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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重金属可以通过母岩风化或采矿、冶炼、燃料燃烧等人为活动在环境富集，通常很难从环境中去
除。而微生物可迅速发展出对抗金属毒性的保护机制，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将高活性、高毒性难降解的
金属离子钝化，来达到耐受有毒重金属的目的 [1]。其中，微生物介导纳米颗粒的生成过程通常被看作
一种内在的防御机制，而颗粒和蛋白的结合也起到稳定纳米颗粒的作用 [2]。

本研究针对重金属铅展开，我们从陕西宝鸡铅锌尾矿中分离出一株对铅具有超富集能力的细菌 Serratia
Se1998[3]，并在细菌 Serratia Se1998中发现铅主要结合在鞭毛蛋白上，在细菌 Serratia Se1998体内外发
现了生物生成的硫化铅纳米颗粒。我们将此鞭毛蛋白基因序列敲除，得到一株新型细菌（knock out）。
针对两种细菌进行铅暴露生长曲线测定，结果表明两种细菌在低于 1mmol/L铅暴露量时生长趋势相
同，毒性效应不明显。同时利用 HPLC-ICP-MS联用系统对比两种细菌介导纳米颗粒生成占比，发现随
着暴露浓度的降低，两种细菌介导生成纳米颗粒占比差别增大，同时说明鞭毛蛋白确实参与了纳米颗
粒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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