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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液液萃取辅以硅胶、氧化铝净化的方法，并结合ＧＣ ／ ＭＳ分析技术，系统分析了焦化废水中有机
物的组成．在焦化废水中检测到１５类５５８种有机物．根据有机物的分子结构、废水中的含量、毒性及环境效
应，筛选出焦化废水中的特征性有机污染物，以区别于其它工业废水，可作为追溯环境中污染物来源的依据．
经物理、生物和化学处理后，焦化废水中大部分有机物被去除，其中，对去除率的主要贡献是生物处理阶段．为
了更好地考察生物处理阶段对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特征，选定酚类、多环芳烃和喹啉类物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了３类特征性污染物在Ａ ／ Ｏ２工艺各单元中的去除状况及组成变化特征．
关键词　 焦化废水，有机污染物，特征性污染物，废水处理，组成分析．

焦化废水是一种典型的量大面广、成分复杂、有毒／难降解工业废水，是煤在高温干馏、煤气净化和
副产品回收和精制过程中产生的，除含有高浓度的氨、氰化物、硫氰化物、氟化物等无机污染物外，还含
有酚类、吡啶、喹啉、多环芳烃（ＰＡＨｓ）等有机污染物［１２］．我国是焦化工业的大国，由此工业产生的废水
量巨大，约占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２％，其中酚类和苯并芘在２００６年随焦化废水的排放量分别达
２４０００ ｔ和１６０２ ｔ［３］．目前各种处理工艺并不能完全矿化焦化废水中的有机物，处理后的废水中仍含有大
量低浓度的污染物随外排水进入环境，这些污染物大多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效应和毒性，有可能
对生态安全与人类健康带来风险．因此，认识废水中有机物的组成是制定工艺、控制污染的基础．由于焦
化废水组成极端复杂，缺乏有效的样品预处理技术和仪器分析手段，且关于焦化废水有机物组成的定性
与定量研究较少［２，４６］．随着复杂基质中有机物的富集、分离等预处理技术的发展和高性能分析测试仪
器的普及，使得认识焦化废水的组分成为了可能．

酚类、ＰＡＨｓ、有机氯农药、多氯联苯、含氮杂环、含氧杂环等物质广泛存在于各种工业废水中，但这
些物质不是某一工业废水所特有的污染物，无法反映工业废水的特异性．特征性有机污染物是指一类在
某种工业废水中特殊存在并且具有特殊分子结构的物质，来源于特殊的工艺过程，可以作为区别某种工
业废水的标志物，成为判断环境中有机污染物来源的依据． Ｂｏｔａｌｏｖａ等以石油化工废水为研究对象，系
统研究了其中有机物的来源和组成特征，并根据分子结构、含量及环境中的出现等特性筛选出了二氢吲
哚、羟基喹啉、甲基喹啉、咔唑等作为该类废水的特征性有机污染物［７］． Ｇｒｉｇｏｒｉａｄｏｕ等在希腊典型工业区
域利用陆地和近海环境中的有机物作为分子标示物来判断有机污染物的工业和生活来源［８］．
Ｓｃｈｗａｒｚｂａｕｅｒ等在研究垃圾渗滤液对地下水的影响时提出了采用Ｎ，Ｎ二乙基甲苯酰胺、Ｎ苯磺酰胺等
性质稳定的有机物作为标志物，考察垃圾渗滤液进入地下水的路径［９］．特征性有机污染物的识别将会对
焦化废水的污染控制发挥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关于焦化废水特征性有机物的报道，对焦化废水组
成的认识还处在宏观层面．以往以“酚氰污水”定义焦化废水，除了关注挥发酚和氰化物之外，对其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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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污染物的确定认识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甄别焦化废水中的特征性有机污染物，以有助于从环境安
全角度实现有效的控制与管理．

焦化废水在排入到环境之前都要经过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站成为了污染控制的关键环节．由于受工
艺技术、操作水平、运行费用等因素的约束，工业废水中的有机物在处理过程中一般都不能完全矿化，剩
余的一些有毒有害污染物排入环境水体中，对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的健康构成影响．焦化废水处理站目前
普遍采用ＣＯＤ、悬浮物、挥发酚、氨氮等宏观指标来评定系统效果与控制出水水质［１０］，这些宏观指标对
环境安全性的保证已经不能满足．随着对环境保护的重视以及国家环境法规的完善，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作为工艺评价与污染控制的衡量指标非常必要．

本文通过选取中国华南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焦化厂的废水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液液萃取辅以硅
胶、氧化铝分离方法，结合ＧＣ ／ ＭＳ分析技术，系统地研究了焦化废水中有机物的组成与分子构成，区分
了有机物的分子结构特异性、存在含量、毒性和生态效应等特征，筛选出焦化废水中的特征性有机污染
物和非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并考察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在稳定运行的废水处理系统中的降解规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废水来源及采样方法

焦化废水原水取自广东韶钢焦化Ａ厂和Ｂ厂，除油池出水、生物过程出水和外排水采自Ｂ厂废水
处理站，该系统采用Ａ ／ Ｏ２废水生物处理工艺．采样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０月２６日，每天早、中、
晚３次采样，用平均比例混合水样的分析平均值作为监测数据，水样保存于事先用丙酮和ＭｉｌｌｉＱ水清
洗过的棕色容量瓶中．
１． ２　 化学试剂

所采用的标样分别为苯酚、２甲酚、３甲酚、４甲酚、２，４二甲酚、萘、１甲基萘、２甲基萘、苊、二氢苊、
芴、菲、蒽、荧蒽、芘、苯并蒽、 、苯并［ｂ］荧蒽、苯并［ｋ］荧蒽、苯并［ａ］芘、茚并［１，２，３ｃｄ］芘、二苯并［ａ，
ｈ］蒽、苯并［ｇ，ｈ，ｉ］

!

、喹啉、异喹啉、２甲基喹啉、２，４二甲基喹啉、２羟基喹啉、吡啶、吲哚、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双（２乙甲氧基乙基）酯、邻苯二甲酸双
（４甲基２戊基）酯、邻苯二甲酸双（２乙氧基乙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戊酯、邻苯二甲酸二己酯、邻苯二
甲酸丁基苄基酯、邻苯二甲酸（２正丁基氧基乙基）酯、邻苯二甲酸二环己酯、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
基）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邻苯二甲酸二壬酯，浓度都为２０００ μｍ·Ｌ －１；回收率标样含有１氟苯酚和
２，４，６三溴苯酚，浓度都为１０００ μｍ·Ｌ －１ ．内标采用苯酚ｄ１０，浓度为１０００ μｍ·Ｌ －１ ．这些标样均购自
Ｓｕｐｅｌｃｏ公司（Ｂｅｌｌｅｆｏｎｔｅ，ＰＡ，ＵＳＡ）．样品预处理和分析过程中所使用的试剂（二氯甲烷、丙酮、正己烷、
甲醇）均为色谱级，购自德国Ｍｅｒｃｋ公司（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Ｇｅｒｍａｎｙ）．
１． ３　 有机物的萃取及仪器条件

水样先经过０． ４５ μｍ的玻璃纤维滤膜过滤，除去其中颗粒物，采用二氯甲烷作为萃取剂分别在中
性、碱性和酸性的条件下进行液液萃取．有机相经旋转蒸发仪浓缩至１ ｍＬ，替换溶剂为正己烷，通过硅
胶、氧化铝分离柱．采用１５ ｍＬ正己烷洗脱分离柱得到非极性有机组分，用７０ ｍＬ正己烷／二氯甲烷混合
液（Ｖ ∶ Ｖ，７ ∶ ３）洗脱得到中等极性有机组分，最后采用３０ ｍＬ甲醇洗脱分离柱得到极性有机组分．各组分
经旋转蒸发、氮气吹脱浓缩至０． ５ ｍＬ，进行ＧＣ ／ ＭＳ分析．

ＧＣ ／ ＭＳ分析条件：ＧＣ ／ ＭＳＱＰ２０１０ Ｐｌｕｓ（Ｓｈｉｍａｄｚｕ），ＲＸＩ ５ＭＳ石英毛细管柱（３０ ｍ × ０． ２５ ｍｍ ×
０ ２５ μｍ）；载气：氦气；流速１ ｍＬ·ｍｉｎ －１；进样口温度２５０ ℃；电子能量７０ ｅＶ；离子源温度２５０ ℃；升温
程序为：从６０ ℃以５ ℃·ｍｉｎ －１上升至３００ ℃，在３００ ℃保持３０ ｍｉｎ；进样量１ μＬ；分流比为１０ ∶ １．
１． ４　 衍生化

极性组分在ＧＣ ／ ＭＳ分析前要衍生化．采用ＢＳＴＦＡ（Ｎ，ＯＢｉｓ（ｔｒｉｍｅｔｈｙｌｓｉｌｙｌ）ｔｒｉｆｌｕｏｒｏａｃｅｔａｍｉｄｅ）作为衍
生化试剂来衍生酚类化合物．取２ ｍＬ样品于１０ ｍＬ带ＰＴＦＥ盖的玻璃试管中（ＫＩＭＡＸ，ＵＳＡ）中，加入
２ ｍＬ饱和的食盐水并调至ｐＨ ＜ ２，采用６ ｍＬ二氯甲烷分３次萃取，将萃取液用氮气吹至尽干再加入
２００ μＬ丙酮溶液，然后依次加入５０ μＬ １０％吡啶的甲苯溶液和５０ μＬ ２％的ＢＳＴＦＡ溶液，在室温下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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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ｈ，然后转移至２ ｍＬ的进样小瓶中并用正己烷定容至１ ｍＬ，待ＧＣ ／ ＭＳ分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焦化废水的污染构成

作为典型的工业废水，焦化废水中污染物的构成不仅受原煤性质和季节等因素的影响［１１］，还与炼
焦工艺、化工产品回收方式相关．由表１可以看出，不同工艺的焦化废水的水质成分及含量有显著差异．
色度高是其重要特征，主要是因为焦化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助色团如—ＣＨ３、—ＮＨ２、—ＳＨ、—ＮＨＲ、
—ＮＲ２、—ＯＲ等，生色团如—ＣＨＯ—、— ＣＨ ＣＨ—、—ＮＯ２、—ＣＯＯＨ、—ＣＮＨ２Ｏ等，还含有ＳＣＮ—、ＣＮ—
等易于与Ｆｅ３ ＋、Ｃｕ２ ＋等发生络合反应而显色的离子团，另外，焦化废水中酚类物质和焦油中其它物质易
被氧化形成棕色物质［４］．焦化废水还具有ＣＯＤ、ＮＨ ＋４ Ｎ、酚类、硫氰化物、硫化物、氰化物和油分等浓度
高的特征．基于水质特征，焦化废水的原水需先采用物理方法将油分和部分硫化物脱除，调节ｐＨ值，并
稳定酚类等毒性物质在可生物降解的范围内，再通过除碳与脱氮的生物工艺大幅度削减污染物．

表１　 焦化废水的主要理化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ｈｙｓｉｃ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ｐＨ
ＣＯＤ ／

（ｍｇ·Ｌ －１）
ＮＨ ＋４ Ｎ ／
（ｍｇ·Ｌ －１）

Ｓ２ － ／
（ｍｇ·Ｌ －１）

氰化物／
（ｍｇ·Ｌ －１）

硫氰化物／
（ｍｇ·Ｌ －１）

挥发酚／
（ｍｇ·Ｌ －１）

油分／
（ｍｇ·Ｌ －１）

色度／ ｍ － １
６２０ ｎｍ ５２５ ｎｍ ４３６ ｎｍ

Ａ厂 １０． ５ ３５１２． ４ ２８１． ４ ４７． ６ ２６． １ ３５８． ８ ７０１． ９ ２７０． ３ ０． ０８５９ ０． １８７９ ０． ４２０４

Ｂ厂 １０． ６ ２８０１． ３ ２９１． ８ ３６． ７ ９． ８ ３３６． ３ ９５４． ２ ９４． ４ ０． ０７６５ ０． １７８２ ０． ４１３６

２． ２　 焦化废水的有机物组成
焦化废水中含有各种分子结构的有机物，经ＧＣ ／ ＭＳ分析能够被检出的有机物有１５类５５８种．这些

有机物主要为酚类、有机腈类、ＰＡＨｓ、含氮杂环、含氧杂环等物质及少量的酯类、烷烃和含卤有机物等．
其中酚类、ＰＡＨｓ、喹啉类和有机腈类等有机污染物在焦化废水中具有浓度高、种类多的特点，并具有特
殊的分子结构，这类有机物可归纳为焦化废水的特征性有机污染物．
４４种酚类物质存在于焦化废水中，选定的１２种酚类在Ａ厂的浓度为２６６０—１８９０００ μｇ·Ｌ －１，在Ｂ

厂的浓度为１３００—１６９８００ μｇ·Ｌ －１，其中苯酚、甲基取代酚和萘酚占据较大比重．目前普遍认为，酚类物
质是煤中的酚羟基在煤的热解过程中直接进入焦油中生成． ５８种ＰＡＨｓ存在于Ａ、Ｂ焦化厂废水中，主
要为其甲基衍生物，其中选定的１８种ＰＡＨｓ在Ａ厂的浓度介于０． ４５—６４． １ μｇ·Ｌ －１，在Ｂ厂的浓度介于
０． ４８—３２． ７ μｇ·Ｌ －１，主要为３环和４环ＰＡＨｓ，荧蒽在Ａ厂的浓度可达８３． ４ μｇ·Ｌ －１ ．由于原煤中含有大
量的低于五环的ＰＡＨｓ物质及其甲基衍生物，在煤的焦化过程中２—３环的ＰＡＨｓ会挥发进入到焦炉废
气并最终进入到焦化废水中．除此之外，ＰＡＨｓ在焦化过程还可以通过热裂解过程生成，并进入到了焦化
废水中［１２］．分析还发现１４４种含氮杂环化合物存在于Ａ、Ｂ焦化厂废水中，其中喹啉类、吡啶类和吲哚类
为典型代表． Ａ、Ｂ焦化厂含有４２种喹啉类物质，其中喹啉和异喹啉的含量最高，在Ａ厂的浓度分别为
７１７０—７６００ μｇ·Ｌ －１和２５２５． ５—２５４７． ９ μｇ·Ｌ －１，Ｂ厂的浓度为１５０７０ μｇ·Ｌ －１和９８５６． ５ μｇ·Ｌ －１ ． ９种吡啶
类物质存在于Ａ、Ｂ厂废水中，选择的３种吡啶在Ａ厂废水中的浓度介于１０． ８—２９． ９ μｇ·Ｌ －１，在Ｂ废水
中的浓度介于１２． ４—３８９． １ μｇ·Ｌ －１ ．由于原煤中含有大量的氮、氧和硫等元素，在煤的不完全燃烧过程
中会产生各种杂环化合物，其生成机理与ＰＡＨｓ相似［１３］．此外，检测发现５０种腈类化合物存在于Ａ、Ｂ
厂废水中，Ａ厂的浓度为４． １—２４． ６ ｍｇ·Ｌ －１，Ｂ厂的浓度为１０． ２—２０２． ９ ｍｇ·Ｌ －１，其中主要为２氨基氰
苯．有机腈化物分布在焦化各工艺过程中，在工业煤气洗涤废水和高炉煤气洗涤废水中的含量可达几十
个ｍｇ·Ｌ －１ ．特征性有机物污染物在焦化生成过程中具有其特殊的生成机制，使其在焦化废水中显示出
高浓度，并且此类污染物具有一定的毒性和生态危害性，将是焦化废水治理的重点．对特征性污染物的
识别，可以区分焦化废水的属性，有别于其它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并为追溯水环境中有机污染物
的来源提供了靶点．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可成为未来煤化工废水新的考察指标和外排水的控制指标．

除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外，焦化废水中还广泛存在其它类型的有机污染物，这类有机物广泛存在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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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类型工业废水或市政污水中，并不为焦化废水所特有，并且含量较低，此类有机物可归类为焦化废水
的非特征性有机污染物．这些物质包括邻苯二甲酸酯类、氯苯、多氯联苯和吲哚等，虽然为非特征性有机
污染物，其中一些物质在焦化废水中的浓度仍可达５６． ３ μｇ·Ｌ －１ ．
２． ３　 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在废水处理过程中的降解

焦化废水中有机物污染物经预处理、生物处理和混凝沉淀后，大部分得以去除，其中生物过程是主
要的去除单元．例如，Ｂ厂原水中的１２３种有机物经生物处理后在出水相中不再检出，其中去除显著的
是酚类、含氮杂环类和ＰＡＨｓ．以下以酚类（图１）、ＰＡＨｓ（图２）和喹啉类（图３）物质等焦化废水的特征有
机污染物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生物处理过程中的降解行为．

图１　 酚类物质在焦化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浓度变化及组成特征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图２　 ＰＡＨｓ在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浓度变化及组成特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Ｈ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图３　 喹啉类物质在焦化废水处理过程中的浓度变化及组成特征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ｋ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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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ａ）中可以看出，焦化废水中１２种酚类物质经过缺氧和两级好氧单元处理后浓度从０． ２１—
８８． ９７ ｍｇ·Ｌ －１降至ｎｄ—２８． １ μｇ·Ｌ －１，表明酚类物质在缺氧和好氧状态都可以进行降解．图１ｂ显示，经
缺氧单元处理后酚类物质的组成发生显著变化，生物进水中主要为苯酚和单甲基取代酚，经过一级好氧
处理后主要为苯酚和２，４二甲基酚，再经二级好氧处理后主要为２，４二甲基酚．各个单元对酚类物质的
去除相差较大，酚类物质主要在缺氧和一级好氧阶段被去除，总去除量超过９０％，其中一级好氧单元对
苯酚和单甲基取代酚类物质的去除起主导作用，贡献率大于６０％，表明酚类物质在缺氧和好氧单元有
着不同的降解历程．酚类化合物属于易降解物质，在好氧的条件下，酚类物质通过羟基化酶的作用转化
为邻苯二酚，再通过邻位或间位双甲氧酶的作用进行开环裂解，而在缺氧条件下酚类可被还原成环己
酮，然后变成己酸，再通过β氧化途径形成小分子脂肪酸［１４］．

如图２所示，生物处理阶段，１８种ＰＡＨｓ的浓度从０． １５—９． ３６ μｇ·Ｌ －１降至０． ０５—３． ３６ μｇ·Ｌ －１；
生物进水中主要以３环和４环为主，分别占其总量的４６． １％和３０． ２％ ．在生物处理过程中ＰＡＨｓ的组成
发生明显变化，其中４环类的比例显著增加，由生物进水的３０． ２％增加至生物出水的６７． ６％ ．对２—４
环ＰＡＨｓ而言，缺氧和二级好氧单元对去除率都有贡献，分别为３３． ５％—８３． ０％、１６． ５％—５１． ９％和
１８ ４％—８９． １％；而对５环和６环的ＰＡＨｓ而言，主要是在缺氧阶段得到去除，每种单体的去除率都大于
６８％ ．在废水处理过程中，ＰＡＨｓ的去除包括污泥吸附、微生物降解、光分解和水解等，虽然已有研究表明
ＰＡＨｓ存在光降解［１５］，但在焦化废水处理过程中，由于废水悬浮物和流态化污泥的存在阻止了光与有机
物分子的接触，因此光降解不起主要作用；ＰＡＨｓ的分子结构较稳定，在极端的强酸和强碱条件下也不容
易水解，所以水解作用也不占重要贡献；由于ＰＡＨｓ的疏水特性，污泥吸附是其尤其是大分子类去除的
潜在过程［１６］．许多微生物能够利用低分子量ＰＡＨｓ作为唯一碳源和能源并将其矿化，而高分子量ＰＡＨｓ
由于其结构的复杂和较强的疏水性难以被微生物直接利用，大多数细菌和真菌可通过共代谢方式对其
进行利用［１７］．因此在生物处理阶段，ＰＡＨｓ主要是通过污泥吸附和生物降解得以去除．

由图３（ａ）中可以看出，生物处理过程中的１４种喹啉类物质的浓度从４． ８—３２４３． ４ μｇ·Ｌ －１降至
０ ８—１２９． ７ μｇ·Ｌ －１；如图３（ｂ）所示，经缺氧单元处理后喹啉类物质的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喹啉的含
量比重从５９． ７％降至３６． ４％，取代喹啉、异喹啉类、多环喹啉类的含量比重都有所增加，分别从０． １％—
４ １％、０ ３％—２８． ４％和０． ５％—１． ６％增加至０． ２％—７． ２％、０． ４％—３３． ９％和０． ９％—４． ８％，表明生
物处理过程对喹啉表现出强的降解活性．缺氧、一级好氧和二级好氧单元对各种喹啉类物质降解的贡献
分别占１１． ４％—６１． ７％、１１． ７％—８０． ９％和０． ２％—６８． ０％ ．大部分的含氮杂环化合物属于难降解有机
物，多环比单环更难降解，这可能为空间位阻效应增加、成环原子电子云密度减小和疏水性增大所造
成［１８］，但只要反应时间足够长，这些有机物也是可以降解的．在Ａ ／ Ｏ２工艺中发现，含氮杂环化合物在缺
氧单元有较好的去除效果，这是由于喹啉在厌氧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与好氧降解相同的代谢物（喹啉
酮），并且在产甲烷条件下可以完全转化为２（１Ｈ）酮［１９］．

３　 结论
（１）经ＧＣ ／ ＭＳ分析发现焦化废水中含有１５类５５８种有机污染物，根据定量分析确定主要为苯酚及

甲基取代酚、喹啉及其衍生物、有机腈化物等．这些有机污染物不仅种类丰富，并具有特殊的分子结构如
环状，分子内能比较大，应当在考虑分离回收资源化的基础上实现其无害化，降低废水处理的能量消耗．

（２）根据焦化废水中有机物含量、特殊的分子结构及产生工艺作为判断标准，酚类、多环芳烃、喹啉
类和有机腈化物等物质可作为其特征性有机污染物．对特征性污染物的识别，提供了焦化废水区别于其
它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依据，成为水环境中焦化行业废水来源的示踪污染物．

（３）焦化废水中的有机物主要在生物处理阶段被去除，好氧单元对易生物降解的酚类物质有较好
的去除作用，对苯酚和单甲基取代酚类物质去除的贡献大于８０％；厌氧单元和水解单元对难生物降解
的多环芳烃类物质的去除或转化具有特殊作用，其贡献大于６０％；好氧和厌氧单元对喹啉类物质的去
除都发挥重要作用，而喹啉及其衍生物主要在厌氧单元被去除或转化，异喹啉及其衍生物主要在好氧单
元被去除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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