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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工艺中雌激素活性分布与去除途径分析

文　刚，邵晓玲，马　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１５００９０哈尔滨，ｈｉｔｗｅｎｇａ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摘　要：针对内分泌干扰物在水中质量浓度低、危害大、去除困难的现状，采用固相萃取／重组酵母法调查了
城市污水厂各工艺过程中雌激素活性的分布并对其去除途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雌激素活性主要存在于液
相中，悬浮态中只占７７％±５５％；雌激素活性的去除主要发生在二级生物处理过程，通过对二级生物处
理过程进行质量衡算发现，吸附到剩余污泥中的雌激素活性占进水中的１２％，对雌激素活性的去除主要依
靠微生物降解（占７３９％）．通过理论计算证实雌激素活性的去除途径主要是依靠微生物降解作用，通过污
泥吸附和挥发去除非常有限（小于 １５％）．总之，城市污水厂出水中雌激素活性仍然较高（３３７～
６７６ｎｇ·Ｌ－１），强化二级生物处理或者对污水深度处理迫在眉睫．
关键词：城市污水厂；酵母双杂交法；雌激素活性；分布；去除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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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污水中的内分泌干扰物（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
ｒｕｐｔ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ＥＤＣｓ）能够干扰人体和水生动
物的正常生命活动，严重影响污水回用的安全性，

因此，城市污水处理厂对于控制、阻断污水中

ＥＤＣｓ进入天然水体起到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调



查研究揭示了内分泌干扰物在污水处理过程中的

迁移转化情况，但仅关注内分泌干扰物在城市污

水处理过程中的质量浓度变化，对于这些内分泌

干扰物体现的雌激素活性的研究较少．
已有文献表明，污水处理过程对于雌激素活

性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是进出水质量浓度和去

除率波动较大，这可能是不同的处理工艺和气候

条件导致的．传统的活性污泥法工艺受地区气候
的影响较大，对于寒冷地区的污水处理厂，较低的

温度使得微生物活性降低从而导致出水水质可能

不达标．所以，调查寒冷地区城市污水处理过程对
雌激素活性的去除情况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
东北寒冷地区污水处理过程去除雌激素活性的报

道还较少，对于污水处理过程中雌激素去除途径

的分析未见报道．本实验以哈尔滨文昌污水厂为
研究对象，调查寒冷污水处理过程中雌激素活性

分布并对其去除途径进行了分析．

１　概　况

哈尔滨文昌污水厂每天处理污水３２５万ｍ３，
占哈尔滨市污水总量的２０％ ～３０％．污水处理
厂污水处理采用典型的活性污泥法二级处理工

艺，一级处理包括曝气沉砂池和初沉池；二级处理

为Ａ／Ｏ工艺，日平均处理污水量约为１６万 ｍ３．
污水处理过程流程图及取样点情况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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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污水厂的流程图和采样点

２　试　验
２１　主要试剂

二甲基亚砜（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ｕｌｐｈｏｘｉｄｅ，ＤＭＳＯ）、雌
二醇（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和邻硝基酚βＤ半乳糖苷
（ｏＮｉｔｒｏｐｈｅｎｙｌβ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ｐｙｒａｎｏｓｉｄｅ，ＯＮＰＧ）从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公司购得，高效液相色谱级甲醇购自
Ｄｉｋｍａ公司，氯仿和二氯甲烷从天津科密欧公司购
得，无氨基酸酵母氮碱（Ｙｅａｓｔ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ａｓｅ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ｓ）从Ｄｉｆｃｏ公司购得，ＤＯ／Ｌｅｕ／Ｈｉｓ氨基
酸购自Ｃｌｏｎｔｅｃｈ公司，其余试剂为化学分析纯，超
纯水用ＭｉｌｌｉＱ纯水仪制得，１８２ＭΩ·ｃｍ．
２２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

从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００７年４月的春、夏、秋、冬
四个季度中，分别采集一沉池进水、一沉池出水及

二沉池出水，用棕色带盖玻璃瓶储存水样并迅速

送至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处理和检测．具体处理步
骤见文献［１－３］．主要实验步骤如下：水样先用
１μｍ玻璃纤维滤膜过滤，然后用浓硫酸调节ｐＨ＜
２后进行固相萃取，对截留在膜上的物质采取冻
干处理．水样浓缩采用 ＷａｔｅｒｓＣ１８固相萃取小
柱．截留在玻璃纤维上物质的处理方法是将玻璃

纤维膜剪成小块，在甲醇／二氯甲烷混合液中进行
浸泡萃取，最后用氮气吹干并用 ＤＭＳＯ定容．水
样中的雌激素活性与截留在膜上这两部分之和为

水样总雌激素活性．
２３　双杂交酵母测试方法

实验中采用的酵母菌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

研究中心购得．关于该细菌的培养测试以及计算
等见文献［２－３］．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污水悬浮态中雌激素活性

污水悬浮态中的雌激素活性是指内分泌干扰

物吸附在悬浮颗粒（大于１μｍ）上的雌激素所表
现出来的活性，即在水样处理过程中被１μｍ玻
璃纤维滤膜截留并采用液液萃取得到的那部分物

质所体现出的雌激素活性．试验结果如图２所示，
存在于悬浮颗粒中的雌激素活性只占总活性的很

少一部分（约为总活性的７７％ ±５５％）．该调
查结果表明雌激素活性主要存在于污水水相中，

这与其他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如 Ａｎｄｅｒｓ
等［４］也发现存在于悬浮颗粒中的雌激素活性小

于 ０１ｎｇ·Ｌ－１（雌二醇当量，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ｑｕｉｖａ

·５９·第２期 文刚，等：污水处理工艺中雌激素活性分布与去除途径分析



ｌｅｎｔｓ，ＥＥＱｓ）．
污水中的悬浮颗粒对于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吸

附主要是两部分的共同作用，即悬浮颗粒中的无

机物部分和悬浮颗粒中的有机质共同吸附作用的

结果．调查表明，悬浮颗粒中的无机物部分对于微
量有机物的吸附作用很少，并且多是以物理吸附

为主．而悬浮颗粒对于微量污染物的吸附主要是
颗粒中的有机质吸附的结果．原因可能是内分泌
干扰物都具有较高的辛醇水分配系数和较强的疏

水性，使得内分泌干扰物容易在悬浮颗粒上吸

附［２］．然而本研究中雌激素存在于悬浮颗粒中的
部分很少，这主要是由于污水水质比较复杂，使得

内分泌干扰物在固液两相间的分配不仅是疏水分

配，还包括了离子交换、共价结合等多种作用力共

同作用的结果［３］．此外，污水中高浓度的表面活
性剂对于中强度疏水性的有机污染物有很好的助

溶作用，使得吸附在悬浮颗粒上的内分泌干扰物

比较少，它们主要是以溶解态的形式存在于液

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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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污水悬浮颗粒中的雌激素活性

３２　污水总雌激素活性
污水中总雌激素活性是指液相中和悬浮颗粒

中雌激素活性之和．污水中总雌激素活性随季节
的变化如图３所示，进入一沉池污水的总雌激素
活性为 １６１３～２１６５ｎｇ· Ｌ－１，平均值为
１９１４ｎｇ·Ｌ－１．一沉池出水的总雌激素活性为
１７１０～２２８５ｎｇ·Ｌ－１，平均值为１９３４ｎｇ·Ｌ－１．经
过污水工艺Ａ／Ｏ处理之后，二沉池出水的总雌激
素活性降至 ３３７～６７６ｎｇ·Ｌ－１，平均值为
４８２ｎｇ·Ｌ－１．整个污水处理工艺过程对总雌激
素活性的去除率为５８１％ ～８４２％，平均去除
率为７５２％．文献［５］采用 ＥＲＣＡＬＵＸ方法进行
雌激素活性的测试时，讨论了雌激素 Ｅ２的剂量
效应曲线，得出最大无剂量效应的雌二醇当量值

为０４ｎｇ·Ｌ－１．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污水二级
处理出水仍然具有很高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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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雌激素活性在各工艺中的变化

　　对各工艺过程的分析表明，初沉池处理工艺
对雌激素活性的降低能力非常有限．仅仅在春季
对于雌激素活性有所降低，在其他３个季节对于
雌激素活性没有降低，反而有所增加．在夏季、秋
季和冬季，污水经过初沉池处理之后雌激素活性

分别升高５５５％、０９２％和６０２％．这主要是
因为来源于人体排泄的固醇类雌激素是污水中组

成雌激素活性的主要成份［３］，其在人体内是以葡

萄糖醛酸盐或者硫酸盐等无活性的形式存在，一

旦排入水中通过微生物的降解作用后会释放出具

有活性的雌激素，从而导致初沉池出水的雌激素

活性在其中３个季节较进水中的雌激素活性有所
升高［３，６］．对比污水处理的各个工艺发现，雌激素
活性的降低主要是在污水处理的 Ａ／Ｏ工艺中，经
过Ａ／Ｏ处理工艺之后，雌激素活性的去除率为
６０５％～８５１％．雌激素活性的去除率随不同季
节波动较大，在夏季和秋季由于温度较高去除率

也比较高，在春季和冬季由于温度较低其对于雌

激素活性的去除率也相对较低．文献［７－８］发现
污水处理过程中雌酮（Ｅｓｔｒｏｎｅ，Ｅ１）、Ｅ２、１７α乙炔
雌二醇（Ｅｔｈｉｎｙ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Ｅ２）等固醇类雌激素的
去除主要是氨氧化细菌共代谢作用的结果，而固

醇类雌激素又是污水中雌激素活性的主要贡献

者．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虽然温度较低仍然具有
很高的雌激素活性降低能力，这可能是硝化细菌

共代谢作用的结果．在低温（４℃）时，降解雌激素
的异养菌活性完全被抑制，但是氨氧化细菌仍然

具有较高的活性，从而导致雌激素活性的降

低［６］．所以，如果在污水处理过程中能够维持高
效的硝化能力便可以很好地降低污水中的雌激素

活性．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传统活性污泥法污
水处理工艺对于雌激素活性具有一定的降低作

用，但是并不能完全去除，仍然有一部分具有雌激

素活性的物质进入到受纳水体中，这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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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纳水体中的水生生物从而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所以，强化污水二级处理或者进行污水深度处理，

以便得到安全的污水出水将是下一步污水处理的

主要任务．
３３　剩余污泥中的雌激素活性

剩余污泥中的雌激素活性是由于吸附到剩余

污泥上的雌激素所表现出来的活性．吸附到剩余
污泥上的雌激素活性物质的量不仅与该物质本身

的性质有关，还与污泥特性、污泥量、污泥中细菌

的种类和数量等有密切关系．表１为剩余污泥中
雌激素活性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污泥中仍然含有
较高的雌激素活性物质．虽然剩余污泥不能直接
进入到受纳水体中，但是这部分雌激素干扰活性

物质并没有得到去除．污泥的处置只是通过物理
转移的方式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

将直接影响到剩余污泥的资源化．因此，关于雌激
素活性物质在剩余污泥中的降解情况有待进一步

实验研究．
表１　剩余污泥中雌激素活性　　　　 ｎｇ·ｇ－１

季节 春季 冬季 平均值

剩余污泥中ＥＥＱｓ １．７４１ １．１５５ １．４４８

３４　雌激素活性去除途径讨论
由上面的研究发现，雌激素活性的降低主要

发生在二级生物处理系统中，下面讨论雌激素活

性物质在污水二级生物处理过程中的去除途径．
雌激素活性物质在生物处理过程中去除的可能方

式主要包括由于曝气导致的挥发作用、剩余污泥

的吸附作用和微生物的降解作用．
３４１　内分泌干扰物的挥发

在污水好氧生物处理过程中，为了维持微生

物的活性需要进行曝气．在强制性曝气过程中雌
激素活性物质可能被吹脱到空气中．雌激素活性
物质吹脱到空气中的比例可用下式计算［３，９］：

ｆ＝
Ｈ·Ｑ气

１＋Ｈ·Ｑ气 ＋ＳＳ·Ｋｄ
．

式中：ｆ为挥发到空气中的雌激素活性物质的比
例；Ｈ为亨利系数；ＳＳ为污泥质量浓度，ｍｇ·Ｌ－１；
Ｑ气 为比曝气速率，ｍ

３·ｍ－３．
计算结果表明，在曝气量恒定的情况下，当亨

利系数小于１０Ｅ２Ｐａｍ３·ｍｏｌ－１时，雌激素活性
物质基本不能够通过挥发而去除［３］．污水中主要雌
激素活性物质的亨利系数见文献［３］，大多数雌激
素物质的亨利系数均小于１０Ｅ２Ｐａｍ３·ｍｏｌ－１，
特别是雌激素活性的主要贡献者固醇类雌激素．
虽然像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亨利系数较大，但是

雌激素活性系数非常低，对总雌激素活性贡献较

小．所以，通过强制性曝气而导致污水处理过程中
雌激素活性的降低非常有限，基本可以忽略．
３４２　剩余活性污泥的吸附

如２３所述，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剩余污泥对
于雌激素活性物质具有一定的吸附作用．Ｔｅｒｎｅｓ
等［１０］指出，有机污染物会在液相中和固体表面进

行分配，当达到平衡时，吸附到污泥上的有机污染

物质量浓度与液相中该有机污染物质量浓度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平衡关系．以雌激素活性最高的ＥＥ２
为例，当溶液中的污泥质量浓度为４００ｇ·ｍ－３时，
吸附到污泥上的 ＥＥ２质量浓度仅约为 １２％左
右．雌激素活性物质在固体水直接进行分配的分
配系数Ｋｄ与ｌｏｇＫｏｗ之间具有比例关系

［９］，即

ｌｏｇＫｄ ＝０６７ｌｏｇＫｏｗ＋０３９．
式中：Ｋｄ为有机物的固体水分配系数，Ｌ·ｋｇ

－１；

Ｋｏｗ为有机物的辛醇水分配系数．
水中主要贡献雌激素活性的固醇类雌激素物

质，如 Ｅ１（ｌｏｇｋｏｗ ＝３４３）、Ｅ２（ｌｏｇｋｏｗ ＝３９４）、
Ｅ３（ｌｏｇｋｏｗ ＝２８１）的 ｌｏｇｋｏｗ非常接近于 ＥＥ２
（ｌｏｇｋｏｗ ＝３９）的ｌｏｇｋｏｗ，这些物质吸附在污泥
上的量和ＥＥ２一样比例非常低．
３４３　污水厂中雌激素活性的质量衡算

雌激素活性物质在污水二级生物处理过程中

去除的主要途径包括挥发、剩余污泥吸附和微生

物降解．依据进水、出水以及生物污泥中的雌激素
活性，对二级污水生物处理过程进行了雌激素活

性质量衡算，以便掌握污水厂去除雌激素活性的

主要途径．由前面分析结果可知，雌激素活性物质
大多数较难挥发，计算中将挥发损失掉的雌激素

活性忽略不计．则有
　进水中总量（ｎｇ·ｄ－１）＝出水中总量（ｎｇ·ｄ－１）＋
剩余污泥中总量（ｎｇ·ｄ－１）＋生物降解总量（ｎｇ·ｄ－１）．

本研究中污水厂的运行情况是：Ａ／Ｏ池进水
流量（Ｑ）为１６万ｍ３·ｄ－１，产生的剩余活性污泥
量为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ｍ３·ｄ－１．进水中雌激素活性
质量浓度为１９３３ｎｇ·Ｌ－１，出水中雌激素活性质
量浓度为４８２ｎｇ·Ｌ－１，剩余污泥的质量浓度为
８５９５ｇ· Ｌ－１，剩余污泥中雌激素活性为
１４４８ｎｇ·ｇ－１．

由图４可以看出，出水中总雌激素活性占进
水中总雌激素活性的２４９％，吸附到剩余污泥上
的总雌激素活性占进水中总雌激素活性的

１２％，而生物降解的总雌激素活性占进水中总
雌激素活性的７３９％．所以，污水二级生物处理
对于雌激素活性的降低主要是生物降解的作用，

剩余污泥的吸附作用贡献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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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污水厂出水中雌激素活性依然较高，雌

二醇当量值达３３７～６７６ｎｇ·Ｌ－１，远远高于孙
庆峰等［５］建议的０４ｎｇ·Ｌ－１安全剂量值．所以，
现有污水的直接排放可能会造成对受纳水体的生

物毒害．如果要完全保证污水厂出水雌激素活性
的安全性，建议从两个方面着手；通过改进现有运

行条件来强化污水厂对 ＥＤＣｓ的去除，如强化硝
化作用通过共代谢降解内分泌干扰物；通过对污

水二级生物处理出水进行深度处理，如活性炭吸

附、氧化法、膜分离技术等来提高雌激素活性物质

的去除，从而达到雌激素活性的安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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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各种去除途径去除雌激素活性的效能

４　结　论
１）雌激素活性主要存在于液相中，固相中只

占７７％ ±５５％；剩余污泥中雌激素活性夏季
为１７４１ｎｇ·ｇ－１，冬季为１１５５ｎｇ·ｇ－１．
２）原污水中雌激素活性雌二醇当量值为

１６１３～２１６５ｎｇ·Ｌ－１，出水中雌激素活性降至
３３７～６７６ｎｇ· Ｌ－１；去除率为 ５８１％ ～
８４２％，平均为７５２％；雌激素活性的去除主要
发生在二级生物处理过程．
３）通过质量恒算证实雌激素活性的去除主

要是依靠微生物降解作用（７３９％），而通过污泥
的吸附和挥发去除有限（小于１５％）．
４）出水中雌激素活性占进水中雌激素活性的

２４９％，雌二醇当量值为 ３３７～６７６ｎｇ·Ｌ－１，
活性仍然较高，建议强化二级生物处理或者对污水

进行深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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