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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在河道整治工程中的运用

 基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河道水体污染问题也愈加明显，所以，河道水环境改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
，本文以某具体工程为例，阐述了水体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在河道治理工程中的具体方式，希望有所帮助。

 一、工程项目概述

 S港位于A河的北方，属于A河的一条直流。其中，河道主要是以“L”型分布，且南部与B河相通，向西到C路，以
西则是D区。在D区内部，河道主要向西方向与T港相通。S港是该城市中心城区最具代表性的开放公共区域，其功能
诸多，不仅可以调度水资源，同样可以防汛除涝。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功能也逐渐突显出来。然而，S港的港内与港外都有存在污染源，最重要的水生态
系统结构以及功能并不合理，使S港的状态失衡。除此之外，根据实践调查结果可以发现，S港水体富营养化的问题突
出，而且蓝绿藻数量很多，透明不高，水质也呈现出绿色，对水体景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必须要尽快完成整治。

 二、前期工程建设研究

 （一）水体除杂作业

 所谓的水体除杂，具体指的就是针对水体当中的杂草、鱼类与垃圾等展开全面地清理并转移，而主要的目的则是将
人工湖当中的有害物种与垃圾及时清理干净并给转移，确保水体内部不存在野生的杂草，营造良好的水体环境。

 （二）基地改良作业

 一般情况下，基地改良主要是针对水体底泥予以消毒并且对活性淤泥进行活化处理。这种方式的主要目标就是将富
营养化水体底质当中所含的福寿螺剂其他病原体全部杀灭。将石灰乳泼洒在水体当中，能够对底质酸碱程度进行有效
地改善。对基质用的微生物菌种进行改善，具体可以细化成两大种类：

 （1）混合光合细菌、有益芽孢杆菌以及有益放线菌的微生物群体系统，一般情况下可以分解水体当中含碳有机物
与含磷硫的物质。

 （2）反硝化细菌和氨氧化细菌的混合微生物群体系统，通常可以分解水体当中的含氮物质。

 三、水体生态修复的预处理系统和水循环系统

 （一）水体生态修复预处理系统的合理布置

 在河道的上游很容易出现污水排入的几率，要想使河段生态系统治理过程中的冲击负荷明显下降，应当对挂膜和生
态浮岛技术予以合理地运用并有效结合。与此同时，还应当保证所设置的生态浮岛型预处理挂膜系统更加科学合理。

 針对该工程项目而言，应该在上游河道位置有效地设置生态浮岛型预处理挂膜系统，共有5处。而生态浮岛则是通
过对PE管进行运用，进而设置出方形亦或是弧形的围栏。其中，浮盆的直径应控制在30cm～33cm，对PE材质进行运
用并制作。而浮岛挺水植物一般选择使用小黄花或者是香菇草等等。

 （二）水体生态修复水循环系统的合理布置

 针对水体的复氧处理，应合理地使用强力微曝气的方法，确保水体氧化还原电位得以提升，同时可以消减消耗氧气
的物质，有效地强化水体本身的净化功能。这样一来，水体污染负荷就会得到有效地缓解，保证河道的生态系统得以
及时地恢复。

 通过对曝气增氧系统的运用，使得水体当中的溶解氧不断增加，这同样是微生物的繁殖与挂靠最重要的生存条件。
将溶解氧注入到水体当中，能够适当地修复已经处于断开状态的生物链，还能够将水体具体状况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科学合理地构建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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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对曝气增氧系统的运用还可以有效地消除水体当中超饱和有害气体，与此同时，还能够严格抑制底泥营
养盐的释放程度，以保证水体环境的得以改善，尽量降低水生动物的患病几率。

 在该工程项目中，平均水深在2m左右，且水容量在6万m3。但因为上游来水的污水几率较大，所以应当在上游区域
，不超过300m的河段之内将功率为3000W的曝气增氧机进行设置，使得河道的水流始终保证循环运行，以免死水溶氧
不充足引发水体发臭的问题。

 四、以食藻虫为核心的水体生态系统建构

 （一）沉水植物的投放

 通常来讲，沉水植物所指代的就是大部分植株亦或是全部植株沉没在水体以下的植物，为保证其更好地生存，必须
要使得水体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特征，因而被当作水生态修复工作的关键点。

 对于沉水植物的投放，能够有效地净化水质，具体表现为：第一，可以吸收水体内所含有的重金属与磷等物质，进
而降低水体当中的污染元素；第二，可以在植物体表附着微生物，并且构建生物膜系统，以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第
三，通过生态作用所形成的次生氧能够将有害细菌杀灭；第四，在强光合作用之下，水体当中的有机絮出现凝体，并
且形成气浮效应，这样一来，氧化分解的速度会加快；第五，在同生态位竞争的基础上，生物因子会不断释放，进而
抑制藻类生长。

 将沉水植物应用在生态水的处理过程中，必须要满足以下3个条件，即具有较强的净水能力；具有一定的景观效果
；可以对泛滥生长的种类进行控制。

 在沉水植物丰富的情况下，水质清澈且溶解氧相对较高，具有较强的生物多样性。但在沉水植物消失的情况下，会
增加水体的营养程度，为藻类的疯长提供条件。这样一来，水体内部的生物多样性就会降低，导致水质更加浑浊。

 （二）有效投放食藻虫

 在种植沉水植物以后，可以投入适量的食藻虫，进而有效控制水体内部的蓝绿藻生长，使得水体透明度明显提高，
并且达到沉水植物光合作用的目的。食藻虫会摄食水体蓝绿藻，并且排泄出营养分泌物，为沉水植物的成长提供保障
，增强生态建构的实际效果。食藻虫能够和沉水植物构建虫草共生的系统，为水生植物的稳定生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合理配置水生动物系统

 放养水生动物需对其物种配置结构进行充分地考虑，并且科学合理地设计出水生动物的放养模式。在滤食浮游藻类
的作用下，能够对蓝绿藻进行有效地控制，而且氮磷都会实现营养级的转化，通过鱼产量的形式固定，进而保证水质
的净化。

 在此过程中，整个生态系统当中所放放养的水生动物种类以及数量有一定的要求，主要的目的就是有效净化水质，
保证生态系统稳定。

 （四）合理配置浮叶植物系统

 要想全面提高水景观的质量，将观赏价值较高的浮叶植物配置在河道的内部。当修复生态以后，河道中的虾磷就会
显现出来，而且底部水草会飘荡，形成高质量的水中景观。充分利用水生植物造景功能，并且结合净化水质的功能，
可以更好地构建始终循环的自然生态景观系统。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S港河道整治工程的水体生态修复设计作为案例，阐述了水体生态修复技术的具体应用，实现了
水体水质改善的目标，有效地构建了河道景观。而在后期河道治理的过程中，应在确保水资源调度的基础上，对河道
水生态系统进行合理地构建并完善，使得河道的生态特征更加明显，营造更为和谐的河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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