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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水环境污染却越来越严重。科学发展观强调以

人为本,坚持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和谐一致,因此水污染控制和受污染水环境修复的研究和实践一直都是水环境领域的热点问

题。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的保证。本文对我

国目前的水环境现状进行了介绍,并通过了解我国水环境保护目标,提出了一些简单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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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淡水资源的现状 

我国水资源短缺：我国淡水资源总量较多,河川径流总

量居世界第六位,但是由于我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按人

口、耕地平均,人均和亩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1我国淡水资源在地区上分布不均,水土组合不平衡：

我国的水量和径流深的分布总趋势是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

陆递减,并且与人口数耕地的分布不相适应。81%集中分布在

长江及其以南地区,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36%；淮河及其

以北地区耕地面积占全国 64%。 

1.2 我国降水及河川的年内分配集中,连丰连枯年份比

较突出：我国主要河流都出现过几年来水较丰和几年来水较

枯现象。降水量和径流量在时程上的剧烈变化,给淡水资源

的利用带来困难。要充分利用淡水资源势必修建各种类型的

水利。 

1.3 淡水资源污染波及全国：如果从淡水资源人均占有

量上说,中国缺水主要是指北方区域的话,那么,淡水资源的

污染却是一个具有全国性的问题。而且,越是丰水区和大城

市,越是人口密集地区,往往污染越是严重。 

1.4 用水效率低：首先是用水效率低,而且,越是缺水的

地方,效率就越低。农业用水利用率普遍偏低,目前,生产单

位粮食的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 2 倍～2.5 倍,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远低于先进国家 75%的水平,单位 GDP 用水量是先进

国家的十几倍到几十倍。 

2 水环境中污染物特征及来源 

我国城市地表水体主要是受到氮、磷等富营养元素污染,

同时还受到一些难降解有机物、农药、悬浮物、汽车尾气、

雾霾的污染。越来越多的污染物排放到水体中,在水环境中

经过长期的积累,使得水体污染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于水

体流动性较小,自净能力也较差,使得城市水体形成一个具

有内在动力的密闭系统,水体通过此系统进行各种物质的转

化。与此同时,水体中多种污染物共存并相互作用,多种污染

行为同时发生,多种污染效应之间出现协同作用或者拮抗作

用。这些同时发生的物理、化学及生物作用,使得水环境污

染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恐怖。 

3 生态修复技术在水环境修复中的应用 

3.1 物理方法 

3.1.1 人工增氧。污染严重的水流由于耗氧量远大于水

体的自然复氧量,溶解氧普遍较低,甚至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此时的水体水质严重恶化,水体自净能力低下,水生态系统

遭到破坏。人工增氧(曝气复氧)能较大幅度地提高水体中溶

氧含量,加快水体中溶解氧与黑臭污染物质之间发生氧化还

原反应的速度,并且提高水体中好氧微生物的活性,促进有

机污染物的降解,这些作用对消除水体黑臭现象具有较好的

效果。 

3.1.2 外源控制。实施截污工程或者引排污染源。对于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这样的点源,应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严禁未经处理排入湖泊与河流；对初期雨水应适当进行简单

处理后,再排入水体。通过水利设施(闸门、泵站等)的调控

引入污染水域上游或附近的清洁水源冲刷稀释污染水域,以

改善其水环境质量,有利于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 

3.2 化学方法 

3.2.1 杀藻技术。利用化学药品来控制藻类是一种快速

有效的传统除藻方法。但是化学除藻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

并不能将氮、磷营养盐移出水体,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体

的富营养化问题。而且不可长期使用,否则会造成化学药品

的生物富集和生物放大,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死亡藻类也会引起二次污染。 

3.2.2 凝聚沉淀。水中的内源性磷对水体富营养化具有

很重要的作用。磷的凝聚和沉淀可以延缓内源性磷从底泥中

的释放,使其不能成为藻类的营养物质。常用药剂有 CaCO 3、

Al 2(SO 4)3、明矾等。沉淀技术发挥作用较快,但一般只作

为临时措施使用。同时底泥中的磷释放,除与其存在形态有

关外,还与许多环境因素有关；研究表明,升高温度、厌氧状

态、酸性或碱性条件能促进底泥磷的释放。 

3.3 生物方法 

3.3.1 生物修复。目前常用的生物处理技术包括好氧生

物处理、厌氧生物处理、厌氧-好氧生物组合处理；利用细

菌、藻类、微型动物的生物处理；利用湿地、土壤、河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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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净化能力处理等。比较先进的针对江河湖库污染大水体

的生物修复技术主要有：生物膜法处理技术、CBS 水体修复

技术和 EM 水体修复技术。 

3.3.2 生物制剂。向水体中投加微生物制剂,微生物与

水中的藻类竞争营养物质,从而使藻类缺乏营养而死亡。生

物制剂的选择十分严格,价格昂贵,需定期投放,同时存在外

来物种破坏水体生态系统的风险。 

4 植物修复技术在水环境污染控制中的应用解析 

4.1 对重金属的植物修复 

目前在水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污染物之一就是重金属,

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能够很好的达到对水环境中重金属吸

收的效果,这对于水环境的改善是极为重要的。植物修复技

术在对重金属进行处理的过程中,主要是应用所使用的植物

特性使得水中所存在的重金属能够得到降解,这在环保性方

面是远远高于其他处理方式的。在对水环境中的重金属进行

植物修复过程中,最常使用的植物类型就是超富集类植物,

为了更好的达到水污染的处理效果,一般情况下相关技术人

员往往会通过转基因技术或者育种技术把超富集性状转移

到生长速度较快、环境适应能力较强的植物中。 

4.2 对水体富营养化的植物修复 

富营养化是目前我国水环境中最常出现的问题之一,其

主要是因为水体环境中所存在的氮、磷等元素的量超过了标

准水平,进而导致水环境污染产生的一种方式。常规的水环

境治理方式是很难对氮、磷等元素进行完全消除的,这在一

定程度上对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造成了难题。植物修复技术

的应用则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水生植物的应用能够使

得水中的氮、磷元素被系数分解,进而使得整个水环境中所

含有的氮、磷水平得以降低,这对于水环境富营养化的控制

是极为有利的。利用植物修复技术对水环境富营养化进行治

理不仅不会对水体造成二次污染,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水体

的经济效益得到提升,这对于水环境的改善来说是极为重要

的。 

5 加强水环境保护的管理措施 

5.1 加强水资源保护宣传 

采取各种手段,向公众宣传保护水源地的重要性,树立

全民环保意识,引民公众参与和监督河湖水资源保护工作。 

5.2 采取有效的污染治理方法 

5.2.1 水源污染防治工程的目的,是为了有效防止江河

流域内的点源污染,及时控制现有的污染源,保障水质。 

5.2.2 面源污染防治工程,面源污染防治工程的目的为

了有效减少和防止流域内的面源污染,尤其是农业面源污染,

保障饮用水源水质。 

5.3 建立污染预警监控机制 

为了实时监测、控制江河流域的水质、水量安全状况,

提高预警预报能力,适应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的管理需求,

开展防染防治预警监控体系建设工作。 

5.4 严格执行污染责任追究制 

为了严防水资源的污染,要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

相关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责任制,坚持纠正和查处各种

违规违法行为,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严格追究相关人

的责任,确保水资源的安全。 

5.5 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与输送系统 

污水处理理应包括污水收集和输送,只建污水处理厂而

没有相应的管理网收集系统,不是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所

以建立完善的污水收集与输送系统是污水处理系统的关键。 

5.6 选择适当的处理工艺 

不同的地方,由于水量、水质不同,排放标准也不一定一

样,应因地制宜地选择处理工艺。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大

多采用一级处理及一级加强处理工艺,比较适合于污水排放

量不大或环境容量较大,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相反,二级

处理及二级加强处理工艺比较理想,这类污水处理工艺通常

以活性污泥法居多。氧化沟工艺因其处理效果好、性能稳定,

便于管理,在二级处理中被广为采用。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加快,我国环境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中,

很多企业为了眼前利益把各种废弃物都直接排放到河流中,

这造成了大量的水体污染,同时也对人们的生活、生态环境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我国必须采取相

关的技术和方法对水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治理,优化自然环

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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