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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厌氧氨氧化是细菌在厌氧条件下将氨氮氧化成氮气的过程，主要应用在污水处理反应器中，

最近几年发现在海洋环境中也广泛存在，并在海洋氮循环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代表了海洋中一

个巨大的氮汇，对碳循环和全球气候变化也有重要影响。梯烷膜脂结构独特，是厌氧氨氧化细菌的

化学生物标志物，具有化学分类与古海洋学应用潜力。厌氧氨氧化作用及厌氧氨氧化细菌已成为

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微生物学、有机地球化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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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厌氧氨氧化（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ｍｍｏｘ））是指氨氮在厌氧条件下以亚硝酸氮为

电子受体直接反应生成氮气的过程［１］（图１）。Ｂｒｏ

ｄａ
［２］首先从理论上预测了该过程的存在，后来在污

水处理反应器中得到实证和广泛应用［３－４］，最近几

年使用同位素标记、基因序列、生物标志物分析等多

种技术手段发现厌氧氨氧化在海洋和淡水环境中也

普遍存在，并且可能是海洋中无机氮更重要的汇，代

表了厌氧系统中氮丢失的一个重要过程［５－１０］。

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能够进行厌氧氨

氧化的是一类厌氧细菌，属于浮霉菌门（犘犾犪狀犮狋狅

犿狔犮犲狋犪犾犲狊）细菌的一个深度分支，而浮霉菌被认为

是细菌域最早的分支之一，因此厌氧氨氧化细菌很

可能也影响了过去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

程［１１］。另外，由于具有“细胞器”和缺少肽聚糖等特

性，浮霉菌成为研究细菌和真核细胞之间进化关系

的模式微生物，因此研究厌氧氨氧化细菌的系统进

化也有助于了解生命起源和地球系统演化过

图１　海洋环境中氮循环概念图（重绘自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１２］）

ＤＮＲＡ表示硝酸盐／亚硝酸盐异化还原为铵

程［１１，１３－１５］。

和其他浮霉菌一样，厌氧氨氧化细菌也具有细

胞内膜结构［１６］，其中进行厌氧氨氧化的囊称作厌氧

氨氧化体（ａｎａｍｍｏｘｏｓｏｍｅ）
［１７］，厌氧氨氧化体的膜

是一层厚厚的致密结构，其膜脂由形似楼梯一样排

列的３～５个线性连接的环丁烷构成的“梯烷（ｌａｄ



ｄｅｒａｎｅ）”核心脂（图２）和不同的极性头基组成，这种

特殊的结构能够保护厌氧氨氧化细菌在氨氧化过程

中不受反应中间体的毒害［１７－１８］。不同的厌氧氨氧

化细菌具有不同的梯烷膜脂结构，因此对于厌氧氨

氧化细菌而言，梯烷膜脂具有一定的化学分类潜

力［９，１９］。研究还表明，梯烷膜脂的结构和温度有一

定关系［２０］，基于此而建立的指标可以用来判断沉积

物中的厌氧氨氧化细菌是来自上层温暖水体还是在

较冷的表层沉积物中现场生产，并有可能用来重建

古海水表面温度［１２］。

图２　厌氧氨氧化反应机理、厌氧氨氧化细菌和细胞膜脂结构示意图（重绘自ＳｉｎｎｉｎｇｈｅＤａｍｓｔé等
［１８］和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１２］）

ＨＺＯ代表肼氧化酶，ＨＨ代表肼水解酶，ＮＲ代表亚硝酸还原酶

　　厌氧氨氧化作用及厌氧氨氧化细菌已成为海

洋生物地球化学、微生物学、有机地球化学等研究

领域的热点，本文从氮循环、分子生态学和化学生

物标志物三个方面介绍海洋环境中厌氧氨氧化的

研究进展。

２　厌氧氨氧化与氮循环

在厌氧氨氧化过程发现之前，反硝化作用曾被

认为是去除海洋环境中的氮的最重要的过程［２１］，例

如，在低氧区发生的全球氮去除的汇（３０％～５０％）

被主要归为反硝化［２２］。反硝化作用是指细菌在缺

氧环境中利用硝酸盐或亚硝酸盐作为氧化剂来氧

化有机物间接生成氮气的过程，而厌氧氨氧化则

是在缺氧或低氧条件下将氨直接氧化成氮气［５］。

自然海区的厌氧氨氧化作用长期以来没有被人们

所认识，它的发现完善了对海洋氮循环过程的认

识，初步解释了全球氮通量计算中氮不平衡这一

困惑研究者多年的疑问［２３］。厌氧氨氧化细菌能够

影响无机碳的固定［２４］，因此可以推测厌氧氨氧化会

影响大气中的ＣＯ２浓度，从而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

重要影响［２５］。

海洋环境中厌氧氨氧化活动的证据最早是在波

罗的海的大陆架沉积物中发现的，Ｔｈａｍｄｒｕｐ和

Ｄａｌｓｇａａｒｄ
［２６］利用同位素标记研究表明高达６７％的

氮气生成和厌氧氨氧化作用相关。在哥斯达黎加

ＧｏｌｆｏＤｕｌｃｅ的缺氧水柱中厌氧氨氧化对氮气生成

的贡献为１９％～３５％
［２７］，甚至在北极海冰中也有

１９％的贡献
［２８］。通过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遗传分

析，Ｋｕｙｐｅｒｓ等
［５］发现从世界上最大的缺氧盆

地———黑海———水柱中的次氧化区域富集得到的细

菌和进行厌氧氨氧化的浮霉菌成员有相关性，一系

列的分析结果，包括营养盐剖面、荧光标记ＲＮＡ探

针、１５Ｎ示踪和梯烷膜脂的分布都表明从缺氧深层

水体向上扩散的氨被厌氧氨氧化细菌在氧化层以下

定量地消耗了［５］。此后，关于海洋环境中厌氧氨氧

化的研究报道开始涌现，如在英国的泰晤士河口、智

利北部缺氧水体、秘鲁氧极小区等［８，２９－３０］。最近在

安哥拉本吉拉上升流系统中的低氧区也检测到了厌

氧氨氧化，表明厌氧氨氧化不仅发生在缺氧环境，而

且在溶解氧浓度较低的海域也存在［６］，并推测在纳

米比亚海岸的低氧水体中厌氧氨氧化也是氮的一个

重要的汇［３１］，而在阿拉伯海低氧区，氮的流失的重

要贡献也被确认为来自于厌氧氨氧化细菌［３２］。

研究表明，一些厌氧氨氧化细菌（比如犆犪狀犱犻

犱犪狋狌狊“犓狌犲狀犲狀犻犪狊狋狌狋狋犵犪狉狋犻犲狀狊犻狊”）还具有将硝酸盐

或亚硝酸盐异化还原为铵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ｏｒｙｎｉｔｒａｔｅ／

ｎｉｔｒｉ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ａｍｍｏｎｉｕｍ，ＤＮＲＡ）的能力（见

图１），能在ＮＨ＋
４ 浓度为１０ｍｍｏｌ／ｄｍ

３的条件下将

ＮＯ－３ 还原至 ＮＨ
＋
４
［３３］。ＤＮＲＡ过程为厌氧氨氧化

过程提供了底物氨氮，目前已经在安哥拉本吉拉的

上升流中得到了证实［３３］。由于 ＤＮＲＡａｎａｍｍｏｘ

组合过程和反硝化过程的效果相同，很难用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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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标记法来区分，还需借助其他的示踪技术或

基因标记来研究［２５］。另外，除了细菌的厌氧氨氧化

外，最近在海洋环境中发现一些古菌（犆狉犲狀犪狉犮犺犪犲

狅狋犪）也具有氧化氨的能力（ａｍｍｏｎｉａ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ａｒ

ｃｈａｅａ，ＡＯＡ）
［３４］，但两者之间是共生关系还是竞争

关系目前还不清楚。

在世界上不同的水体和沉积环境中，氮循环的

过程，特别是反硝化、厌氧氨氧化等不同的氮去除过

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参与反硝化、

厌氧氨氧化等氮循环过程的细菌种类也是不同的，

它们面对环境变化（比如溶解氧水平、有机碳的供应

等）的响应也就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世界上不同水

体和沉积环境在不同理化条件下的氮循环过程进行

新的研究，将诸多新发现的过程考虑进去，这不但有

助于深入了解氮循环过程，而且对研究诸如有机碳

在再矿化过程中其他元素的循环过程也有益处。对

于厌氧氨氧化在我国海洋环境中氮循环过程的作用

和贡献的研究目前还未见报道，亟需开展相关研究。

３　厌氧氨氧化细菌的分子生态学

厌氧氨氧化细菌属于浮霉菌的一个深度分支，

目前仅在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犃狀犪犿犿狅狓狅犵犾狅犫狌狊，犆犪狀犱犻犱犪

狋狌狊“犅狉狅犮犪犱犻犪”，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犑犲狋狋犲狀犻犪”，犆犪狀犱犻犱犪

狋狌狊“犓狌犲狀犲狀犻犪”和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五个属

中发现有限的细菌种类具有厌氧氨氧化能力，具有

较低的种类多样性［１４］。基于系统发育和基因组分

析的结果表明厌氧氨氧化细菌具有共同的祖先，属

于单一进化群体［１５］。

虽然目前发现的所有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种类都

具有相似的生理、代谢特性和超微结构，但是不同

厌氧氨氧化细菌种类却具有较大的进化差异［１］（图

３），比如来自环境和污水处理反应器中的厌氧氨氧

化细菌平均只有８５％的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相似

而且它们的分布随生境及生态位不同表现出明显的

差异［３５］。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 主要发现于海洋

环境，如黑海次氧化水柱［５］、纳米比亚上升流系

统［３６］、智利和秘鲁氧极小区［８，３０］和南海深海沉积

物［３７］。近来应用新设计的引物进行ＰＣＲ分析，在

多个淡水湖（如坦桑尼亚 Ｔａｎｇａｎｙｉｋａ湖
［３８］和德国

Ｒａｓｓｎｉｔｚｅｒ湖
［３９］）均发现类似 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犾犪 的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存在，甚至在永冻层土壤中也发现类似

基因［３５］；犅狉狅犮犪犱犻犪和犓狌犲狀犲狀犻犪则主要发现于废水

处理反应器中［１］，但是在海洋和淡水环境中也有发

现，比如在我国新沂河沉积物中就检测到和已知的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犅狉狅犮犪犱犻犪犪狀犪犿犿狅狓犻犱犪狀狊”关系密切的

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
［４０］；最近发现的新成员犆犪狀犱犻

犱犪狋狌狊“犃狀犪犿犿狅狓狅犵犾狅犫狌狊狆狉狅狆犻狅狀犻犮狌狊”存在于包含

氨和亚硝酸盐的丙酸盐矿物培养基的培养物中［１５］。

上述结果表明厌氧氨氧化过程可能广泛存在于几乎

任何含氮与低氧的生态系统中［３４］。

图３　基于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序列的厌氧氨氧化细菌

系统进化树（重绘自Ｋｕｅｎｅｎ
［１］）

我国研究者对海洋环境中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南海。李涛等［４１］利用１６ＳｒＤＮＡ

序列分析了南海南部陆坡表层沉积物细菌和古菌多

样性，并发现了１条与厌氧氨氧化细菌有较远的亲

缘关系的序列，但是在西沙海槽表层沉积物中检测

到的序列则和文献［４２］报道的浮霉菌序列有很高的

同源性。Ｓｈｕ等
［３７］对南海一深海沉积物柱状样的

浮霉菌的多样性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分离得

到两条厌氧氨氧化细菌１６ＳｒＲＮＡ序列，它们与已

知的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犫狉狅犱犪犲”，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

“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狊狅狉狅犽犻狀犻犻”和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 “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

狑犪犵狀犲狉犻”序列的相似性均在９０％以上。洪义国

等［４３］从香港米浦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及南海深海海

底取样，研究了其厌氧氨氧化细菌多样性和分布的

广泛性，发现在米浦以及南海生态系统中主要为

犛犮犪犾犻狀犱狌犪属细菌。

目前能用于厌氧氨氧化细菌研究的只有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仍没有确定可行的用于分析环境中厌

氧氨氧化菌的功能基因，主要原因在于厌氧氨氧化

细菌生长非常缓慢，每两个星期才分裂１次，所以难

以获得其纯培养菌株［１１］。以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为靶

序列的荧光原位杂交技术（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ｎｓｉｔｕｈｙ

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ＩＳＨ）是对现场厌氧氨氧化细菌进行

定性和定量检测的常用工具，但是不同的探针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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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和适用性不一，仍然需要在探针设计上深入研

究［４４］。Ｓｔｒｏｕｓ等
［７］利用环境基因组学的方法，对非

纯培养菌株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犓狌犲狀犲狀犻犪狊狋狌狋狋犵犪狉狋犻犲狀狊犻狊”

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这是厌氧氨氧化细菌研

究的里程碑。厌氧氨氧化细菌全基因组的测定，进

一步明确了浮霉菌之间的系统进化关系，并且鉴定

了一些和厌氧氨氧化过程相关的功能基因，如与肼

代谢相关的功能基因肼水解酶（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ｈｙｄｒｏｇｅ

ｎａｓｅ，ＨＨ）及肼脱氢酶（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ＨＤ）基 因 等
［７］。最近从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 “犓狌犲狀犲狀犻犪

狊狋狌狋狋犵犪狉狋犻犲狀狊犻狊”中部分纯化得到一个具有将亚硝酸

盐快速还原为氨的高活性钙依赖性细胞色素ｃ蛋白

酶（与ＤＮＲＡ过程相关），而且基本确定了该酶的候

选基因［３３］。肼氧化酶（ｈｙｄｒａｚｉｎｅｏｘｄｉｚ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

ＨＺＯ）是厌氧氨氧化反应的关键酶之一，这种酶及

其潜在基因已经在一些类似的微生物体内得到了鉴

定［４５］，编码梯烷膜脂生物合成的基因最近也得到了

鉴定［４６］。今后的工作应聚焦于明确这些功能基因

与厌氧氨氧化作用的关系，研究其对环境变化的响

应，一旦这些功能基因与厌氧氨氧化作用的关系被

确定，将大大提高分析环境中厌氧氨氧化细菌的针

对性和准确性，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些细菌在生物地

球化学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生态重要性［２５，４３，４７－４８］。

另外，厌氧氨氧化已经成为废水处理的有效方法，具

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点，并且得到了广泛应用。从

自然环境中分离纯化具有高效厌氧氨氧化能力的菌

种，不但对厌氧氨氧化细菌的微生物学研究（如细

胞的内部结构及各部分功能分析、功能基因分析

等）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废水处理中也有实际的

应用价值。

４　厌氧氨氧化细菌的化学生物标志物

厌氧氨氧化细菌细胞中的厌氧氨氧化体由１层

异常厚的、不透水的细菌膜包裹，该膜由具有独特结

构的梯烷膜脂（ｌａｄｄｅｒａｎｅｌｉｐｉｄｓ）构成，其核心由多达５

个的线性连接环丁烷组成［１８］（图４）。这些梯烷膜脂

形成了１个紧密的、防止扩散的屏障，阻止厌氧氨氧

化反应中间体外泄，从而保持厌氧氨氧化代谢期间

的电化学质子浓度梯度，起到充分利用化学能及保护

细胞的其余部分不受Ｎ２Ｈ４毒害的作用
［１７］。

图４　厌氧氨氧化细菌完整梯烷膜脂结构类型举例

（重绘自Ｂｏｕｍａｎｎ等
［１９］和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９］）

　　梯烷膜脂分子具有独一无二的化学结构，还具

有独特的同位素特征（明显的１３Ｃ亏损）
［２４］，因此其

不但在厌氧氨氧化生化反应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且是研究厌氧氨氧化细菌活动的化学生物标

志物。研究还表明，梯烷膜脂的结构组成与厌氧氨

氧化细菌所经历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这些分子可

能包含了大量的现在和过去厌氧氨氧化活动和海洋

环境的信息［１０］。

对厌氧氨氧化细菌梯烷膜脂的研究最初主要着

眼于其核心脂组成，即梯烷的结构［４９］，并已成功地

作为厌氧氨氧化细菌的生物标志物应用在黑海次氧

化水柱［５］、纳米比亚和秘鲁氧极小区［６，８］及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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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３２］。近年来随着高效液相色谱电喷雾电离质谱

联用方法的应用，分析完整的极性膜脂（ｉｎｔａｃｔｐｏ

ｌａ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ｌｉｐｉｄｓ，ＩＰＬｓ）成为可能
［５０］，越来越多

的研究聚焦于完整的梯烷膜脂分析［９－１０，１９，５１－５２］。

研究表明，完整的梯烷膜脂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并具

有一定的化学分类潜力。梯烷膜脂核心是具有环丁

烷结构的梯烷，一般通过醚键和甘油的ｓｎ２位相

连，甘油的ｓｎ３位连接不同的极性头基，以磷酸基

为主，主要包括磷酸胆碱（ｐｈｏｓｐｈｏｃｈｏｌｉｎｅ，ＰＣ）、磷

酸乙醇胺（ｐｈｏｓｐｈｏ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ＰＥ）和磷酸甘油

（ｐｈｏｓｐｈｏ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ＰＧ）
［９，１９］（见图４）。梯烷膜脂结

构的多样性在于甘油的ｓｎ１位所连接的烃基，这个

烃基可以是另一个梯烷结构，也可以是直链或甲基

支链的烷烃等，烃基可以通过醚键或酯键与甘油连

接（见图４）。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１９］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厌氧

氨氧化细菌所包含的主要梯烷膜脂结构也不同，而

且对于同一种细菌，当培养条件如温度等发生变化

时，膜脂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厌氧氨氧化细

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狌狊 “犓．狊狋狌狋狋犵犪狉狋犻犲狀狊犻狊”中，Ｒａｔｔｒａｙ

等［１９］只检测到了很少量的非梯烷膜脂，推测除了厌

氧氨氧化体外，该细菌其他细胞膜脂也由梯烷膜脂

组成，这和其他三个属的厌氧氨氧化细菌不同。对

这些完整梯烷膜脂结构的分析有助于分析它们在不

同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种类中的组成和功能，为研究

影响其分布的因素提供基础。完整极性膜脂在细胞

死亡后能迅速分解，即丢掉极性头基，只保留核心脂

部分，因而被认为是活的微生物的化学标志物，能够

反映现存微生物群落结构和生物量［５３－５４］。Ｊａｅｓｃｈ

ｋｅ等
［１０］率先研究了完整梯烷膜脂对海洋沉积物中

厌氧氨氧化的指示作用，并和梯烷核心脂的结果进

行了比较。他们发现在沉积物中完整梯烷膜脂普遍

要比梯烷核心脂的含量低１～２个数量级，但是无论

是完整梯烷膜脂还是梯烷核心脂，都和同位素标记

实验的结果相一致，都能指示沉积物中的厌氧氨氧

化活动变化情况。在爱尔兰海（水深５０～１００ｍ），

现存的厌氧氨氧化细菌主要集中在沉积物上层

２ｃｍ 左右，然后随着深度迅速下降。在凯尔特海

（水深５００～２０００ｍ），厌氧氨氧化细菌的活动深度

超过２ｃｍ，而且沉积物中梯烷膜脂的丰度随着水深

的增加也在增加，显示深层水体沉积物中厌氧氨氧

化作用要强于浅层水体［１０］。厌氧氨氧化细菌完整

梯烷膜脂分析在更大范围的海洋环境中的应用将有

可能直接提供环境中现存的厌氧氨氧化细菌种类组

成和丰度的信息。

梯烷膜脂还可能在古环境重建中发挥作用。

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１２］研究了温度对不同环境中厌氧氨氧化

细菌梯烷膜脂生产的影响，发现在具有５个环丁烷

结构的梯烷膜脂中，具有短碳链（Ｃ１８）的梯烷膜脂在

低温下占优势，而长碳链（Ｃ２０）在高温下更丰富一

些。基于这一关系，Ｒａｔｔｒａｙ等
［１２］定义了一个犖犔５

指标（ｉｎｄｅｘｏｆｌａｄｄｅｒａｎｅｌｉｐｉｄｓｗｉｔｈ５ｃｙｃｌｏｂｕｔａｎｅ

ｒｉｎｇｓ）：犖犔５＝Ｃ２０－［５］－梯烷脂肪酸／（Ｃ１８－［５］－

梯烷脂肪酸＋Ｃ２０－［５］－梯烷脂肪酸），将不同温度

下得到的 犖犔５指标对温度作图，发现两者之间在

０～４０℃的范围内具有对数关系：

犜＝１．６ｌｎ
犖犔５－０．２

０．９－犖犔（ ）
５
＋１６． （１）

犖犔５指标可以用来判断表层沉积物中厌氧氨氧

化细菌的来源，比如是来自上层温暖水体还是来自

较冷的表层沉积物中现场生产的［１２］。犖犔５指标也

能用于古环境研究，比如反演古海水温度［５２］，但是

还需要深入地探讨。

在应用梯烷膜脂生物标志物对厌氧氨氧化细菌

与厌氧氨氧化作用进行研究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

相应的标准品，在结构的确定和定量上存在不足，使

得分析方法没有得到有效推广，影响了其深入发展，

从培养的厌氧氨氧化细菌中分离梯烷膜脂或合成与

梯烷膜脂结构类似的化合物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是

今后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５　结语

海洋环境中的厌氧氨氧化是氮的生物地球化学

循环的重要过程，尤其是低氧和缺氧环境中氮去除

的重要途径，对碳循环和全球气候变化也有重要影

响。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海洋环境中的厌

氧氨氧化细菌与厌氧氨氧化作用仍然是一个充满挑

战、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对世界上不同的水体、沉

积环境中的厌氧氨氧化过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了解这一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在以前的氮

循环研究中，大部分是没有考虑厌氧氨氧化作用贡

献的，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这一新的过程考虑进

去，对于全面深入地了解氮循环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采用环境基因组或宏基因组测序对海洋环境样品中

的基因组进行分析，有助于厌氧氨氧化细菌功能基

因的筛选，对于揭示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种群结构、

进化关系及与环境之间的作用等也有重要意义。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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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膜脂可以用来指示过去和现在的厌氧氨氧化活

动，基于梯烷膜脂的指标在古环境重建中也有一定

的应用潜力，这不但有利于了解现存的厌氧氨氧化

细菌生物量，对于了解厌氧氨氧化细菌及其作用对

环境变化的响应（如与低氧的变化历史相结合）也有

帮助。

目前已经在我国近海沉积物中发现了存在厌氧

氨氧化细菌的分子生物学证据，但是对于厌氧氨氧

化在氮循环过程中的作用、厌氧氨氧化细菌的组成

和丰度等还没有研究，也缺少对梯烷膜脂这一厌氧

氨氧化细菌生物标志物的研究。厌氧氨氧化作用是

一个难得的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即生物地球化学、

分子生物学和有机地球化学切入的课题，将不同的

技术手段联合运用，既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又可以

互相佐证，值得开展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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