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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quatic plants themselves belong to the underwater ecological community, because the waters are vast, so the species of aquatic plants 
are very large, and the distribution is very wide. Through the study of aquatic plants, it is found that aquatic plants have very strong 
purification ability, the removal capacity of polluted elements in polluted water is obviou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nd ecosystem improvement and restoration, the purification capacity of aquatic plants is ver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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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生植物本身属于水下的生态族群，因为水域广阔，所以水生植物的种类非常多，而且分布也非常广泛。通过对水生植物进
行研究之后，发现水生植物本身所拥有的净化能力非常强，且对于已经被污染的水体当中所存在污染元素去除能力非常的明
显。因此，在进行生态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改善和恢复过程中，水生植物所发挥出的净化能力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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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发展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

了一定高度，但是在过去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

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尤其是工业废水的出现，导致我们所

处的生活环境当中，水体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及时

的处理，那么对人们后期的生活将会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

当下针对工业废水以及河流污水进行治理，已经成为必须要

尽快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水生植物本身所拥有的较强

净化能力所受到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2 水生植物净化机理

第一，从物理角度来看，水生植物可以在水中生存，

同时使水流受到来自风力的影响变得更小，使水流速度降

低，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水中悬浮物能够更好地被去除，降低

水中悬浮物再次悬浮的可能性。同时，水生植物本身也需要

进行光合作用，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本身所需的营养物质可

以在水中进行吸收可，而在光合作用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氧

气，又因为水生植物处于水体当中，可以输送给水体当中需

要进行氧气呼吸的水生生物，所以保证了水体当中水生生物

的存活率，而且也能够将多余的氧气输送到土壤当中，使土

壤当中微生物生长具有保障，对稳定生态环境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1]。

第二，水生植物本身的产量非常高，所以水体当中存在

营养物质过剩的时候，可以对这些水生植物进行收割，然后

再次进行生长，再次生长过程中对于水中所存在营养物质就

能够加强吸收，同时对重金属离子和有机化合物也同样进行

吸收，保证水中污染物能够被大量去除。如今的水体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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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问题当中，我们发现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藻类植物的过量繁

殖，而水生植物本身在水体污染环境下生长时可以对藻类植

物的生长进行抑制，在处理水体环境污染问题的过程中，也

能够保证水体富营养化问题得到解决。

3 水生植物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3.1 氧化池塘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土地本身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形成池塘形状，而池

塘本身出现的原因，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人工作用所导致的，

同时在池塘周边再增加防渗透处理和围堤，就会形成极易被

污染的池塘。因为池塘当中所存在水体是长期存在并且不具

有流动性的，也在长期存放过程中，会受到来自于周边动植

物的污染以及人为的污水排放影响，导致池塘污水问题越来

越严重。针对池塘污水的处理，主要就是通过水生植物来进

行的。对池塘当中的污水进行处理是主要原理是通过菌类和

藻类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作用来完成，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会

对水体当中所存在有机污染物质进行吸收和降解，这样能够

对整个池塘的水体环境进行全面的改善。而且这种方式在经

过实践之后发现具有非常显著的效果，所以在当下的池塘污

水处理工作当中被进行了广泛的应用。相比较于其他的处理

方法来看，利用水生植物来进行池塘污水处理，其本身的投

资非常小，而且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不需要进行额外的体力

劳动以及其他工作，所以运动成本非常低 [2]。除此之外，因为

水生植物本身并不属于任何由人所进行生产加工形成的设备，

所以实际污水处理过程中针对水生植物进行维护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非常的便捷。

3.2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人工湿地因为其本身在建设过程中就不是由大自然逐渐

演化而来的，所以其本身在建设过程中因人工施工存在限制，

导致湿地当中水体容易被污染。针对人工湿地当中污水进行

处理时，最主要的方式是通过人工构造以及管控方式来完成

污水的处理。而水中植物就属于此类方法，在人工湿地当中

所选择的水生植物，需要保证该类植物喜好温湿环境，同时

因为人工湿地并不完全是水体，所以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植

物来辅助进行污水处理，两者相结合可以发挥出非常优异的

污水处理净化能力。通过大量的实践以及分析，能够发现通

过水生植物进行人工湿地污水处理，主要是利用了水生植物

和微生物的生长特点。通过水生植物和微生物在人工湿地当

中的投放，可以使人工湿地本身与天然湿地之间所存在的不

足之处得到充分的弥补，天然湿地本身所存在的优异净化能

力，就可以在人工湿地当中得以实现。在人工湿地污水处理

当中，通过水生植物以及喜湿植物来进行污水处理，可以在

投资较少的情况下增强污水处理效果，同时也便于后期进行

维护，对水体环境的改善以及生态性能的恢复来讲就具有非

常好的效果 [3]。

3.3 水体富营养化问题中的应用

水生植物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水体当中进行生长及作

用发挥的，所以从水生植物本身的性能来讲，沉水植物所拥

有的功能不仅包括对水质的改善，同时对水体当中所存在的

颗粒状污染物也能进行有效的降解和吸收，对水下工作环境

以及工作条件的改善就产生了非常良好的效果。通过水生

植物来提升水下的光照条件，可以使水体本身的导电效率大

大降低，这样对于水体当中负营养化问题的减轻就有非常好

的作用。例如，在浅水湖当中，通过应用植被重生技术，可

以对整个湖泊的生态系统完整性进行重建，然后针对水体环

境富营养化问题，也能够通过植被重生技术来降低。除此之

外，水生植物本身对于有毒物质的吸收，可以使水体本身的

安全性大大提升，对水体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非常好的 

效果 [4]。

3.4 水质净化污水处理中的应用

相较于上述问题来讲，水质净化工作其本身并不仅仅限

于污染水体，还包括了对现如今工业发展阶段所产生污水进

行处理。例如，在养鱼的过程中养鱼用水，经过长期使用受

到污染，那么在实际净化过程中也可以应用水生植物来进行

净化处理，尤其是一些体积以及形态较大的水生植物，不仅

可以为鱼提供天然的饵料，同时还能够发挥出自身的净化作

用。对于污水处理来讲，本身高等的藻类植物能够对水体当

中所存在有机物质进行强力的吸收，在长期发展以及生长过

程中，这些高等藻类植物可以逐渐的改善稳态平衡的水质净

化系统，从而构建非常完整的水质净化系统，以保证整个水

体的污染情况能够在后期发展过程中被及时的解决。

4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在论文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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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人们开始对周边环境给予越来

越多的关注，但是过去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却仍然

存在，亟需进行解决。因此，如何就过去经济快速发展所导

致的环境问题进行解决，已经成为当下社会发展的必要问题

以及社会热点，水生植物针对污水问题处理的作用，也是在

此情况下被发现并且被重用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水生

植物也需要不断的进行研究，并且在未来越来越突出的环境

问题当中持续发挥作用，提高水资源的实际利用效率，构建

水体生态环境平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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