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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监测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李　骏　牟华倩

（金华市水处理有限公司，浙江 金华 321000）

摘　要　当下社会经济正在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丰富的同时，令人瞩目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社

会民众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步增强，党中央与社会各界也开始将更多的视线聚集在生态环境保护上。而有效的环境监测管理

措施，是绝对离不开生物监测技术的正确且有效的实施运用，其应用范围愈发广泛，可根据生物个体或者生物种群给环境

带来的变化，从而判断环境的具体污染程度。基于此，人们也将注意力放在了生物检测技术的工作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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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生物的结构、基因、种群或者群落对环境所造成

的变化所产生的反应进行具体分析，从生物学角度提供依

据，被称为生物检测。若要做好环境保护的工作，对生物

监测技术的发展保障就是其重要前提之一。近年来，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公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不断提升，

我国也开始逐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与措施，只有有效

且切实的推动生物监测技术的发展，才能达到更高效率、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目标，才足以为未来的国内环

境治理工作奠定扎实基础。

1 生物监测的内涵

生物监测的理论基础源于生态监测理论。环境污染会

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引起生态系统原有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一方面，在细胞结构上会引起细胞膜的改变 , 破坏

线粒体、内质网等。在分子性能上会激活或抑制酶活性，

改变蛋白质的合成因素。在表象上会导致动物死亡，日常行

为方式改变，亦或是抑制其生长发育等，其表象在植物方面

呈现出生长速度变化，发育受阻，黄化及早熟等现象。在种

群中的表象是引起种群数量、密度的改变，引发物种比例的

变化，群落中优势种群、数量、以及种群多样性的变化。

早期的微核试验是监测环境污染物对染色体的损伤，以

细胞中的微核数量为标准指标。环境中的污染物越多，随

之而来的对染色体的损伤也就愈严重，微核率愈高。其中

BC5 试验，也被称为“鼠伤寒沙门氏菌”肝微粒体试验法

是现阶段最为著名的一种常规生物监测方法，主要应用于

快速筛选与监测环境中致癌物与致突变物。当环境诱变剂

作用于鼠伤寒沙门氏菌组氨酸营养缺陷型系列菌株，让其

在不加生物素和组氨酸的培养基上生长，计数回复突变的

菌落数，以此来评价污染物的诱变力。经有效试验结果数

据统计分析，化学品的遗传毒性与回复率有较高的关联性，

污染因子引发的染色体异常与微核率也有较高的关联性 [1]。

2 生物监测技术的优势

2.1 长期性

以往的监测技术是定期采样，运往实验室进行测试，

从而获取环境污染监测结果的过程。此种方法只能单一的

反映出采样期间的环境污染情况，无法获取实时的环境污

染数据。而生物体是最为理想的环境监测器，可准确实时

有效的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环境污染的具体情况与实际变化，

更加真实、有效、科学且合理的反映区域环境污染情况。

2.2 富集性

生物因其本身就生活在生态环境系统中，污染物可通

过生物食物链形成富集效应，生物监测技术可更好的富集

环境污染物，在生物食物链顶端进行监测，从而获取真实

有效的环境污染物浓度。

2.3 综合性

环境污染物的成因极为复杂，是经过多方污染因素的

反映复合而成。传统模式下的环境监测技术大多只能监测

出污染物的含量与种类，不能有效的监测出其复合过程、

累积风险等综合因素，导致无法进行安全性评价。现阶段

的生物监测技术能真实、有效、科学且合理的反映出环境

中各种污染因素、污染物成分的综合效应，能够为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和生态环境治理污染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

作为前提条件。

3 生物监测技术在环境监测中的实际应用

3.1 果蝇生物应用 

果蝇（图 1）作为一种真核多细胞生物，其饲养条件极

为简单，繁殖力较大，生存周期短，在室内环境空气污染

检测中大多应用果蝇生物模型，进行环境污染的相关问题

研究和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实验中都会选择果蝇作为试验体。

利用黑腹果蝇生存实验的方法对室内环境进行污染监测，

实时观察空气污染的情况，以及污染因素对果蝇生命造成

的影响，以此为据构建室内空气污染安全性评价体系。

3.2 两栖动物应用

两栖动物在生物环境监测技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是生物学实验研究的重点对象。两栖动物的生长发育都

极为缓慢，其外形变化、内部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分泌

系统上都有着漫长的生长时间，在其生长过程中，内部肝脏、

视网膜色度等受到荷尔蒙激素控制时会对化学物质的反映

有较大的敏感性，其特性主要来源于两栖动物独特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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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以及对外界环境因素的反应变化情况。

为此，两栖动物在环境监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利

用其进行环境监测时，可为环境污染分辨污染物的种类，

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如两栖动物感受到环境变化时所产

生的的生理指标、叫声等，通过分析以上指标可准确获取

外界环境污染情况与变化情况、

3.3 鸟类应用

湿地是鸟类生活的主要环境，鸟类也是湿地环境食物

链中最顶端的生物，从营养角度看几乎与人类相同。由此，

鸟类主要应用在湿地环境监测中，为保护和治理湿地生态

环境系统提供准确有效的参考依据。如，在湿地水环境监

测中，水位同鸟的分类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性。从繁殖的

角度来看，繁殖的成功率的提升受湿地水位的变化及变化

幅度影响。鸟类对湿地水位的变化有极强的适应能力，通

过对鸟类的组成结构、繁殖信息等数据，都可为湿地生态

环境监测提供更加直观的参考依据。

3.4 植物应用

将植物合理的应用在环境监测过程中，可实现对外界

环境状态的有效判断。如，在抵抗污染时，植物种类的不

同让其对污染环境呈现出不同的反应，通过对植物不同反

应的分析研究即可有效判断出外界生态环境系统的污染情

况。在大气污染监测中，某种植物对不同的环境污染物的

不同反映，是由于一旦植物生长环境出现大气污染，会严

重影响植物自身的生理代谢功能。

例如，大气中粉尘污染较重，粉尘则会附着于植物叶

片表面，降低植物的光合作用及也叶片的蒸腾能力，其不

良影响因素将直观地反应在植物生长周期及正常的生理功

能上。通过分析植物根系、叶片的实际发育情况，分析其

开花结果周期、植物生长数量的变化等，可获知准确有效

的外界环境污染情况与污染因素，植物应用是现阶段生物

环境监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监测技术。

通过植物还可监测水体环境的污染情况，水中的生物

与水中环境存在着极大的包容性与依存性，可将其看做一

个整体。水中生物可直观地反映出水体环境的变化情况，

一旦生物赖以生存的水体环境受到污染，最先产生变化的

就是水中生物。在水体环境在，藻类数量对多，生长对快，

可通过分析藻类特征、数量以及生长周期的变化，为水体

环境监测提供真实有效的数据参考，从而达到更好、更快

的获取水体污染因素的情况 [2]。

3.5 微生物应用

微生物监测通过利用微生物资源，来展现环境污染的

变化情况、污染程度与污染种类等。现阶段我国常用的微

生物监测技术有核算探针、聚合酶连式等反应技术，通过

对一些病毒、细菌进行监测来获取其生存环境的污染变化

情况与污染因素。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微生物技术

随之愈发先进，微生物监测技术种类也日益增加，尤其是

核算杂交技术，在水体环境病菌监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同时也能监测出水体环境中对人体有害的细菌，如大

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菌群，为水体环境的污染治理提供切

实有效的参考依据。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与不断进步，信息技术手段

与微电子技术也在逐步发展，生物传感器被广泛应用在环

境监测中，通过对生物的活性材料作为分子的识别元件，

从而通过电磁信号的方式，将外界对其产生的理化性有效

传递出来，再用接收器进行接收分析其电磁信号，也可准

确获取外界环境污染情况。

4 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生物监测技术的进步发展，与以往的

监测技术相比，生物监测技术作为一种新颖的技术，具有

其长期性、富集性以及综合性的优势，既能监测出外界环

境污染的具体程度、污染种类等，还能实时获取外界环境

污染物变化情况，为整体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和治理工作

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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