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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 1

1. 外源污染控制

首先，降雨原位自动膜滤系统主要是通过低压过滤

膜对雨水进行处理，将径流雨水中污染物去除。系统选

取的过滤膜为折叠式，并设置相应的存储池，便于持续

性暴雨时节通滤芯进行自动清洗，减少沉淀物对其损伤，

延长过滤使用年限。同时，在河道末端安设相应的雨水

管网，当河道内污染物较多时，将过滤之后的水体排入

水管网中，减少水体对河道直接污染。其次，驳岸生态

滞留系统主要是针对暴雨时节未能及时排入水管网中的

水体，增强河道纳污能力。该系统将水面、驳岸及陆地

构成整体，通过植被间隙实现物质交换转移，从而提升

水体中的溶氧量，实现水质改善目的 [1]。

2. 内源污染控制

外来污染物主要是河道内存留时间较长、形成较多

的淤泥，成为影响河道水质的二次污染成因，其底部淤

泥难以控制，同时在特定条件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

进入上层片源水中，造成二次污染。河道淤泥处理常用

措施主要包含机械清淤、淤泥生物酶降解两种技术。该

方式处理速率较快，清除成效优良，其中机械清淤成本

较高，适用于污染较为严重且面积较小的河道；生物酶

河道治理主要是利用河道内微生物活性，将污染物进行

降解或转化，该措施适用于面积较大且污染程度较低的

河道 [2]。

3. 人工净化技术

河道水环境受外界污染物侵入导致生态系统失衡，

应积极选取有效治理措施进行处理，降低污染物实际浓

度，从而恢复生态系统平衡。人工净化措施成为增强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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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防污能力的重要途径，当前应用较成熟的是超微净化

水处理，基本原理是通过超高压气水混合技术，产生大

量的微米级氧化气泡，降低水体中氮磷含量，增强水体

洁净度，成为水环境治疗中的最佳工艺 [4]。超微净化水

处理技术可降低水体中污染指标，短期内氧化气泡能消

除河道内藻类对水体的污染，使颜色恢复至正常；微米

级气泡自身拥有正电荷，可利用正负电荷吸引原理，降

低水体中胶体含量。

二、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

的应用策略

1. 控制外源污染

在一场暴雨之后，河道水的水质污染情况要远远的

高出于生活污水的污染情况，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下还

不能够运用单点源的控制来开展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

因此，在进行河道水环境治理工作过程中，通常情况下

都会运用到雨水原位自动膜滤设备，实际上雨水原位自

动膜滤设备属于一种超低压过滤膜，不仅如此，其也是

一种前处理以及膜过滤一体化的系统。雨水原位自动膜

滤设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能够实现将雨水当中存在的污

染物有效去除，不仅如此，还可以实现将水体进行净化。

雨水原位自动膜滤设备中的设备滤芯能够将暴雨进行反

复过滤，这种情况下还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的累积量 [4]。

2. 控制内源污染

在当外源污染流入到河道水当中的过程中，久而久

之则形成了底泥污染，而底泥污染可以将其视为二次污

染源，对于城市河流水质能够起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以及

制约作用。即使在此基础上外源污染情况已经获得了有

效的控制治理，但是，因为在底泥当中存在着一定的重

金属污染物以及大量的氮磷，而这些物质在一定的条件

下会重新的释放进入到河道水当中，进而最终形成了再

一次污染 [3]。

在控制内源污染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运用多方位生

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范国涛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在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工业、化工等行业通过多种渠道对水资源进行了广泛利用，造成了不

可再生水资源的严重污染问题。在此过程中，河流水质的污染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和日常生活，因此加强河流水质的

治理十分重要。多方向生态修复技术在河流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河流水质环境，提高河流水治

理工作的效果。因此，应重视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在河流水环境治理工程中的应用。

关键词：生态修复技术；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应用



53

环境与发展3卷4期
ISSN: 2661-3735(Print); 2661-3743(Online)

态修复技术时，一般情况下都是采取运用生物酶底泥修

复技术以及机械清淤技术两者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简

单来说就是指生物治理法以及物理治理法相互结合的方

式，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快速看见效果、具备

非常高的去除污染工作效率，还能够最终达到可持续的

目的 [5]。如果在进行内源污染控制的过程中，底泥修复

存在着低污染附着以及大面积等等一系列的特点，那么

在治理的过程中则可以采取生物酶底泥修复法，其主要

在于能够激活微生物的活性，能够促使微生物活性的降

解能力获得有效提高，而在此基础上还能够为今后开展

内源污染控制奠定良好基础。

3. 水体自净系统

在河道水环境治理污染工作开展过程中运用多方位

生态修复技术时，水体自净系统在河道中的建立是重要

举措之一。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通过

水生动物以及水生植物两者之间共同组成的自然生态链，

而这种生态链对于河道水当中的污染能够起到转移的效

果以及降解的效果。与此同时，生态链还能够实现将水

体当中的有用物质进行吸收，这种情况下还能够针对于

水体起到净化的作用价值。挺水植物群落、沉水植物群

落以及浮叶植物群落是水生植物当中的主要群落类型，

在这当中，浮叶植物群落以及挺水植物群落在河道水当

中主要发挥水质保持功能价值、生态美观功能价值。而

针对于沉水植物群落而言，是决定着河道水水体生态功

能修复的重要以及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沉水植物群

落也是影响到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环境多样性以及稳定性

的关键性因素 [1]。

一般情况下可以在河道水浅水区域当中进行常绿矮

型的水下草皮的种植，可以在河道水中部或者是深部水

域进行四季常绿的种植，在此基础上能够在河道水当中

形成水下森林，并且水下森林还具备着易活的特点。想

要达到将水体杂质过滤以及沉淀的效果，这种情况下可

以在河道水当中投入海螺、青虾以及河蚌等等相关动物。

不仅如此，河道水当中的浮游生物还可以针对于水中的

相关腐蚀物以及漂浮物等等进行摄取，这种情况下能够

促使水体的清澈度有效提升 [2]。

4. 人工模拟生态修复系统

（1）河道曝气生态净化系统

所谓的河道曝气生态净化系统，就是指将河道水当

中所存在的生物作为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人工曝

气，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实现构建一种模拟大自然的生态

处理方式，以此能够有效减少河道水当中存在的污染物，

进而使得河道水的水质获得进一步改善。针对于河道曝

气生态净化系统而言，通常情况下需要以下三种氧气主

要来源，其中包括：大气复氧、人工曝气复氧以及河道

水当中存在的水生物，水生物在光合作用的作用之下输

送氧气 [3]。在进行河道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运用河道曝

气生态净化系统时，河道水原本的水体环境会构建成为

一种相对较为复杂的植物生存系统，在这个植物生存系

统当中，具备十分丰富的真菌物质、细菌物质以及藻类

物质。在运用河道曝气生态净化系统这种方法时，通常

情况下都会运用到物理吸附作用以及生物吸附作用，在

此基础上能够实现共同将河道水当中存在的污染物处理

掉，最终还能够形成食物链，在此基础上能够使得净化

水质的目的得以有效达到。

（2）生态草技术

所谓的生态草技术实际上在运用的过程中是通过运

用一种生物膜载体技术，这种生物膜载体技术是一种新

型的技术形式，是通过针对于生物膜进行模拟，然后在

此基础上增添菌群，这种情况下就能够使得净化水质的

目的得以有效实现。其实，生物膜载体技术在西方国家

的运用更为普遍 [4]。针对于生态草技术而言，在实际运

用过程中可以将其分为多种形式，例如：仿生学生态草

或者是细绳状生态填料法等等。在我国社会获得迅速发

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被开发被运用，这些

新型材料的运用能够实现有效优化菌群的承载能力。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河道水环境治理工程开展过程中，运

用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能够使得河道水环境的良性循环

得以实现，不仅如此，对于河道水环境生态系统的稳定

而言也存在至关重要作用价值。与此同时还能够为河道

水环境当中的动物以及植物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空间，而

植物以及动物存在着非常优秀并且自然的生态治理功能，

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多方位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水环

境治理工程中的运用能够实现治理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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