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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发展,把世界各个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国家一体化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在所有问

题当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水资源的破坏以及污染。在人均水资源日益下降的同时,由于人类的不合理使用水资源导致的一系

列问题急需解决。故而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时代的背景下应用而生。水生态修复技术是指利用培养的植物或培养、接种的微生

物的生命活动,对水中污染物进行转移、转化和降解。净化水质、改善水生物生存环境,具有治污效果好,工程造价相对较低,

运行成本低等优点。因此利用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应用与探索急不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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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首要资源。在

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对自然环

境、生态都带来更大的压力和不同程度的破坏,水资源的破

环以及污染也日趋严重。在发展的同时,人类的不合理使用

水资源导致河湖水体污染,水体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

们的正常生活,并给人们未来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近

几十年来,各国为控制水污染花费了巨资改善环境并初见成

效。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对以往的治理水环境进行总结。

提出了生态修复技术。尊重大自然,尊重湖泊的自然运行法

则成为了新的生态修复技术的基础。 

1 水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而生 

水污染的例子数不胜数,在这些例子中最严重的是日本

水俣病事件。1950 年,日本的水俣湾附近的小渔村中,发现

了大量精神失常而自杀的猫和狗。1953 年,水俣镇发现了一

个不同与以往的病人。开始时步态不稳,面部呆痴,过了不久

出现耳聋眼瞎,全身麻木,最后精神失常高叫而死。1956 年

又有同样的病例。在专家的调查下,具体的原因是当地化工

厂将大量含有有机汞的废水排入水俣湾,使鱼中毒,进而导

致人和猫狗吃了有毒的鱼导致的痴傻之症。1972 年,日本政

府公布,这次中毒者 283 人,其中 60 人死亡。在一系列的水

污染导致死亡和中毒事件,人类开始斥巨资改善水环境。至

此有了水环境生态保护河湖治理的举措。 

2 水生态修复主要技术类型 

生态系统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

存和发展的状态。一个完备的水生态系统应该包括水生植物

和水生动物以及众多微生物和原生生物。水生态修复技术利

用培养的植物或培养、接种的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对水中的

污染物进行转移转化和降解,净化水质,改善,修复水生态生

存环境。 

河水治理的主要是在于截污。截污顾名思义就算是将污

水在源头上断绝。但是在一些地区污水管理系统还不完善,

将城市的污水随污水管排入河道,长期以来导致水体的富营

养化严重。大量的水体生物疯狂增长导致水体污染严重。故

而,水污染的管理是重中之重。根据以上的问题,提出的水生

态修复主要技术类型。 

第一点,生物处理技术。生物处理技术分为多方处理,

厌氧性,好氧型以及厌氧好氧组合处理。主要是通过有效的

培养微生物,通过培养微生物的数量,环境,品种同时结合人

工曝气的方法来稳定和加快水体污染物如 COD、BOD5、有机

氮的处理。处理技术主要根据我国的治理水域的范围决定。

处理技术的扩大主要是在我国的各大污染严重的水域进行。

原位生物修复技术,适用于严重河道的水质净化。 

第二点,修建生态网。在治理河道中,如果没有管理好污

水的排放,治理与污染同时进行的话,这样的努力也迟迟不

见效果。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生态网,在生态污染严重的

水域禁止化工产品的排放。形成一个生态网,将污染严重的

工厂关闭,让有害于人体的物质远离水源,在源头上形成一

个保护网。将不遵守生产的无良厂家挡在大门之外。生态修

复的成功指日可待。 

第三点,修建生态坡。将河道两旁建成生态坡的意义重

大。在生态坡的建立下我们可以将偷倒有毒污水的不法之人

绳之以法。此外,生态坡的建立有助于防洪蓄水。在大型的

洪水面前,住在河湖两边的人更加有机会逃生。在近岸人口

多的地方,我们可以种植根系发达的植物红柳等,不仅具有

观赏价值,依靠它们的固结土壤,防止滑坡等性质还可以有

效的保持水土流失情况。在生态坡的建立下,我们不仅仅可

以美化环境,还可以涵养水源。我们做的不仅仅应该只是生

态坡的建立,还应该做到生态坡的后续保护种植水生生物,

放养水生动物。维护水体的生态系统,从而降低水污染。还

自然一个有效的治理。在美化环境的同时,通过根系的吸收

可以使其达到净化作用。 

第四点、人工湿地处理技术。人工生态技术所具有的特

点：维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维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

养。调节气温和空气湿度。人工湿地的原理是利用自然生态

系统中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共同作用来实现对水体的净

化。人工湿地处理技术在中国应用较为成功,西湖湿地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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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就是其中之一。 

水生态技术的修复关键所在不仅仅是在处理,更是在源

头找问题。因此,污水处理也至关重要。近年来,污水处理厂

是我国各大城市市政工程的热门项目。清华大学在研究污水

处理的方面成就突显。一级处理的污水的具体,原武书的流

量在变化,流入的污水首先存在集水井里,接着设置细格栅,

将城市污水中的垃圾一级处理。控制系统要及时的将细格栅

的垃圾排出,以免造成堵塞。脱水处理的应用是将用重力的

方法将细沙泥土排净。通过搅拌和脱水将污水进行处理。二,

级的生物处理是微生物的方式将化工污水净化清理干净。将

产生的微生物吸收化工物质在沉淀池沉淀。在氧化过程中,

一部分回流,一部分送到污泥处理厂。 

3 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 

在我国治理中,闵行河道治理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治理

过程中,首先定位的工程特点防汛除涝,水资源调度、生态水

环境及航运。在河道的平面布置上,由于河道的宽窄不一,

线性丰富。采用生态坡的方法,河道的坡面采用透水性好的

石材,在空隙处种植水生植物,吸附有毒物质。布置人工湿度,

致使在维护生态的同时,让景观也得以美化。工程理念就是,

人水和谐,构建良好的生态水生系统。在满足抗洪,除涝,抗

震的前提下,仿生态学将河道治理的与自然和谐。将秉承的

是一切以自然为先的原则。 

在构建水生态系统的同时,提出了：“水安全,水环境,

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城市水生态系统的建设

模式。确立以水为龙头的保障系统。国内针对城市水安全,

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和水经济单方面研究较多,但尚未见

到五位一体的综合建设模式和综合体系。 

针对水资源生态系统对河湖的应用与探索的建设现状

中,水生态的安全性较低,水资源生态系统补偿机制不完善

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以及机制。 

生态河道治理是指在河道陆域控制线内,在满足防洪,

排涝,抗震及引水等河道基本功能的基础上,通过人工修复

措施促进河道水生态系统的恢复。构建健康,完整,稳定的河

道水生系统的活动。 

确定生态河道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机构和公众,分

析人类活动对河道进行的影响。当前我国河流综合生态系统

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全面整合并推出水生修复技术理念的内

容势在必行。它有助于解决污染物的降解问题。 

在以食藻虫为核心的水体生态系统的构建。一是沉水植

物的投放。对于沉水植物的投放主要在于能够有效地净化水

质。具体表现在吸收水体内所含有的重金属与磷等物质,进

而降低水体中的污染元素,另外还有在植物体表附着微生物,

构建生物膜系统,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此外,还有通过形成

的次生氧能够将有害的物质杀灭。在沉水植物应用在生态水

中的条件是既具有较强的净水能力,具有一定的景观效果,

可以对泛滥生长的藻类进行抑制。 

在种植沉水植物后,可以适当投入食藻虫。有效的控制

水体内部的藻类肆虐生长。为水生植物的稳定生长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合理配置水生植物动物的系统,保证有效的净化

水质,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 

在运用食藻虫原理,可以有效的改变水体的富营养化。

依靠食物链关系,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后期只需

要加以适当维护,效果便可长期保持。 

4 结语 

水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治理中的应用不仅仅在于应用

和探索,更在于管理。只有在管理好水域污染之后才可以将

应用与探索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大污水的管理制度。

让污染从源头中杜绝。改善河道问题,除了污染的问题之外,

我们应当做好宣传的工作,让水治理不仅仅只是一个部门所

应该关注的,而是让人民体会到水治理对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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