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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应用

刘东华

乌兰察布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中国·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为了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水资源安全，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论文以中国为例，分析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

护工程中的应用现状，探讨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加强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研

究与应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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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the problems of water resource shortage and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ater environment and ensure the safety 
of water resources, the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jec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The paper takes Chin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ngineering, explore the important role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in wate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ngineering, and propose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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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对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的研究，我们有助于显著提

升水环境保护工程的成功率和持久发展的潜力，进而为水资

源的可持续性使用和环境质量改善提供坚固的基础。生态修

复治理技术作为一种具有不可忽视应用前景的可持续水环

境保护方式，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展示了极高的实用性。随着

环境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对于水环境的管理，更应注重生

态的质量，这就要求我们应将生态恢复的方法应用于水环境

的污染控制中。为了恢复受损的水源，生态修复技术结合了

生物、化学、物理等多学科的研究手段，旨在恢复水体的原

始生态功能。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速和人类活动的

影响逐渐加大，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已经

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增长和公民的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水

环境保护的计划中，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已经变成研究主题，

并且获得了普遍的重视。

2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概述

2.1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的定义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定义为：通过对生态体系的修复和

调整，以达到提升生态环境的质量和恢复生态系统的服务功

能。该策略的核心是利用生物、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进行环境

修复，目的是修复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的平衡，并增强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与抗干扰性。生态修复与治理技术拥有综合

性、持久性、动态性以及科学性等多种特质，它是推进生态

文明发展的一种关键途径 [1]。

2.2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分类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可以根据修复对象和修复目标的不

同分为多种类型。按照修复对象，可以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

分为土壤修复、水体修复、大气修复等；按照修复目标，可

以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分为生物修复、物理修复、化学修复

等。此外，还可以根据修复技术的原理和应用范围，将生态

修复治理技术分为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湿地修复、物理

吸附等。

2.3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发展现状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出

中国关于生态修复治理技术进展和未来发展方向，并建议未

来加强基础研究和建立健全的技术标准体系。在最近几年

里，中国在生态学的生态修复治理技术方面，包括但不限于

研究、实际应用以及政策构建，都有着显著的进步和突破。

得益于国家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生态恢复与管理的技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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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断进步，同时也逐步实现了成熟和标准化。在中国技术

研究领域中，许多学者已经在微生物修复、植被修复以及湿

地管理等多个子领域实现了重要的学术突破和进展。在中国

多个水环境保护和土壤恢复项目中，生态的修复和整治技术

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实施和应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有关

机构已经连续发布了众多关于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应用和推

广的指导文件。在政策制定阶段，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一套

针对生态修复和治理的明确政策和策略，这无疑进一步推动

了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的进步与广大的采纳 [2]。如今，中国的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不仅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庞大的规模，而

且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即便如此，当前的生态

修复治理技术仍然面临着多个挑战，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成熟

度、成本效果和应用推广等诸多问题，这些方面都有待于进

一步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3 水环境保护工程概述

3.1 水环境保护工程的定义
水环境保护工程定义为，借助一套技术和管理策略，

对水资源进行维护和管理，确保水环境生态的平衡并确保其

可持续使用。涉及的范围覆盖了水质的检测、污染源的管理、

水质的清洁和生态的恢复等多个领域，目标是为了确保水资

源得到充分利用、确保水质的安全性以及保持水生态的完好

状态 [3]。

3.2 水环境保护工程的重要性
对于人类社会的持久成长和发展，水环境的保护策略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随着社会和经济的日益进步，人们

对于水质的要求也变得日益严格，这给生态保护和恢复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水被认为是支撑生命的根本，它在人类

生活及其不断进步中扮演了不可取代的珍贵角色。随着人口

数量不断增长和农业与工业生产活动给水环境带来了各种

影响，这使得大家对水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一个

健康的水资源环境不单单是提供清洁饮用水，它还确保了水

资源的持续稳定，维护了生态平衡，并助推了社会经济向着

更为健康的状态进展。伴随经济和社会的飞速进步，人口数

量上升和工业发展的步伐加速，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

长，但有限的水资源仍然难以支持人们对水资源不断增加的

需求。从相对的视角看，水质环境恶化有可能触发水资源的

流失、水质污染以及生态系统的损坏，从而对人们的日常生

活和社会进展带来了巨大风险。

3.3 水环境保护工程的现状及问题
虽然水环境环保的项目已获得广大公众的关心与高度

重视，但实际生活中，我们仍然面临许多与之相关的紧迫问

题和考验。水质恶化问题相当严重，因为工业废水、农业的

排放以及家庭生活废水等多种污染源持续涌入水资源中。进

一步地，水资源的过量利用与损害，加上过度的捕捞行为、

开采及污染，都导致了水生态系统的衰退和生物多样性的流

失。而且，气候的变动和极端的气象事件对于水环境带来了

负面的效果，如洪水和干旱之类的状况 [4]。因此，我们的水

环境保护项目面对着诸多挑战，迫切需要实施有益的策略来

处理这些建议，以守护并重建水生态。

4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
应用

4.1 湿地生态修复技术
湿地生态修复技术是一种创新的方法，它结合湿地生

态系统的内部恢复逻辑，利用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多种手

段，对受损湿地进行有效的修复和重建活动。在具体实践操

作中，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能够根据湿地已被破坏的程度及所

面临的问题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完善。针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多

种类别，我们可以采纳各种生态修复策略来获得最佳的恢复

成果。以湿地为例，当其面临重金属污染问题时，存在多种

可能的修复方案供人们选取，这包括了物理方法、化学技术

以及生物学途径。作为一个例子，湿地可以采用土地交换、

植物萃取手段和微生物降解技术来移除其内的重金属污染

物质。此外，为了降低湿地的水质污染，对于那些受到有机

物污染的湿地，我们应当执行多样化的策略，这包括在人工

土壤中种植各种水生植被，以及采用大规模的水存储工程等

手段。对于那些受到有机污染物污染的湿地，我们可以考虑

采纳如水葫芦和水花生这样的净化植物，通过利用植物对有

机物的吸收和分解功能来有效减少水中的有机物含量。对于

高度受有害物质污染影响的湿地环境，可考虑使用该地作为

供水来源或者农业灌溉水源，以确保水资源能够得到充分的

安全保障。再者，我们可以通过构建湿地生态系统来重建湿

地的自然功能并提高水体的水质。

4.2 植物修复技术
植物修复技术的实施依赖于植物对于外部污染物质的

吸收、积聚和转变功能，通过其生长与代谢的过程，成功地

修复了受到污染的土地和水资源。由于人们对水环境污染管

理的标准日益增加，植物的修复技术已经广泛地被纳入水污

染的治理中。在水资源生态保护项目中，由于植物修复技术

简洁、成本效益高和对自然环境友好，它逐步成为一个关键

的生态恢复手段。

植物修正技术可以被广大研究者用于处理各种水质相

关的问题，其中涵盖了重金属、有机物造成的污染及水体营

养过剩等状况。根据水体的不同特性，选择合适的植入物进

行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于那些受重金属污染的水

域，有多种植物可供选择，如蜈蚣草和龙葵，因为它们能够

通过地上植物的部分累积重金属，这样就能显著地降低水体

中的重金属浓度。对于那些遭受有机物污染的水源，我们或

许应思考引进具有降低有机物水平功能的植物种类，如水葫

芦和水花生。这些植物能通过其代谢机制来分解并转化水中

的有害污染物。对于富营养化的水域，我们可以采用具有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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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的特性的植物如浮萍，它们通过其根部的分泌物或者植

物茎叶释放出有益的元素，这样有助于改进水源的情况 [5]。

植物修复手段不仅可以被应用于水体过度营养化的控制中，

而且透过植物自身的摄取与转换手段，能够显著削减水中

氮、磷等营养盐的浓度。

4.3 微生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技术利用了微生物在环境污染物降解和转

化中的特性，并借助于微生物的正面影响，成功实现了土

壤和水资源的污染物修复。微生物修复技术具有应用潜力，

特别是在解决多种水质问题上，如涉及石油碳氢化合物的污

染、有机物质的污染以及控制恶臭气体的排放等。针对那些

受到石油污染的水源，我们可以选择使用那些具有降解能力

的微生物，因为这些微生物在它们的代谢中可以将石油烃污

染物转化为无害的化合物。针对受到有机污染影响的水体，

我们应当思考引入那些能分解有机物的微生物实体，它们能

通过施展各自的功能，将水中有机污染物质进行分解或者转

化。微生物修复技术不仅是一项技术，还能应用于水质治理，

利用微生物的生物降解能力来消除水质中的恶臭物质。

4.4 物理修复技术
物理修复技术是一门依赖物理原理的技术，旨在净化

被污染的土壤和水，这涉及但并非只限于吸收、沉淀、过滤

和分隔膜层的过程。在水资源环境保护的项目框架内，依靠

物理修复的快速、高效和受控特性，已经转型成为一个核心

的生态修复技术。利用物理修复技术，我们可以有效地处理

多种水资源的挑战，如重金属、有机物及悬浮物的污染。对

于那些重金属污染的水体，利用吸附剂、沉淀剂等化学物质

是一个方法，主要通过一系列物理行为如吸附和沉淀来清除

其中的重金属离子。当我们面对受到有机污染的水源时，有

考虑利用如活性炭和膜分离等技术，结合如吸附和滤除等物

理方法，来有效地净化水质中的有机污染因素 [6]。此外，物

理修复技术也应用于处理水质上的悬浮颗粒污染，经过一系

列的过滤和物理处置，成功从水里去除了这些悬浮微粒。

5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
发展趋势

5.1 技术创新方向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

境保护工程中的应用也在不断创新。当前，技术创新的方向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微生物技术的应用，通过利

用微生物的生物降解作用，有效降解水环境中的污染物，提

高水质；二是植物修复技术的应用，利用植物的吸收、吸附

和代谢能力，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三是纳米技术的应用，

通过纳米材料的高效吸附、分解和催化作用，实现对水环境

中污染物的快速去除；四是遥感技术的应用，通过遥感技术

对水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快速掌握水环境状况，为生态修复

治理提供科学依据。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向前，生态修复治理

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方面也在持续地进行创新性应用。为

了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的生态环境发展和保护，我们必须在实

际的水污染控制中融入生态修复治理技术，进一步对污染的

水体进行全面整治，确保民众的饮水安全。

5.2 政策及产业支持
在实施水环境保护计划时，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必须获

得政府和企业界的有力支撑。当前，中国在生态修复治理技

术方面还面临若干问题，这主要体现在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的

研究深度不够、缺乏一致性和标准化规范体系，以及相关领

域缺乏专门的专业人士等方面。为了确保生态修复治理技术

的应用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政府应该加大对这方面研究的

资金扶持力度，制定激励企业采纳相关技术的政策，并对这

些技术实施进行严格的监控。政府机构应当鼓励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研发，同时确立一个有效的资金支

持系统。此外，产业领域亦应深度参与到生态修复治理技术

的开发与实施过程中，持续推动技术革新，以提升技术应用

的整体效益和实际效果 [7]。

6 结语

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水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应用具有显

著的治理效果，有助于改善水质、保护水资源、维护生态平

衡。今后，我们应加大生态修复治理技术研究力度，提高技

术水平，为中国水环境保护事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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