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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水生植物在水环境生态环境修复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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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生植物在改善水环境生态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使用快捷方便且效果良好的生态集水工程越来越

受到广泛使用，这得益于设计技术的不断提升，项目内利用水生植物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随着水生植物

利用范围的扩大和应用方法的深入研究，这样科学地利用水生植物利于水环境生态环境修复是当前的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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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态环境是全球水资源循环运动的重要工作部分，

并为人类工作和生活提供重要的水资源。但是，在我国，随

着社会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水资源滥用和污染情况

逐渐严重。所以，为保护我国生态环境，必须注重水环境生

态环境的修复，合理利用各种水生植物，提高生态系统的自

净能力和恢复能力。

1 水域生态环境修复

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导致我国城镇人口快速增加，水资源

利用成为城镇化需要特别关注且持续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在

利用水资源时，如果使用不当则会造成周边水体环境污染和

恶化，从而影响水域环境保护进程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进而严重阻碍城市发展。在处理水域生态问题能力方面，当

前我国水库建设质量不高，导致水环境的恢复、改善、修复、

填充等工作严重管理受阻。根据生态原则，使用适当的技术

资源，完全或部分恢复受损、退化或破坏的水域生态系统可

以起到防止水域生态环境破坏、恢复受损水域生态环境和为

它们创造可接受的自我调节稳定生长条件的作用。随着公众

水体修复意识的逐渐增强，我国水域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水平

也在不断提高。其中，水域生态环境的自我管理是恢复水域

生态环境的最重要方式，也是最基础的方式。此外，为增强

水域生态环境的恢复能力，需利用多种水生植物最大限度地

保护水域生态环境[1]。

2 水生植物的生态功能介绍

水生植物是湿地生态系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生植

物具有如在水中产生氧气、循环磷、分解溶解氧、防止浮游

生物扩散、减少地下水富营养化、增加地下水的自净能力等

重要的基础功能，可以有效地保持栖息地、水资源和维持沿

海栖息地的多样性。

2.1 维护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功能

水生植物为鱼类、鸟类和其他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

地。春夏两季，植物多，水生植物也可以为水中的动植物提

供食物，促进水生生物的繁殖。同时，在寒冷的冬季，水生

植物芦苇丛是鸟类避雨避风的良好环境，此外，水生植物群

落还可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地，有效保护城市湿地生物多样

性。由于水生动植物的存在，逐渐重建了具有多种生态系统

的水生环境。

2.2水生植物中的生态修复功能

当水生植物暴露在光线下时，水生植物从空气中吸收二

氧化碳并释放氧气，通过在水中留下某些物质来改善水质。

所以，水生植物具有初级水净化功能，可以有效缓解水体的

富营养化。最近，对各种水生植物的脱氮效果进行了许多比

较研究，发现其中一些水生植物可将水中大量的磷及氮固定

在水生植物体内，从而真正达到降低水中养分含量的效果。

例如，水葱可以改善水中的酚类物质含量，芦苇可以避免水

下悬浮固体。另外，水生植物可以促进水中悬浮固体和污染

物的沉积和分离，并降低水中盐的营养水平，以此达到抑制

水中藻类物质的生长的目的。从而降低底泥污染程度，提高

水的清澈度，提高生态循环功能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因此，

在水生态管理和水域环境恢复的背景下，水生植物可以对其

产生积极有利的作用。此外，水生植物还可以美化水生态环

境，维持水生态平衡[2]。

3 水生植物在水环境生态环境修复中应用

3.1水生植物的选择

利用水生植物恢复水环境生态环境需要确保生物与环

境的和谐共存。人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处于

独立生态环境外的部分。在利用水生植物之前，需要先了解

当地水环境的发展特点，选择适合该区域生长的水生植物，

以避免造成破坏环境和入侵生态平衡的局面。同时，不同的

水生植物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当的种植方法和不适的生

长环境会降低植物的生产力，最终导致经济损失。例：种植

再力花时，必须保证土壤呈微碱性。北方水域生态环境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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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种植芦苇。芦苇是喜湿性植物，但必须注意避免长时

间浸泡，以免在土壤中缺氧，进而造成烂根。在选择水生植

物时，选择根茎相对强壮有力的品种也很重要。这种水生植

物可以净化水中的各种杂质，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此外，

水生植物的根茎和叶子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如果根茎更

突出，那么水生植物的叶子则会更漂亮。这些水生植物不仅

具有很高的生态再生能力，而且具有极好的装饰价值。

3.2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是一种综合性的生态系统，可以选择种植根茎

更坚韧的芦苇和其他植物，以净化保护水体，主要分为地表

水体和人工水体[3]。种植水生植物是建造人工湿地的重要组

成部分，水生植物可以对湿地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将湿

地水生植物根茎中多余的养分转化为氧气，减少湿地中许多

藻类的生长，防止湿地土壤中多余的营养成分向水中释放，

以发挥平衡生态系统的作用。在选择建造湿地时，还应综合

考虑各种水生植物的耐水性、根茎的生长情况、生长特性、

抗冻性、对微量元素的吸收能力以及植物的造价等等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目前，人工湿地主要种植荷花、纸莎草以及

灯芯草等水生植物。

3.3 植物浮岛

水体富营养化是世界都关注的水质问题之一。我国 37

个代表性湖泊中，79.3%的湖泊存在富营养化问题，其中

55.8%为中营养，14.7%为营养，8.8%则为重营养型。我国 90%

以上的水体污染是由于水中含有过多的微量因素造成的，而

水生植物生长的主要条件是多种微量元素。针对这个问题，

我国采用了植物浮岛技术。该技术利用环境工程的原理，可

以通过降解水，以减少水中对化学氧、氮和磷的需求，以达

到净化水的作用。植物浮岛以水生植物为主体，以高分子结

构为支撑，充分利用物种之间的共生关系创建人工生态系

统，减小水源所需负担的压力。采用植物浮岛技术，可以有

效提高水体的清澈度，提高水循环性能，抑制大量藻类的生

长。目前，植物浮岛主要用于打造城市湿地，也是修复城乡

生态系统水污染的主要技术[3]。

4 水生植物在水生态环境修复工程中的维护管理要

点

4.1维护管理组织及实施

水生态环境修复工程完成后，该项目无法立即体现它的

作用。项目完成后，根据实际情况和项目管理情况，建立完

善的管理体系，并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该体系需要具体

描述维护管理的细节，组织相关人员、原材料和其他资源，

并对紧急情况实施紧急行动。

4.2水生植物种植后的及时收割

定期收割水生植物是一项重要且必须完成的任务。及时

收割可以去除水体中的各种杂质，以减少因植物的腐败造成

再次污染的可能。通常，水生植物在冬季进行收割任务，在

春季收割 1-2 次。此外，工作人员应有目的地组织他们的管

养工作。

4.3加强水生植物种植后的补种及更换品种

应根据水生植物的生长情况，及时清除不能存活的水生

植物并进行补种。如果了解到这个物种不适合在该区域生

长，则需要及时更换物种。

4.4注意要控制外界环境变化

管养水生植物的过程需严格考虑项目中规定的环境要

求，不能随意更改水生植物的生存环境。如果在外部环境的

变化将有利于促进水生植物的生长的条件下，可以更改外界

环境。要考虑控制外界环境变化因素包括空气质量、水流速

度，以及不适合使用除草剂等物质预防和控制病虫害[4]。

5 结语

也就是说，在利用水生植物修复水环境生态环境时，每

个环节都必须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管养工作。利用水生

植物修复水环境生态环境的项目主要包括人工湿地以及植

物浮岛等，但采取这些项目的应用应该根据水环境的生态环

境特性种植适合的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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