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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心，特别是水边的

自然景观及城市水体景观的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一种

比较新的水体原位修复技术“生态浮床”应运而生，是

由漂浮在水体上的类似于筏子的人工浮体作载体，水生

植物在浮体上生长。国内、外利用该技术的很多研究与

实践经验表明，生态浮床在污染水体净化、生境改善和

生态修复中具有多种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可创建生物多

样性、增加景观效应、创造经济效益。

德国的BESTMAV公司最先构思出生态浮床技术，

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的琵琶湖生态浮床已经开始用于

鱼类的产卵并收到效果，我国1991年已引进了生态浮床

技术，由于浮床的单方造价偏高的原因[3]，未大范围推

广使用，直至目前浮床的应用仍处于试验阶段或小范围

应用。北京、武汉等城市已经利用生态浮床治理水华、

防治蓝藻并取得一定效果；无锡太湖利用生态浮床通过

种植美人蕉、空心菜、水稻对水质进行了净化研究取得

了一定的经验；南京煦园利用浮床进行无土无栽培，通

过种植水芹、空心菜、黄花菜来净化湖水，水质指标达

地表水Ⅲ类标准。充分利用我国广阔的水域面积，在生

态浮岛上种植经济作物或粮食作物，可缓解当前用地紧

张的矛盾，同时收获大量的农产品，经济效益明显。邴

旭文等试验证明适当提高植物的覆盖率对净化水质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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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水呼吸作用的存在，当植物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

时，最终会导致其他水生生物和鱼类竞争水体的溶解氧，

故不是无限性的提高植物覆盖率对养殖都有利，经试验

证明覆盖率为20%时效果相对较好[4]。生物浮床具有众

多优点而备受关注后，将粮食、蔬菜等农作物引入浮床

种植虽已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未做为全新的养殖、种植

型复合农业提出，同时对浮床植物的产量以及通过植物

体移出的污染物量的报道也比较少，本文从多方分析并

初步提出水上农业、城市绿化、生态系统与水环境修复

组合的一种复合型模式[5]。

一、生态浮床对水环境的改善

1.水质净化

生态浮床是利用无土栽培技术，把植物改良或驯化

移栽到水面上，通过植物深入水中的强大根系及浮床能

够有效遮蔽阳光的特点，为水体提供适合各种厌氧、好

氧微生物生存的氧化还原微环境，通过微生物的降解去

除水体中部分氮、磷等污染物，通过植物的吸附、吸收

将水中富营养物质转化为植物所需的能量，随着植物的

收割移出水体，生态浮床具有挡截、过滤水体中悬浮态

和非溶解态污染物的净化功能，提高水体透明度，有效

降低有机物、营养盐等。生态浮床上的植物（石菖蒲和

芦苇等）能够分泌克藻化学物质，控制浮游藻类的生长

繁殖，达到抑藻目的[6-9]。

2.生物多样性

生态浮床能有效减缓风浪的冲击、减少水流短路，

促进生态恢复。建立生态浮床之后，甲壳类、腹足类的

物种数目都增多了，同时为高等水生动植物及鸟类提供

良好的栖息地，特别是在“人类包围”的城市生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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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鸟类提供一个“水上家园”。在上海九星村河道治理的

生态浮床上，已发现一些鸟类的巢穴，并根据它们的筑

巢习惯在浮床上进行特殊布置。上海欧保环境的很多河

湖治理经验表明，在生态浮床的下面聚集着各种鱼类且

大多为幼鱼，通过在浮床的下面系上一些绳子可以强化

生态浮床作为鱼类产卵床的功能。广东省高明市利用深

水鱼塘特别是富营养化严重的池塘进行浮床水稻栽培，

既净化水质，又为鱼类提供饲料，做到种稻、养鱼、净

水三不误，形成生态经济良性循环。

3.环境效益

生态浮床上栽植了大量植物，被称为“水上花园”，

通过种植观赏性植物及常绿植物，在水体上营造绿地，

从而增加城市含绿量，生态浮床上的植物郁郁葱葱、绿

意盎然、引人注目，对人们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增强环

境保护意识[10]。

二、生态浮床对经济的改善

生态浮床净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原位水体生态修复

方法，既充分利用自然净化生物系统中各类水生生物间

相辅相成的协同作用来净化水质，同时还具备改善美化

水体景观，创建水生生息空间的综合效果，实现了生态

净水、景观美化、经济效益的三合一目的[11]。江苏海安

县曲塘镇2017年成功打造了水上种菜水中游鱼的新型农

业，先期种竹叶菜冬季种植水芹菜，每亩纯收入8000元

左右，每年还可投放20T鱼苗，为农业开创了新格局。

陈家长通过以空心菜浮床栽培对集约化养殖鱼塘水质的

影响证明了，空心菜作为水上农业系统对水环境的原位

修复效果，空心菜浮床栽培对鱼类产量及成活率的影响

中，在对其昼夜观察均未发现鱼类浮头现象，且鲫鱼、

鳙鱼、草鱼的成活率分别提高了11.9%、4.4%、41.5%，

养殖段浮床栽培空心菜还促进水体的物质循环，加强水

体的自净功能，提高鱼类成活率，对水中的营养盐的吸

收大大抑制了藻类的生长。空心菜可以一次栽种而多次

收割，这对净化污水以及将营养盐不断从污水中输出而

不致造成二次污染有很强的优势[12]。菱角对富营养化水

体有较好的净化作用，能改善水质，减轻水体的富营养

化程度，此外菱角富含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且具有

多种药用功效，可作为特色蔬菜在市场销售，具有一定

的经济效益，同时菱角可以很好地与其他水生植物结合，

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作为观赏植物，对景观水体进行优化，

营造兼备观赏、净化和经济于一体的生态水景，具有良

好的应用前景[13]。在冬-春季节利用浮床技术种植水芹

与空心菜净化重污染水体，在取得良好环境效益的同时

也能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美人蕉在时间上的交错，实

现浮床植物整年的季节性衍接[14]。深水区域使用浮床种

植水芹，也能保证耐寒水生植物安全度过冬季和保持较

高的净化能力[15]。

三、复合型组合生态模式展望

水上农业种植既美化了环境，又净化了水体，还增

加了经济收入。

人工浮床是用水生植物作为主体，运用了无土栽培

技术原理，在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吸收周围的二氧化

碳气体，释放出氧气，同时达到了净化空气的目的，它

利用表面积很大的植物根系在水里形成浓密的网吸附悬

浮在水中的物体，逐渐形成生物膜，降解水中的氮磷营

养物。生态浮岛是一种生态治理水环境技术，对治理水

体无二次污染。在浮床上种植植物不仅起到净化水体作

用，还提高了水面的绿化量，提升了水体景观，创造了

经济和社会价值，增加生物多样性，有利于生态平衡的

重建，形成水体的良性循环，实现一举多得。

生态浮岛将水培与水质净化结为一体，延伸了农

业空间，将农业种植扩展到水面，从而为建立大规模

水上花园、水上农场提供了可能，突破我国种植业耕

地少的制约，同时改变了水质净化和环保建设只投入

而没有产出的现象。为政府水体治理积累和拓宽了资

金来源[16]。复合型组合生态模式，以“污染”为“资

源”，实现农业与环保、景观多赢的新格局，具有很大

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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