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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在,我国工业化的推进日新月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环境污染问题愈发显著,对社会发展造成

了严重的影响。应对环境问题不仅是我国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艰巨任务。近年来,

环境生物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技术,在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为环保事业注入了新的

动力。本文简要概述了生物技术的不同种类、特点及其优势,并详细分析了其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具体

应用,旨在为生物技术在该领域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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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led to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which have had a serious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Dealing 

with environmental issues is not only a core problem that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solve,but also a daunting task 

that the world faces together.In recent years,environmental biotechnology,a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injecting new impetus in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use.This article provides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different types,characteristics,and advantages of 

biotechnology,and analyzes in detail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further promotion of biotechnology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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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生物技术作为新兴领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环境问

题的日益突出,正逐渐从边缘学科转变为备受关注的重要学科和

热门研究方向。环境生物技术旨在达成全面的生态修复目标,它

并非依赖于单一的修复技术,而是基于综合性的治理理念和策略,

通过整合多种修复技术的协同作用,有效提高了环境治理的技术

水平,并取得了环境治理的更高成效[1]。此外,该技术体系还包含

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和治理体系,如水资源保护管理项目的执行部

门等。可以说,环境生物技术所构建的全面生态修复体系是一项

综合性的治理方案,它代表了我国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不断探索和

创新,目前已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1 环境生物技术的类型 

1.1基因工程 

基因工程的核心在于运用现代技术,人工地将生物的遗传

物质DNA(脱氧核糖核酸)进行分离,并在体外环境下实施切割、拼

接及重组操作。之后,这些经过改造的DNA会被导入精心挑选的

宿主细胞或生物体中,以此改变它们的遗传特征。此外,该科技

还能有效调控新遗传序列在宿主细胞或生物体内的表达水平,

以此保证最终获取到理想的基因产物。 

1.2细胞工程 

细胞工程侧重于以细胞为操作单元,实现脱离生物个体的

单独培育与增殖。通过人为调控细胞的生物学特性,该技术能够

引导细胞按照预设的方向发生变化,进而开发出新品种或优化

现有品种。同时,它也极大地提升了动植物的繁殖速度。 

1.3酶工程 

酶工程运用侧重于发掘并利用酶或细胞所具备的独特催化

能力,对酶进行改良与优化,同时借助生物反应器的功能制造出

符合人类需求的产品。 

1.4发酵工程 

发酵工程利用微生物在适宜环境下的快速生长、条件要求

简单及代谢方式独特等特点,与现代工程技术相结合,通过微生

物的生物转化功能生产满足人们需要的产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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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蛋白质工程 

蛋白质工程是在基因工程的基础上,整合了蛋白质晶体学、

蛋白质化学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等跨学科的相关知识,通过精确

调控基因改造的导向,对现有蛋白质进行改良或重新组合,进而

开发出新型蛋白质的技术。 

2 环境生物技术的特点与优势 

环境生物技术具备诸多显著优势,如速度快、能耗低、效率

高、成本低廉、反应条件温和且不会引发二次污染等,这些特点

使其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2.1速度快 

环境生物技术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生物体内的酶促反应。酶

作为一种高效的生物催化剂,其催化效率远超一般的无机催化

剂。在适当的温度、pH值和底物浓度下,酶可以迅速启动并推动

化学反应,从而加快污染物的降解速度。因此,环境生物技术能

够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污染物,使环境质量迅速恢复。 

2.2能耗低 

生物反应一般在常温、常压条件下进行,无需高温、高压等

特殊条件,这使得环境生物技术的能源消耗相对较低。同时,生

物体内的酶具有高度的专一性和选择性,可以精确作用于目标

污染物,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和副产品的产生。因此,相较于

传统的物理和化学方法,环境生物技术具有更低的能耗和更高

的处理效率。 

2.3效率高 

酶对底物的高度专一性确保了生物转化过程的选择性,可

以准确地将目标污染物转化为无害或低毒性物质。这种高效

的选择性可以有效减少不必要的反应环节和副产品的生成,

进而提升了污染物的去除效率[3]。此外,生物体内的酶具备自

我复制和持续催化的能力,可以在整个反应过程中保持高效

的催化活性。 

2.4成本低 

环境生物技术主要依赖于微生物等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些

资源来源广泛且易于获取,成本相对较低。同时,生物反应条件

温和,无需复杂的设备和昂贵的材料,进一步降低了处理成本。由

此,环境生物技术展现出了较低的投资和运行成本特性,非常适

合在资源有限或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推广和使用。 

2.5反应条件温和 

生物酶在常温、常压及适宜的pH值条件下即可高效催化,

使环境生物技术可以在温和的环境下运作。这不仅避免了极端

条件对环境的潜在损害和能源的无谓消耗,还有助于缓解设备

因严苛条件导致的损耗,延长其使用寿命。 

2.6无二次污染 

环境生物技术依托生物酶的高度专一性和选择性,可以精

准地将目标污染物转化为无害或低毒形态,从而在处理过程中

避免了新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产生,有效解决了二次污染的问题。

同时,生物酶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保证了反应过程的持续高

效,维护了环境的稳定性和生态的可持续性。 

3 环境生物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3.1在污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传统污水处理方式大多依赖于物理和化学手段,而生物技

术则凭借微生物的生命活动,高效地处理和转化污水中的污染

物,实现污水的净化和再利用。相较于传统的物理和化学方法,

生物技术更具经济性和可靠性,它充分利用了微生物卓越的吸

附、沉降和降解能力,同时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自

1912年英国率先探索活性污泥在污水处理中的应用以来,这项

技术已日趋完善。随着全球环境污染问题的不断加剧,活性污泥

在污水处理领域的研究与应用持续深化,技术水平也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在此过程中,诸如吸附-降解生物处理、厌氧折流板

反应器生物处理、间歇式活性污泥法(SBR)等新技术不断涌现,

这些技术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污水处理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3.2在固体废弃物处理领域的应用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固体废弃物的数量急剧

上升,这不仅为城市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严重威胁到

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传统上采用的固结、填埋、焚烧等处理方

法,不仅成本高昂,且处理能力有限,不能全面应对城市快速发

展的实际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传统方式往往忽视了固体废弃

物中蕴含的大量可回收再利用的资源与能源,导致了资源的极

大浪费[4]。环境生物技术的引入与使用,为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带

来了全新的变革。它不仅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处理方式的缺陷,

显著提升处理效率,还能够深入挖掘固体废弃物中的资源与能

源潜力,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利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固体废弃

物中含有大量有机物,通过环境生物技术的转化,这些有机物可

以变成有机肥料,为农业生产提供宝贵的营养来源,从而推动生

态农业、绿色种植的蓬勃发展。 

3.3在固定污染源废气处理领域的应用 

生物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物过滤、生物洗涤及生物吸附等

过程中,以此高效处理固定污染源释放的废气。与传统有机废气

处理技术相比,生物技术展现出低成本、高效率、卓越的安全性

能以及无二次污染等显著优势。在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采样过

程中,遵循等速采样原则至关重要：需确保采样点的废气流动速

度与废气进入采样装置的速度一致,同时维持节流装置的等速

运行状态,并严格监控采样点的偏差,以避免采样质量受损。固

定源废气监测作为促进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

对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中国在

固定源废气监测领域仍面临技术水平不高、技术积累薄弱、专

业人才短缺等挑战,严重阻碍了该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因此,为

了提升固定源废气监测的技术实力,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

度,深化技术创新,加强人才培养,全面提升综合能力,从而为固

定污染源废气处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3.4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 

环境生物技术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同样展现出了极高

的推广价值和潜力。在这一领域中,常用的监测手段有利用细菌

总数、大肠埃希氏菌、克梅伯氏菌等粪便污染指示菌来评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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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运用鼠伤寒沙门氏菌来检测物质的致突变性和致癌潜能,以

及通过观察藻类生长情况来反映水质状况和物质的毒性等。现

在,全球范围内广泛运用的技术涵盖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

术、核酸探针技术以及生物传感器等。针对难以进行培养的微

生物监测,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展现出了极高的应用优势；而生

物酶法则因其快速、便捷的特点,更适用于现场即时测定等场

景。随着环境生物技术的持续推广和发展,未来其有望取传统的

环境监测手段而代之,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应

用前景。 

3.5在清洁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的应用 

环境生物技术在推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上展现出了巨

大的应用价值。它巧妙地借助微生物的发酵作用,将丰富的生物

质资源高效转化为乙醇、甲烷等生物燃料,为替代传统化石燃料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上产乙醇的过程中,酵母菌和细

菌等微生物发挥着核心作用,它们能够运用多种生物质原料,通

过工艺简便且产物易于分离的方式,高效地生成乙醇。而甲烷的

生成则依赖于微生物的厌氧发酵作用,将生物质转化为高热值、

环保的甲烷气体,进一步丰富了清洁可再生能源的种类。环境生

物技术的这一应用不仅彰显了其在能源开发领域的巨大潜力,

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环境生物技术作为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新兴力

量,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和巨大潜力。通过全面探究不同类型的

环境生物技术及其显著特点与优势可以看出,该技术在污水处

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以及固定污染源废气处理等多个关键环境

治理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环境生物技术不仅大幅提

升了治理效率,还有效降低了处理成本,同时实现了资源的循环

利用,有力推动了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实践。展望未来,

环境生物技术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为解决全球环境难题

贡献重要力量。因此,国际社会应持续加大环境生物技术的研发

与应用力度,携手应对环境污染挑战,推动全球环境事业实现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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