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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钻井液微生物降解菌室内筛选研究
黄 敏$!李 辉$!李盛林$!叶永蓉0!何天鹏$!卢 另$!周丽莎$

!$&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公司安全环保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0&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工程公司安全环保处#

!!摘!要!针对川渝地区废弃钻井液成分复杂!污染危害大的特点"提出利用微生物法处理废弃钻井液的方法#
通过菌株分离!菌株筛选!菌株对废弃钻井液的降解利用实验筛选出/株降解菌株"进行了废弃钻井液的降解利用

情况研究"表明筛选出的降解菌株均能够以废弃钻井液为唯一碳源"具备了快速分解废弃钻井液的能力#

!!关键词 !废弃钻井液!微生物降解菌!筛选

!!中图分类号!1$20!!!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0%$$$%).%%’-.%0

!!引!言

!!废弃钻井液主要是由粘土%钻屑%加重材料%各种

化学添加剂%无机盐%油 组 成 的 多 相 稳 定 悬 浮 液 混 合

物&$’(其成分复 杂(污 染 危 害 大)我 国 每 年 打 井 数 千

口(每口井按产生量0%%!’%%4’计算(每年产生数十

万立方米的废弃钻井液)因此(实现废弃钻井液的无

害化治 理(对 钻 井 作 业 清 洁 生 产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义)
利用生物技术 处 理 废 弃 钻 井 液 的 方 法 在 国 外 已

得到应用并开始推广(但 在 国 内 却 正 处 于 探 索 阶 段)
废弃钻井液生物处理法是利用微生物代谢的多样性(
将绝大多数有机物降解成简单 的 无 机 物 甚 至560和

706(从而使废弃钻井 液 中 的 污 染 物 得 到 去 除(达 到

无害化目的)目前(将生物处理技术应用于废弃钻井

液的处理已成为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
针对目前川渝 油 气 田 最 常 用 的 聚 磺 类 体 系 钻 井

液进行了降解菌室内初步筛选研究实验(通过从废弃

钻井液最受关注的色度与568指标 变 化 出 发(筛 选

废弃钻井液降解菌(以期能探索出应用生物技术处理

废弃钻井液的前期基础)

"!钻井废弃泥浆降解菌筛选

!!实验钻井液样品采用了目 前 川 渝 地 区 油 气 田 开

采中最常用的聚磺类体系钻井液)

$&$菌株分离

取一定量实验样品用无菌水稀释成$9$%:)%$9
$%:2%$9$%:/系列(采用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混菌平

板 法(0/!’%;条件下培养0!-!(待单个菌落长出

后(挑取单个菌落于含’4<无菌水试管中(用振荡器

充分混匀(在培 养 基 上 多 次 划 线 纯 化(’%;培 养 至 单

菌落出现(镜检无杂菌后转接于牛肉膏蛋白胨培养基

上备用&0’)

$&0菌株筛选

采用<=培 养 液(接 种 供 试 菌 株(0/!’%;培 养

20>(将培养液离心%用%&(?的生理盐水洗涤)将分

离出的菌株稀释调 整 至 相 近 的 菌 体 浓 度(取@%%4<
泥浆(按-?的量分别接入供试菌种&’’*室温条件下曝

气@/>(静置-4#,(取稀释后溶液按照分光光度法测

定溶液吸光 度#68$&@’(同 时 按 照 常 规 重 铬 酸 钾 法 测

定各处理溶液568值&-’(根 据 吸 光 度 所 反 映 的 色 度

情况和568值变化选取优势菌)

$&’菌株对废弃钻井液的降解利用

在$%%4<灭菌备用的专用液体培养基内(分别

添加0&-%-%$%%$-%’%和-%A过 滤 除 菌 的 废 弃 钻 井

液作为唯一碳源(倒平 板(冷 却 后 分 别 接 种 选 出 的 优

势菌株(在0/!’%;条件下($/%B"4#,振荡培养’!(
观察各菌株的长势(然后采用稀释平板法测定在不同

添加量废弃钻井液培养基中的供试降解菌株的数量(
以确定其对废弃钻井液的降解利用情况)

#!实验结果与讨论

0&$菌株分离与筛选结果

经分离纯化(获得了$-株长势较好的细菌(编号

分 别 为 5.0.$%5.0.0%5.0.’%5.’.$%5.@.’%5.@.@%

5.-.0%5.).$%5.).’%5.2.$%5.2.0%5.2.’%5.2.@%5./.$
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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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离出的$-个菌株根据其吸光度所反映的色

度情况和568值变化选取优势菌!根据测定结果与

去除率结果分别绘制色度与568值 变 化 图"分 别 见

图$#图0!

图"!钻井泥浆接种不同菌株处理后

溶液色度值及色度去除率变化情况

图#!钻井泥浆接种不同菌株处理后

溶液$%&值及$%&去除率变化情况

!!图$结果表明$接种了供试菌株的废弃钻井液吸

光度都低于未接种菌 株"但 不 同 菌 株 间 存 在 差 异"根

据吸光度值变化计算 其 色 度 去 除 率"从 图$可 看 出"
各供试菌株对废弃钻井液溶液 的 色 度 去 除 率 都 大 于

0%?"按 去 除 率 高 于 @%? 的 标 准"筛 选 出 5.0.$"

5.0.’"5.’.$"5.-.0"5.2.$"5.2.0"5.2.@"5./.0等/株

菌株!
图0实验结果 表 明$虽 然 各 处 理 液 的568值 都

超过了M=/(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568
指标"但接种了供试菌株的568值在经过了@/>的

处理后"568值都有了大幅度降低"各供试菌株对泥

浆溶液的568去除率都大于2%?"大大低于未接种

菌株的废弃钻井液"按去除率高于/%?的标准"筛选

出 5.0.$#5.0.’#5.’.$#5.@.@#5.-.0#5.).$#5.).’#

5.2.$#5.2.0#5.2.’#5.2.@#5./.$#5./.0等$’株菌株!
根据色度#568去除率"筛选出对钻井泥浆色度

及568 去 除 率 都 相 对 较 高 的 菌 株 共/株"包 括

5.0.$#5.0.’#5.’.$#5.-.0#5.2.$#5.2.0#5.2.@#5./.0"
进行了菌株对钻井废弃泥浆的降解利用实验!

0&0菌株对废弃钻井液的降解利用情况

在添加了灭菌 废 弃 钻 井 液 的 专 用 培 养 基 中 接 种

优势降解菌"培养’!后"各供试菌株均生长良好"说

明所有菌株均能够以废弃钻井液为唯一碳源生长"而

且随着添 加 量 增 加"供 试 菌 株 生 长 越 好#数 量 越 多!
以菌株5.-.0为例"不同添加量废弃钻井液培养基中

菌株的数量见表$!随着添加量的增加"细菌数量由

$%’9$%)PQR’细 菌 群 落 总 数()<上 升 至2’2)9$%)

PQR)<"增加到2$&)倍!

表"!不同添加量废弃钻井液培养基中菌株的数量

泥浆添加量)A 0&- - $% $- ’% -%

细菌数量)’$%)PQR)<( $%’ @$) $@$)0’%(’$0%2’2)

’!结!论

!!通过 室 内 分 离 纯 化 及 对 废 弃 钻 井 液 浆 的 色 度#

568去 除 率 的 实 验"筛 选 出/株 优 势 菌 株"标 号 为

5.0.$#5.0.’#5.’.$#5.-.0#5.2.$#5.2.0#5.2.@#5./.0!
筛选的/株菌株培养’!后"均能够以钻井废弃

泥浆为唯一碳源生长"且随着钻井废弃泥浆添加量增

加"供试菌株生长越好#数量越多"说明这些菌株能够

以钻井废弃泥浆成分为营养物质"因而具备了快速分

解钻井废弃泥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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