径示意图

犉犻犵５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犻狅狊狌犾犳犪狋犲

犪狀犱狆狅犾狔狊狌犾犳犻犱犲狆犪狋犺狑犪狔犳狅狉狊狌犾犳犻犱犲犱犻狊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ＦｅＳ２＋６Ｆｅ
３＋＋３Ｈ２ →Ｏ ７Ｆｅ２＋＋Ｓ２Ｏ

２－
３ ＋６Ｈ

＋

（１２）

Ｓ２Ｏ
２－
３ ＋８Ｆｅ

３＋ ＋５Ｈ２ →Ｏ ２ＳＯ２－４ ＋８Ｆｅ２＋ ＋

１０Ｈ＋ （１３）

ＦｅＳ２＋１４Ｆｅ
３＋ ＋８Ｈ２ →Ｏ ２ＳＯ２－４ ＋１５Ｆｅ

２＋ ＋

１６Ｈ＋ （１４）

１４Ｆｅ２＋＋３．５Ｏ２＋１４Ｈ →
＋ １４Ｆｅ３＋＋７Ｈ２Ｏ

（１５）

ＦｅＳ２＋３．５Ｏ２＋Ｈ２ →Ｏ Ｆｅ２＋＋２ＳＯ２－４ ＋２Ｈ
＋

（１６）

３２　酸可溶性金属硫化物：多硫化合物途径

酸可溶性金属硫化物如黄铜矿（ＣｕＦｅＳ２）、闪锌

矿（ＺｎＳ）、方 铅 矿 （ＰｂＳ）、雌 黄 （Ａｓ２Ｓ３）、雄 黄

（Ａｓ４Ｓ４）、软锰矿（ＭｎＳ２）等金属硫化矿
［１５］，与酸可

溶性金属硫化物不同，这组硫化物中金属原子与硫

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可以被质子腐蚀所破坏，其中硫

结合两个质子后以硫化氢（Ｈ２Ｓ）被释放出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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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生成的Ｈ２Ｓ被Ｆｅ
３＋氧化为Ｈ２Ｓ

＋（即Ｈ２Ｓ失去

一个电子），由于Ｆｅ３＋比 Ｈ＋破坏化学键的能力更

强，故可能没有Ｈ２Ｓ中间产物的产生（式１８），Ｈ２Ｓ
＋

经过水解后生成ＨＳ－并进一步二聚为Ｈ２Ｓ２（式１９～

２０），二硫化物再次与另一个自由基 ＨＳ－反应（式

２１），反应生成的 ＨＳ－２ 可以继续反应生成连四硫化

合物或连三硫化合物（式２２～２３），基于以上反应会

进一步增加链长生成连多硫化合物 Ｈ２Ｓ狀，随后

Ｈ２Ｓ狀 会被Ｆｅ
３＋或细菌（硫氧化菌）氧化生成Ｓ８（式

２４），产生的Ｓ８在硫氧化菌存在的情况下会被进一

步氧化成硫酸（式２５）
［２６，３０］，总反应方程如式（２６）

所示。

ＭＳ＋２Ｈ →
＋ Ｍ２＋＋Ｈ２Ｓ （１７）

Ｈ２Ｓ＋Ｆｅ →
３＋ Ｈ２Ｓ

＋＋Ｆｅ２＋ （１８）

Ｈ２Ｓ
＋＋Ｈ２ →Ｏ Ｈ３Ｏ

＋＋ＨＳ－ （１９）

２ＨＳ →
－ Ｈ２Ｓ２ （２０）

Ｈ２Ｓ２＋ＨＳ →
－ ＨＳ－２ ＋Ｈ２Ｓ （２１）

２ＨＳ－ →２ Ｈ２Ｓ４ （２２）

ＨＳ－２ ＋ＨＳ →
－ Ｈ２Ｓ３ （２３）

０．５Ｈ２Ｓ狀＋Ｆｅ →
３＋ ０．０１２５Ｓ８＋Ｆｅ

２＋＋Ｈ＋

（２４）

０．０１２５Ｓ８＋１．５Ｏ２＋Ｈ２ →Ｏ ＳＯ２－４ ＋２Ｈ
＋

（２５）

ＭｅＳ＋２Ｆｅ３＋＋１．５Ｏ２＋Ｈ２ →Ｏ Ｍｅ２＋＋２Ｆｅ２＋＋

ＳＯ２－４ ＋２Ｈ
＋ （２６）

综上所述，在多硫化物溶解途径中，Ｆｅ３＋的存在

并不是绝对的，在没有Ｆｅ３＋存在的情况下，金属硫化

物酸腐蚀所产生的Ｈ２Ｓ可以通过嗜硫菌氧化成元素

硫后被进一步氧化成硫酸，产生的Ｈ＋又可以用来补

偿反应过程所消耗的Ｈ＋，但在没有硫氧化菌情况下，

大约９０％的硫仍以元素硫的形式存在，故在多硫化物

溶解途径中铁氧化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３０］。

４　浸矿细菌种类及协同作用

４１　常见浸矿细菌分类

浸出过程中，可以繁殖的微生物种类很多，其中

大部分是原核生物，它们主要由细菌和古菌组

成［３３］。其中嗜酸菌是硫化矿浸出常用微生物，具有

氧化无机硫化合物和Ｆｅ２＋的能力。常见浸矿细菌

及其生存环境［３４－３５］如表１所示。浸矿过程中不同

种类浸矿细菌之间同样存在着协同作用，研究证明，

混合菌培养物可以有效提高浸矿效率［３３］，故研究浸

出过程浸矿细菌的多样性以及不同菌种之间的协同

作用对实际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４２　硫氧化菌与铁氧化菌协同作用

硫氧化菌和铁氧化菌是浸矿细菌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３４］。关于硫氧化菌和铁氧化菌的协同作用，

部分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于志波［３６］在研究

犃狋犳与犃狋狋浸铀过程中的协同作用时发现，混合菌体

系可以有效提高铀浸出率，同时还发现混合菌可以有

效处理堆浸后结垢矿石，使铁沉淀溶出。杨婷婷［３７］在

研究犃狋犳与犃狋狋的协同作用时发现，犃狋狋的存在确

实可以有效促进犃狋犳对黄铁矿的分解，并且犃狋犳和

犃狋狋同时存在时可以使铀的浸出率提高１０．５％。硫氧

化菌可以协助铁氧化菌氧化矿物表面覆盖的硫膜，降

低其对反应的抑制作用，产生的Ｈ＋可以用来维持反应

体系的酸性条件，进一步抑制铁钒的形成。

４３　吸附菌与游离菌协同作用

为研究吸附菌和游离菌在浸矿过程中的协同作

用，ＧＡＵＴＩＥＲ等
［３８］采用了如图６所示的装置探究

了不同形式的犛狌犾犳狅犾狅犫狌狊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狌狊菌在黄铜矿氧

化过程中的协同作用，结果表明，吸附菌和游离菌之

间确实存在着协同作用：游离菌可以协同吸附菌氧

化其与矿物表面作用产生的硫代硫酸盐、亚硫酸盐

和亚硫酸氢盐等中间产物，共通促进黄铜矿的溶解。

ＺＨＯＵ等
［３９］也利用上述装置探究了不同形式的

犃犮犻犱犻犪狀狌狊犿犪狀狕犪犲狀狊犻狊菌在黄铜矿浸出过程中的协

同作用，结果发现，虽然仅有游离菌存在时也可以导

致黄铜矿氧化，但其氧化效果相对于吸附菌存在时

较差，而且可以明显发现矿物表面有元素硫的覆盖，

吸附菌的存在可以导致硫膜氧化促进溶解反应的进

行，从而体现出吸附菌和游离菌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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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常见浸矿细菌分类及其生存条件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犾犻狏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狅狉犲犾犲犪犮犺犻狀犵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细菌名称?属 细菌名称?种
适宜生长

温度?℃

适宜生长

酸度（ｐＨ）
菌体形状 格兰染色 生理特征?主要能源

嗜酸硫杆菌属

犃犮犻犱犻狋犺犻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

犃狋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 ２８～３５ １．５～１．８ 短杆状 阴性 好氧，自养型Ｓ、硫化物、Ｆｅ２＋

犃狋狋犺犻狅狅狓犻犱犪狀狊 ２８～３０ ２．０～３．５ 圆头短杆状 阴性 好氧，自养型菌Ｓ、硫化合物

犃狋犮犪犾犱狌狊 ４０～５０ ２．０～２．５ 短杆状 阴性 好氧，化能自养，Ｓ、硫化物

嗜酸硫化杆菌属

犛狌犾犳狅犫犪犮犻犾犾狌狊

犛犫狋犲狉犿狅狊狌犾犳犻犱狅狅狓犻犱犪狀狊 ２５～６０ １．０～５．０

犛犫狊犻犫犻狉犻犮狌狊 ４５～５０ １．２～２．０

犛犫狋犺犲狉犿狅狋狅犾犲狉犪狀狊 ５５～６０ ２

犛犫犪犮犻犱狅狆犺犻犾狌狊 ３８～４２ ２

杆状 阳性
兼性自养硫化矿、Ｆｅ２＋

兼性自养，Ｓ

嗜酸铁质体属

犉犲狉狉狅狆犾犪狊犿犪

犉犪犮犻犱犻狆犺犻犾狌犿 ３５ １．７

犉犪犮犻犱犪狉犿犪狀狌狊 ４２ １．２

犉犮狌狆狉犻犮狌犿狌犾犪狀狊 ５４ １．０～１．７

形态各异 阴性 好氧，兼性自养型葡萄糖、Ｆｅ２＋

钩端螺旋菌属

犔犲狆狋狅狊狆犻狉犻犾犾狌犿

犔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 ５～４０

犔狋犺犲狉犿狅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 ５～４５
１．４～１．９ 钩端螺旋状 阴性 好氧，化能自养Ｆｅ２＋

酸菌属

犃犮犻犱犻犪狀狌狊

犃犪犿犫犻狏犪犾犲狀狊 ９５ １．７

犃犻狀犳犲狉狀狌狊 ９０ ２

犃狋犲狀犵犮犺狅狀犫犵犲狀狊犻狊 ７０ ２．５

犃犫狉犻犲狉犾犲狔犻 ７０ １．５～２．０

犃犿犪狀狕犪犲狀狊犻狊 ８０ １．２～１．５

犃狊狌犾犳犻犱犻狏狅狉犪狀狊 ７４ １．５～２．０

细长杆状或丝状 阴性

专性自养Ｓ

专性自养，Ｓ、Ｆｅ２＋

兼性自养

有机物、Ｓ、Ｆｅ２＋

硫化叶菌属

犛狌犾犳狅犾狅犫狌狊

犛狔犪狀犵犿犻狀犵犲狀狊犻狊

犛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狌狊

犛狊狅犾犳犪狋犪狉犻犮狌狊

犛狋狅犽狅犱犪犻犻

犛狊犺犻犫犪狋犪犲

犛犪犮犻犱狅犮犪犾犱狉犻狌狊

５５～８７ １．０～６．０ 叶状或球形 阴性
好氧，专性自养还原态

硫和硫化物

金属球菌属

犕犲狋犪犾犾狅狊狆犺犪犲狉犪

犕狆狉狌狀犪犲

犕狊犲犱狌犾犪

犕犺犪犽狅狀犲狀狊犻狊

５０～８０ １．０～４．５
规则或不

规则球型
阴性

好氧，兼性自养Ｓ、

Ｆｅ２＋、蛋白胨、牛肉膏

图６　测试吸附菌?游离菌协同作用装置示意图

犉犻犵６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犱犲狏犻犮犲犳狅狉狋犲狊狋犻狀犵

狊狔狀犲狉犵犻狊狋犻犮犲犳犳犲犮狋狅犳犪犱狊狅狉犫犲犱

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狆犾犪狀犽狋狅狀犻犮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４４　异养菌与自养菌协同作用

自养型菌是硫化矿浸矿过程中的主要微生物，

同时 一 些 异 养 型 菌 如 犃犮犻犱犻狆犺犻犾犻狌犿犮狉狔狆狋狌犿、

犃犮犻犱犻狆犺犻犾犻狌犿犪犮犻犱狅狆犺犻犾狌犿 也会生存在浸出体系中，

自养型菌和异养型菌同样存在着一定的协同作用［４０］。

ＧＡＵＴＩＥＲ等
［３８］在研究自养菌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与异养

菌犃犮狉狔狆狋狌犿 之间协同作用时发现，当犃犮狉狔狆狋狌犿

单独在培养基中作异养生长时，硫代硫酸盐对

犃犮狉狔狆狋狌犿 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当其与自养菌

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共培养时，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可以氧

化硫代硫酸盐，从而减轻硫代硫酸盐对犃犮狉狔狆狋狌犿

的抑制作用，同时犃犮狉狔狆狋狌犿 可以降解体系中有机

物，减轻有机物对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的抑制，提高其氧

化活性。ＬＩＵ等
［４１］在研究自养菌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与

异养菌犃犮犻犱犻狆犺犻犾犻狌犿犪犮犻犱狅狆犺犻犾狌犿 协同作用时发

现，犃犮犻犱犻狆犺犻犾犻狌犿犪犮犻犱狅狆犺犻犾狌犿 的存在可以推动

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中铁离子氧化和固定ＣＯ２ 等相关

基因的表达，促进了犃犳犲狉狉狅狅狓犻犱犪狀狊新陈代谢作

用。综上所述，研究自养菌和异养菌之间的协同作

用对加速体系反应速率具有重要意义。

４５　中温菌、中等嗜热菌与极端嗜热菌协同作用

中温菌及中等嗜热菌因其嗜温情况（＜５０℃）

而被广泛应用，而极端嗜热菌的应用就会受到一定

的限制，但是其在工业中也是被需要的，尤其对于硫

化矿的堆浸过程：硫化矿的氧化会释放一定的热量，

受到矿堆通风及矿物颗粒粒度的影响，会使矿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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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到外呈现一定的温度梯度，不同梯度细菌的菌落

结构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图７所示。田野
［４２］在

研究黄铜矿浸矿过程时发现，不同温度下的优势菌种

具有较大的差异：３０℃与４０℃时以中温菌以及中等嗜

热菌为主，５０℃与６０℃以极端嗜热菌以及中等嗜热菌

为主，微生物的群落复杂性会随着浸矿温度的升高而

降低。同样的结论也被 ＷＡＮＧ
［４３］等在不同温度的

柱浸研究中所证实。邹平［４４］为提高黄铜矿堆浸效

率，通过分离对黄铜矿有较强氧化能力的嗜热嗜酸

菌，并将其与中温硫杆菌混合后用来浸出，以解决矿

堆内部发热导致中温硫杆菌不能存活的问题，从而

有效提高黄铜矿的浸出率。故研究中温菌、中等嗜

热菌与极端嗜热菌之间的协同作用对促进堆浸的浸

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图７　堆浸过程温度及生物群落结构分布示意图

犉犻犵７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狀犱

犮狅犿犿狌狀犻狋狔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犺犲犪狆

犾犲犪犮犺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

５　工程应用实践

５１　难处理金矿细菌氧化预处理

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细菌氧化预处理难浸

金矿的研究得到初步进展，随着理论研究的进行，

１９８６年，世界上第一座细菌氧化厂Ｆａｉｒｖｉｅｗ细菌处

理厂建成投产，标志着细菌氧化技术正式走向商业

化应用［４５］。随后，该技术相继在巴西、加纳、澳大利

亚、美国、中国等地被投入商业化生产，表２列举了

部分国内外典型的难浸金矿细菌氧化预处理厂［４５］，

例如加纳的 ＡｓｈａｎｔｉＳａｎｓｕ细菌氧化厂，是世界上

第一座大型的生物氧化厂，处理量可达９６０ｔ?ｄ，国

内的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０３年投产，实

现了商业化应用。目前，该技术的典型工艺包括金

精矿搅拌浸出的ＢＩＯＸ、ＢａｃＴｅｃｈ工艺和原矿堆浸

的 ＭＩＮＢＡＣＴＭ和Ｇｅｏｂｉｏｔｉｃｓ工艺。

５２　有价金属的细菌提取

细菌处理技术不仅在黄金工业生产中得到大量

应用，还广泛应用于铜、钴、镍、铀等有价金属的提取

过程，例如原、次生硫化铜矿生物堆浸和搅拌浸出提

取铜、硫化镍、钴、铀矿的生物浸出，并均实现不同规

模工业化生，表３列举了出国内外部分利用细菌实

现有价金属提取的实例应用［１］。

表２　国内外典型细菌氧化工业生产厂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狔狆犻犮犪犾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狆犾犪狀狋狊狅犳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犾狅狓犻犱犪狋犻狅狀犪狋犺狅犿犲犪狀犱犪犫狉狅犪犱

区域 公司名称 工艺 国家?地区 日生产能力?ｔ 投产时间

国外

Ｆａｉｒｖｅｗ ＢＩＯＸ 南非 ５５ １９８６

ＳａｏＢｅｎｔ ＢＩＯＸ 巴西 １５０ １９９０

Ｗｉｌｕｎａ ＢＩＯＸ 澳大利亚 １５４ １９９３

Ｔａｓｍａｎｉａ Ｂａｃｏｘ 澳大利亚 ６８ ２０００

ＡｓｈａｎｔｉＳａｎｓｕ ＢＩＯＸ 加纳 ９６０ １９９４

Ｂｏｇｏｓｏ ＢＩＯＸ 加纳 ７５０ ２００６

Ｓｕｚｄａｌ ＢＩＯＸ 哈萨克斯坦 １９２ ２００５

Ｎｅｗｎｏｎｔ 堆浸 美国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９９

国内

烟台黄金冶炼厂 ＣＣＧＲＩ 山东烟台 ８０ ２０００

莱州黄金冶炼厂 ＢＡＣＯＸ 山东莱州 １００ －

辽宁天利金业有限责任公司 ＣＣＧＲＩ 辽宁凤城 １５０ ２００３

江西三和金业有限公司 ＣＣＧＲＩ 江西德兴 ８０～１００ ２００６

新疆阿希金矿 国内技术 新疆 ８０ ２００５

金凤黄金有限责任公司 堆浸 辽宁丹东 ５０００ｔ?堆 ２００１

山东招金黄金集团 ＣＣＧＲＩ 山东招远 １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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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内外有价金属细菌提取应用实例

犜犪犫犾犲３　犈狓犪犿狆犾犲狊狅犳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犻狅狀狅犳狏犪犾狌犪犫犾犲犿犲狋犪犾狊犪狋犺狅犿犲犪狀犱犪犫狉狅犪犱

区域 公司名称 工艺 国家?地区 生产能力 投产时间

国外

Ｃａｎａｎｅａ 铜矿石堆浸 墨西哥 原矿２７５０万ｔ?ａ １９８６

ＱｕｅｂｒａｄａＢｌａｎｃａ 铜矿石堆浸 智利 铜８．０万ｔ?ａ １９９４

法国ＢＲＧＭ 钴黄铁矿槽浸 乌干达 钴１０００ｔ?ａ １９９９

Ｇｅｎｃｏｒ ＢｉｏＮＩＣ工艺 澳大利亚 镍２０ｋｇ?ｄ １９９７

法国 铀矿井下?堆浸 法国 铀４０ｔ?ａ －

国内

福建上杭紫金山铜业 铜矿石堆浸 福建上杭 铜７０００ｔ?ａ ２００５

江西德兴铜矿 铜矿石堆浸 江西德兴 铜１５００ｔ?ａ １９９７

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贫铀矿石堆浸 抚州 原矿２２００ｔ ２００５

　　

６　细菌浸出技术研究展望

在当前易选冶矿产资源不断枯竭，贫、细、杂矿

产资源的日益凸显的形势下，细菌浸出因其具有诸

多优点，俨然成为目前最具有潜力的处理技术之一，

已成功在多种金属硫化矿的处理过程中取得了应

用，如铜、钴、镍、铀等有价金属提取和难浸金矿预处

理等。虽然目前关于金属硫化矿细菌浸出方面的研

究有很多，但对溶解机理的认识并不是很一致，研究

得出的结论仍然存在着争议，因此有必要对硫化矿

的细菌溶解机理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探索，以便更好

地了解细菌如何溶解或暴露金属硫化物。同时，细

菌浸出作用周期长，氧化速率慢等缺点一直限制其大

规模应用，浸矿细菌作为浸出过程最重要的一部分，

对其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针对不同种类浸

矿细菌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研究，有利于在生物层面

上解决细菌浸出作用周期长、浸出效率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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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１９８８，２１（２）：１５５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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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ｍｏｃｈｉｍｉｃａＡｃｔａ，２００４，６８（２２）：４５５９４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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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３０７３１７．

［３４］杨立杨．细菌冶金学［Ｍ］．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６：９２３．

ＹＡＮＧ Ｌ Ｙ．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９２３．

［３５］刘莎，李俊成，杨毅然．嗜酸嗜热浸矿微生物［Ｊ］．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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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５３５５５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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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５３５５５３５９．

［３６］余志波．嗜酸铁?硫氧化菌在生物浸铀过程中的协同作

用研究［Ｄ］．南昌：东华理工大学，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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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３７］杨婷婷．氧化亚铁硫杆菌与氧化硫硫杆菌协同浸出黄

铁矿及在铀浸出中的应用［Ｄ］．西安：西北大学，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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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７１７３：３７７３８０．

［４０］余润兰，石丽娟，周丹，等．生物浸出过程中微生物协同

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Ｊ］．中国有色金属学报，２０１３，

２３（１０）：３００６３０１４．

ＹＵ Ｒ Ｌ，ＳＨＩ Ｌ Ｊ，ＺＨＯＵ Ｄ，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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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ｌｓ，２０１３，２３（１０）：３００６３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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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

１９３（１２）：８５７６６．

［４２］田野．不同温度下几株主要浸矿菌浸出低品位黄铜矿

的研究［Ｄ］．长沙：中南大学，２０１０．

ＴＩＡＮ Ｙ．Ｂｉｏ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ｂ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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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０４８７．

［４４］邹平．中高温菌组合浸出黄铜矿及细菌种群结构和演

替规律研究［Ｄ］．昆明：昆明理工大学，２００８．

ＺＯＵＰ．Ｂｉｏｌ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ｈ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ｔｅｗｉｔｈ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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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Ｄ］．Ｋｕｎｍｉｎｇ：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

［４５］高金昌．生物冶金技术在黄金工业生产中的应用现状

及发展趋势［Ｊ］．黄金，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３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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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ｌｄ，２００８，２９（１０）：３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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