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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细菌无需光照即可自制氧气分解甲烷
该发现填补了地球演化中“缺失的一环”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作者 李山 发布时间：2010-03-29 【字号： 小  中  大 】 

欧洲科学家发现，细菌能够在无光照的情况下用自己制造的氧气来分解甲烷气体。该发现表明在植物首次出现

之前细菌就已开始制造氧气，补上了地球演化过程中“缺失的一环”。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3月25日的《自然》杂志

上。  

甲烷是一种化学性质相当稳定的气体，跟强酸、强碱等一般不起反应。理论上，真核生物在厌氧条件下能够利

用硝酸盐氧化甲烷，但此前，利用这种反应的生物无论是在自然环境中还是在实验室中都没有被发现，微生物氧化

甲烷作用仅被认为在氧气和硫酸盐条件下才能发生。直到2006年，荷兰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学的马克·施特鲁斯与合

作者在对一个微生物群落的研究中才发现，该微生物群落在完全无氧条件下能利用硝酸盐脱硝作用氧化甲烷。 

而现在，该大学的研究人员和法国以及德国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没有现成氧气

源，也没有光照的情况下，细菌可以将亚硝酸盐分解为一氧化氮和氧气，然后用生成的氧气来分解甲烷获取能量。 

因为相应的微生物的生长极为缓慢，且在微生物群落中只有少量存在，荷兰研究人员不得不用基因分析的最新

方法——宏基因组方法来对这些微生物进行研究。他们先分离出水样中的基因片段，然后进行基因的测序和重构。 

令研究人员惊讶的是，完整的基因组序列分析表明，还原亚硝酸盐缺少特定的基因，而且这种细菌对氧气有依

赖。实验室的实验数据与基因组数据有矛盾。为探明细菌究竟是如何在亚硝酸盐的帮助下从稳定的甲烷氧化中获取

能量的，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海洋微生物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亦加入了研究工作。 

通过微型传感器和质谱分析，德国科学家证实了矛盾的真实性。综合实验结果和基因组数据，科学家们认为只

有当细菌使用特殊途径生产出氧气来氧化甲烷才是合适的解释。不过证明氧气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任务，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凯瑟琳·埃特维希博士终于成功得到了实验性的证据：这种微生物可从两个亚硝酸盐分子中释放出一氧

化氮和氧气，甲烷可随后被氧化。 

此前，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地球上最早的产氧光养生物是海藻和蓝藻。它们在大气层从无氧到有氧的转化过程

中起了关键作用。而现在，最新的研究成果让科学家发现了一个新机制的线索。细菌在第一种植物出现在地球上之

前就已经存在，细菌在地球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将补上地球演化中“缺失的一环”。同时，由于亚硝酸盐通过化肥的

使用而在淡水农业土壤中大量存在，新的研究结果也可为肥料在甲烷循环中的利用提供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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