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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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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中外研究团队揭示甲烷影响砷迁移新途径

　　近日，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应用地球科学中心等机构研究人员，揭示了甲烷厌氧氧化耦合砷还原现

象，提出了可能的代谢机理，并进一步阐明了该途径对环境污染、粮食安全以及生态健康的潜在影响。该成果对于理解甲烷厌氧氧化的生物学机制和防控环境

重金属污染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相关论文刊登于《自然-地球科学》。

　　科学家偶然发现，一类古菌可以利用温室气体甲烷为唯一碳源和电子供体实现反硝化。论文通讯作者、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赵和平介绍，如果能

找到更多这类微生物，就既可以利用导致温室效应的甲烷气体，又能去除水体中硝氮等一系列氧化态污染物。

　　沿着这个思路，赵和平团队在富含甲烷的湿地实地取样，并结合同位素示踪的异位培养，试图富集培养更多此类功能微生物，结果他们发现了甲烷氧化耦

合砷还原现象。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甲烷被氧化成为二氧化碳，同时环境中常见的重金属砷，从五价结合态转变成了更易迁移、更易溶解也更具毒性的三价

砷。

　　研究人员定位了甲烷氧化和砷还原的活性基因，揭示了参与耦合反应的功能微生物，并重构了甲烷厌氧氧化耦合砷还原的生物学代谢通路。结果表明甲烷

氧化古菌首先通过逆向产甲烷途径活化甲烷并获得电子，随后电子被传递到细胞周质中的砷还原酶或者共生的砷还原菌中，实现进一步的砷还原。研究人员认

为，多血红素色素蛋白是实现微生物种间协作的充分条件，未来可以利用含有这类功能蛋白的微生物，为研发环境污染高效修复的生物技术提供方案。

　　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自然环境中甲烷厌氧氧化会促进土壤结合态砷酸盐向水溶性更高的亚砷酸盐转化，从而溶解在水环境中更易被生物利用。而且，甲烷厌

氧氧化耦合砷还原广泛分布于各种生境中，可能会极大推动环境中砷污染的迁移转化，从而影响后续的粮食生产和人类活动。

　　相关论文信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1-020-0065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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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0-12-09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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