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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作用特点研究

卢Ǔ婧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Ǔ浙江Ǔ杭州Ǔ311100

摘Ȟ要：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通过其根系结构与形态特征，以及极

强的适应水湿环境的能力，实现了防止水土流失、固定沉积物和净化水体的生态功能，而且在水循环与气候调节、土

壤保持与改良、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湿地植物能适应气候变化，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因此，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展现出广泛的应用前景，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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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湿地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压力与退化风险，生态修复成为维护城市生态

平衡的关键。湿地植物作为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独特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态功能为城市湿地生态修

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湿地植

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作用特点，以期为城市湿地

保护与恢复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促进城市湿地生

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与可持续利用。

1��湿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

1.1  湿地植物的适应性
（1）根系结构与形态特征。湿地植物的根系通常较

为发达，且形态各异，以适应不同的湿地环境。例如，

一些湿地植物具有密集的根系网络，能够紧密地抓住湿

地土壤，防止水土流失。此外，它们的根系还常常具有

通气组织，以保证在水淹条件下植物体的氧气供应。形

态上，湿地植物的根系可能呈现为粗壮的根状茎、细长

的根须或是特殊的吸水根等，以适应不同的水湿条件和

土壤类型。（2）适应水湿环境的能力。湿地植物具有
极强的适应水湿环境的能力。它们的叶片通常较厚，以

减少水分蒸发；茎部则可能中空或充满空气，以增加浮

力，使植物能够在深水环境中生长。此外，湿地植物还

能够通过调整气孔开闭、调节细胞渗透压等方式，以适

应不同季节和光照条件下的水分状况。

1.2  湿地植物的生态功能
（1）防止水土流失和沉积物固定。湿地植物的根系

能够牢固地抓住土壤，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其茂密的枝

叶也能有效地减缓水流速度，降低水流对土壤的冲刷作

用。此外，湿地植物还能通过其生长和死亡过程中的有

机物积累，促进沉积物的固定和稳定，有助于保持湿地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2）净化水体。湿地植物具有强
大的净化水体功能。它们能够吸收和转化水中的营养物

质，如氮、磷等，减少水体富营养化的风险。同时，湿

地植物还能通过根系吸收和转化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降

低水体中有害物质的浓度。这些功能使得湿地植物成为

自然水体净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3）降低水体中有害
微生物浓度。湿地植物通过其茂密的枝叶和根系提供的

栖息环境，能够影响水体中的微生物群落结构。一些湿

地植物还能够分泌具有抑菌作用的物质，从而降低水体

中有害微生物的浓度。这种作用对于维护湿地生态系统

的健康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1]。

1.3  湿地植物与土壤的关系
（1）土壤保持与改良。湿地植物通过其根系网络紧

密地抓住土壤颗粒，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此外，湿

地植物的生长还能促进土壤结构的改善，增加土壤的透

气性和保水能力。一些湿地植物的根系能够分泌有机物

质，这些物质能够与土壤中的无机物质结合，形成稳定

的土壤团粒结构，从而提高土壤的肥力和稳定性。（2）
提高土壤肥力。湿地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从土壤中吸

收大量的养分，同时也会通过根系分泌物和残体分解等

方式，将有机物和养分归还给土壤。这些有机物质不仅

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还促进了微生物

的繁殖和活动，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土壤的肥力。此外，

湿地植物还能通过调节土壤酸碱度和氧化还原条件等方

式，改善土壤环境，为其他生物的生存和繁殖创造了良

好的条件。（3）有机质含量与养分提供。湿地植物是湿
地土壤中有机质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们的叶片、茎秆和

根系等部分在生长和死亡过程中，会不断向土壤中添加

有机物质。这些有机物质在土壤中分解后，会释放出大

量的养分元素，如氮、磷、钾等，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

其他生物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来源。这些养分元素不仅有

助于其他生物的生长和繁殖，还促进了湿地生态系统的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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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应用

2.1  人工湿地的建设
（1）人工湿地的定义与功能。人工湿地是一种人工

模拟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污水处理系统，它

利用湿地植物的吸收、转化、过滤和降解等生物过程，

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污染物质，改善水质。人工湿地具有

建设成本低、运行维护简便、环境友好等优点，是城市

湿地生态修复的重要技术手段。人工湿地不仅具有净化

水质的功能，还能提供生物栖息地，促进生物多样性，

美化城市环境，提升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2）人
工湿地与自然湿地的比较。相较于自然湿地，人工湿地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控性。人工湿地可以根据处理污

水的类型和污染程度，选择合适的湿地植物和填料，优

化系统结构，提高净化效率[2]。同时，人工湿地还可以

根据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需求，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和

规划，以发挥最大的生态效益。然而，人工湿地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如处理能力有限、易受季节影响等。因

此，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应综合考虑人工湿地与自

然湿地的优缺点，科学合理地选择和应用。

2.2  湿地植物的选择与配置
（1）不同种类湿地植物的抗逆性和生物学特征。湿

地植物种类繁多，各自具有独特的抗逆性和生物学特

征。如芦苇具有较强的耐盐碱性，能在盐碱地环境中生

长；香蒲则具有较强的耐污能力和高效的水质净化能

力。因此，在人工湿地建设中，应根据污水水质、气候

条件、土壤状况等环境因素，选择适宜的湿地植物种

类。（2）适应性强的湿地植物种类。在城市湿地生态
修复中，适应性强的湿地植物种类尤为重要。这类植物

不仅能在各种恶劣环境中生长，还能高效去除污水中的

污染物质。如风车草、千屈菜等，它们不仅生长迅速，

还能有效吸收、转化和降解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

（3）结合实地情况的合理配置。在湿地植物的选择与配
置中，应充分考虑实地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如

根据污水水质特点和处理需求，选择不同功能的湿地植

物进行搭配；根据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调整湿地植物

的种植密度和布局方式。通过合理配置，可以充分发挥

湿地植物的生态功能，提高人工湿地的整体处理效果。

2.3  湿地植物的生态修复技术
（1）有机物的修复。湿地植物通过根系吸收和转化

作用，能够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在湿

地植物体内经过一系列生物过程，最终转化为稳定的无

害物质。如芦苇等湿地植物，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有机

污染物，改善水质。（2）无机物的修复。湿地植物对

无机物的修复主要通过吸收、转化和沉淀等方式实现。

如湿地植物能吸收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降低水体

中的营养盐浓度；同时，湿地植物根系还能分泌酸性物

质，促进土壤中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的沉淀和固定[3]。

（3）植物固定、根系降解、植物促进、植物降解等修复
类型。除了上述修复方式外，湿地植物还具有多种生态

修复类型。如植物固定作用，通过湿地植物根系的生长

和缠绕，固定土壤和水体中的悬浮颗粒物；根系降解作

用，利用湿地植物根系分泌的酶类物质，降解水中的有

机污染物；植物促进作用，通过湿地植物的生长活动，改

善土壤环境，提高微生物活性；植物降解作用，利用湿地

植物体内的微生物群落，降解水中的难降解有机物。

3��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作用特点

3.1  水质净化作用
（1）营养物质的吸收与转化。湿地植物如芦苇、香

蒲等，其根系发达，能够深入土壤吸收水分和养分。在

生长过程中，它们大量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营养物

质，通过植物体的同化作用，将这些营养物质转化为植

物组织的一部分，从而有效降低水体中的营养盐浓度，

防止水体富营养化。此外，湿地植物的根系还能分泌有

机酸等物质，促进土壤微生物活动，加速营养物质的循

环转化。（2）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吸附与降解。湿地
植物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具有较强的吸附和降解能力。

它们的根系和叶片表面富含多种官能团，能够吸附水体

中的重金属离子，减少其在水中的迁移和生物累积。同

时，湿地植物还能通过根系分泌物中的酶类物质，将部

分重金属转化为低毒或无毒形态，降低其生态风险。此

外，湿地植物还能降解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如石油烃

类、农药等，改善水质质量。

3.2  水循环与气候调节
（1）调节地下水位和地表径流速度。湿地植物的根

系能够减缓地表径流速度，增加水的滞留时间，促进水

的渗透和地下水的补给。它们通过降低土壤渗透率，减

少地表水的流失，有助于维持地下水位的稳定。同时，

湿地植物的茂盛枝叶能够阻挡雨水直接冲刷地表，减少

水土流失，保护土壤结构。（2）叶片蒸腾作用增加大气
湿度。湿地植物的叶片具有较大的蒸腾面积和较高的蒸

腾速率，能够通过蒸腾作用将水分以蒸汽的形式释放到

大气中，增加大气湿度。这不仅有助于调节局部气候，

降低温度，还能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适宜

的生活环境。（3）减缓洪水与减少水土流失。湿地植物
的茂密枝叶和根系网络能够减缓洪水的流速和冲击力，

降低洪水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同时，它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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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能够紧密固定土壤颗粒，防止水土流失的发生，有助

于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4]。

3.3  土壤保持与改良
（1）根系固定土壤，防止侵蚀。湿地植物的根系发

达且深长，能够紧密地抓住土壤颗粒，形成稳定的土壤

结构。它们通过根系网络固定土壤，减少土壤侵蚀的发

生，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了稳定的栖息环

境。（2）提供有机质与养分，改良土壤质地和结构。湿
地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不断向土壤中添加有机物质和养

分。这些有机物质和养分不仅为土壤微生物提供了丰富

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和活动，还与土壤中

的无机物质结合，形成了稳定的土壤团粒结构。这种结

构改善了土壤的质地和通气性，提高了土壤的保水能力

和肥力，为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

要保障。

3.4  生物多样性保护
（1）提供栖息地与食物来源。湿地植物的茂密枝叶

和根系网络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鱼类、鸟类、昆虫等生

物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和繁殖场所。同时，它们还为这

些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如植物碎屑、昆虫等。

这有助于促进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发展和维持生态平衡。

（2）维护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湿地植物通过其生
长和代谢活动，能够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

量流动。它们通过吸收、转化和降解营养物质和有害物

质，为湿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了清洁的水质和

适宜的生存环境。同时，湿地植物还能通过其根系和枝

叶的阻挡作用，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和扩散，维护湿地

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3.5  适应气候变化
（1）调整生长周期，适应水文条件变化。湿地植物

能够根据水文条件的变化调整其生长周期和生长策略。

如在水位较高的季节，湿地植物会增加根系和叶片的生

长，以提高其对水分的吸收和利用能力；在水位较低的

季节，湿地植物则会减少叶片的生长，降低蒸腾作用，

以节约水分。这种适应性使得湿地植物能够在不同的水

文条件下保持稳定的生长和繁殖能力。（2）保持湿地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湿地植物通过其生长和代谢活动，

能够维持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态平衡。它们能够

吸收、转化和降解水中的有害物质和营养物质，为湿地

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提供清洁的水质和适宜的生存环

境。同时，湿地植物还能通过其根系和枝叶的阻挡作

用，防止水土流失和外来物种的入侵，维护湿地生态系

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时，

湿地植物能够发挥其独特的生态功能，为湿地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结束语

综上所述，湿地植物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多样的生物学特性和强大的生态功

能为湿地恢复与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未来，随着

城市湿地生态修复技术的不断发展，湿地植物的应用前

景将更加广阔。我们应继续深化对湿地植物生态功能的

研究，科学合理地进行湿地植物选择与配置，充分发挥

其在城市湿地生态修复中的潜力，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城市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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