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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修复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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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城市化加快过程中，即将迎来有很多人涌进

城市日常生活居住，因而水资源的使用量都将提升，人

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必定产生大量的生活废水和化工废

水，产生城市水环境治理不断加重的局势，城市化进程

和水环境安全管理的分歧将日益突显。在日益严峻的挑

战下，提升城市水环境治理的管理和修复是十分重要

的，这也是净化处理城市水体、装饰城市品牌形象、打

造出美丽宜居城市的前提条件，都是人民生活品质的关

键所在。与其它修复技术对比，修复技术具备效果明

显、成本费用低、效果好的优势，是发展城市水体修复

与治理关键发展前景。

1��生物修复技术的概念

修复技术广泛应用于受有毒物质环境污染的人群，

是一种通过自身新陈代谢完成环境污染净化的技术。现

阶段，我们国家的修复技术主要包括催长技术、爆气

技术、结构加固技术和沤肥技术。对于在我国水体水体

富营养化、黑臭等水污染的治理，比较常见的修复技术

是运用藕合代谢和协助化学物质来调节导致水体环境污

染的细菌菌落和污染物质溶解，以达到治理和净化处理

水体效果。针对水源污染，比较容易解决是指水面的解

决，可以采取人工氧化塔技术和氧化塘技术予以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容易受水体流动速度和废水河面可见度

产生的影响。必须合理控制氧气的消耗量，同时向受污

染的水体中加入颗粒。这种细微的生长和繁育可以吸收

或溶解环境污染水里的污染物质。与地面废水处理对

比，受污染水体的底层难以解决。在底泥审核中，通常

是在淤泥里加入少量物和O2去解决底泥环境污染，如果

需要能够加入一些药品协助解决，为水体生长提供更好

的自然环境，完成水源污染的修复。

2��生物修复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2.1  湖泊和河道人工增氧技术
人工增氧技术就是指通过一定的机器设备将更多的

O2融解在水里，从而促进湖长制的多样化。湖长制发出

臭味发黑的主要原因是水里缺氧，微生物菌种和动物与

植物类型少，不可以及时有效地溶解水里的污染物质。

根据人工增氧技术，水中溶解氧提升，稍微加速污染物

质溶解，推动生态体系保持稳步发展。现阶段，人工爆

气技术有独立爆气和移动曝气二种。根据高压设备将气

体或氧气立即引进湖长制底端，推动湖底小型小动物、

植物和动物生长。人工增氧技术已经成为操纵城市水源

污染的重要措施，并已经成功用于整治臭湖长制。除开

人工增氧技术，湖水水循环式系统的建立也是很重要的

对策之一。湖水水循环式系统的效果之一是增加湖水中

的溶解氧。下完雨后许多湖水的循环总流量并不算太

大，湖水里的溶氧保持在领先水平。

2.2  生物膜法处理技术
膜又被称为被膜，就是指粘附在性命或没有性命材

料表面，被病菌胞外生物大分子包裹有组织病菌人群。

膜内出现各种各样关键生物大分子，其多细胞构造的

产生是一个动态变化，包含病菌的原始黏附、膜生长发

育更加成熟蔓延。选用膜处理时，将膜放置环境污染水

里，污染物扩散到膜表层并渗入膜内部结构，污染物质

根据微转换溶解，产生水和二氧化碳等代谢物。一般在

膜静放30多天，膜里的微构成和膜沿水流方向的分布做
到稳定状态，膜里的薄膜光学和水里的初中级薄膜光学

及污染物质形成一个中小型复合生态系统[1]。在这样的状

态下，膜是完善的，污染物溶解转换相对稳定，能够对

于目标水体开展长时间解决。

2.3  微生物净化技术
充分运用微生物菌种自已的生态环境治理作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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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水污染防治高效率。人工推广、生长净化处理、膜处

理技术用途广泛。以生长净化处理推动技术为例子，通

过检测污染水的改变，选择适合自己的微生长推动实验

试剂。这类生长剂能合理溶解水里的污染物质，进而操

纵污染物。

2.4  生物强化和促生技术
生物强化技术是指由别的外部经济投入到了环境污

染水环境设施中，外部的对空调水系统予以处理。加强

技术应该做一个新的监管，避免对原有系统软件的破

坏；促生技术就是指推动微生物的生长，从而增加降解

能力。催长技术必须做好制氧技术，把水环境里有充足

的O2来确保微生物菌种数量及类型的提高
[2]。加强技术

与催长技术紧密结合，催长技术溶解水体里的有机化合

物，从而增加水体里的氧气含量，相辅相成循环系统，

产生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

2.5  水生植物净化法
水生植物净化处理是修补技术里最绿色环保的方

式，其具体表达形式可以分为生态浮岛法、堆积物氧化

法和人工湿地公园法。从生态浮岛法分析，此方法是由

在水下组装定位装置，将水生植物固定不动在水里，让

水生植物须根紧紧围绕定位装置拓宽，根据比较发达须

根网过虑、吸咐、融解水里的污染物质，以达到过滤水

中污染物方法。从淤泥空气氧化法分析，此方法是由种

植水生植物的淤泥上增加一些促生长药物O2，推动水生

植物的高效空气氧化生长和淤泥的降解能力[3]。这种方法

的好处在于能使淤泥得到空气氧化生长的驱动力，同时

减少盐份在淤泥里的蔓延，减少水体富营养化风险，降

低环境污染水体的内源污染源。

2.6  人工湿地与生物氧化塘
人工湿地公园是一种相近沼泽地的人工路面，主要

是通过植物群落、土壤和微生物的协同效应来清洁废

水。人工湿地公园具备吸咐、过虑、微溶解、蛋白质吸

收等多种功能。人工湿地公园还可以为绿色植物运输营

养物质，为水体运输O2，推动很多好氧生物迅速生长，

加快水体中污染物生物降解和同化作用，或者将有机物

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水质稳定剂硝化反应氨盐等。除

此之外，人工湿地公园不仅有着向水体运输氧的关键作

用，还具备根据吸咐和过虑清除水中悬浮物、磷等污染

物作用。

2.7  生物浮床技术
浮床技术主要是把飘浮技术和园林绿化技术紧密结

合发展起来一种修补技术。一般以水生植物为主体，在

无土栽培技术技术的前提下创建绿色生态高效率的人工

生态体系。生态浮床最常见的构造由绿色植物浮床、水

生物植物群落、小岛框架和水中定位装置构成。生态浮

床一般是以轻型材料为栽培基质或媒介，在灵活运用水

体的前提下搭建的高效生态人工系统软件[4]，从而减少水

体里的污染负荷，给予庇佑，净化环境。

2.8  水生动物修复技术
除开绿色植物自已的修复功能外，还能够充分发挥

发挥内部浮游生物的作用，完成水质净化。水中生长的

各种微生物可以完成对某些污染物和有机杂质的分解，

最终完成水污染治理的工作。增加水生环境中的浮游动

物，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生态产业链，为水中各种动植物

提供营养补充。水源内的生物产业链和谐共存，可以及

时去除各种污染物，提高水源净化效率。构建和谐的生

态产业结构，可以有效增加水源地物种的数量和种类，

维护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4]。尤其是吸附功能强的微生物

种群的增加，可以有效控制水中的污染源，营造和谐共

生的自然生态系统。

2.9  生态护岸法
生态护岸法有一种融合水体两边绿色植物来净化处

理水体的恢复技术。很多城镇都采用了生态护岸的方法

去保护水环境。此方法必须在江河海峡两岸建造坝坡，

在坝坡上面栽种一些植物群落。生态护岸方式对水环境

治理的管理和维护具备各个方面的实际意义。前期护坡

能够自净化水自然环境。生态护岸对水环境的作用是耳

濡目染的。护坡里的植物群落能通过光合作用消化吸收

水体里的O2，能够溶解水体空气中有害物质，净化处理

水体[5]。次之，选用生态护岸的办法搭建空陆隔离网，减

少水源污染水平。空陆隔离网的建立，促使大城市或过

路人所产生的很多废弃物无法直接进江河，绝大多数废

弃物滞留空陆隔离网，减少了水源污染的概率。

2.10  水体人工增氧技术
大城市水源污染棘手的问题通常是城市河流流通性

差所造成的，其次废水很多排出所造成的水体富营养化

和黑臭难题。这条河能通过人工加氧来净化处理。该技

术的实现主要通过人工爆气，能够降低水中的溶解氧浓

度值，为各种微生物菌种给予O2，从而减少有害物的

降解能力。除此之外，在河环境里，上下一层含氧量差

大，顶层含氧量高，下一层处在比较严重缺氧状态[6]。因

而，人工加氧技术的干预可以加快重氮化反应，有效缓

解水体氧气不足情况，净化处理水体，降低水体富营养

化和黑臭状况。

2.11  生物修复辅助技术
水资源中氧的数量和含有的类型会随着人工实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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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发生变化。爆气技术解决污染水通常是充分发挥汽

体中水溶元素价值和水资源中氧的占比。爆气修补技

术也可以通过提升本身的微成分来提升水体的污染控制

力。根据人工控制水体中氧原子含量，可以加速各种各

样环境污染元素溶解，自觉维护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发

展。现阶段，人工干涉技术分为两种方式：移动和固定

不动。在有关设备的工作压力协助下，进行O2导进，加

快底端生长。在具体施工中，水生植物净化处理、微净

化处理和生态浮床常做为修补辅助技术[7]。从实践应用的

反馈来看，成效显著。

2.12  生物修复技术在降解有机污染物方面的运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物修复技术在废水处理中的应

用越来越普遍。现阶段，生物修复技术做为比较常见的

治理方式，采用在污水中引入高效率菌来加以控制，

可提高废水处理效率，之而呈现实效性和适应能力与单

一的治理对策构成了迥然不同，能极大提升治理工作的

效率。专家教授进一步研究生物加强技术的应用中，发

觉以在活性污泥法中资金投入一丝高效率菌种，可大幅

度消除污水中的挥发酚化学物质，达到废水排放的各项

指标。其次，该模式与无高效菌的污水处理系统相结合

后，污染物去除工作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生物修复

技术的去除率得到了提高。

3��生物修复技术在水环境治理中的发展趋势

3.1  微生物的生物修复研发
随着河流、湿地和湖泊的生物修复越来越受到重

视，利用微生物进行生物修复的技术越来越受到实践界

和学术界的重视，并开发出多种微生物制剂。与其他简

单的生物修复技术相比，利用微生物制剂进行生物修复

对该技术提出了更大的挑战，这也是未来生物修复技术

在水环境治理中发展的必然趋势。微生物生物修复技术

主要是培养针对水环境污染源的抗体，筛选培养这些抗

体的优缺点，使其能够抵抗和净化水环境污染源[8]。使

用本微生物制剂，可从根本上一次性解决水环境污染问

题，并可防止水环境再次受到污染。

3.2  创建多样化生物监测手段
修补技术内容许多，实际的恢复技术必须对环境污

染水自然环境进行全面的调研，所以对水环境治理的检

测至关重要。因而，创建各种各样检测方式也是未来

水污染治理修补技术发展的重要发展趋势。水环境治理

的检测依赖于两种形式。一种方法还是比较参照科学研

究。此方法主要是针对受污染水环境下的标示种群、耐

污染物质种和比较敏感种群进行监测，进而找到受污染

水自然环境的治理方式。另一种方法是什么生长检测。

这种方法通常是细致观察检测污染水环境里标注的生长基

本形态、基因变异和生物群落多元性指数值。检测方式的

多元化有利于为修补技术和废水处理方位给予更准确的数

据信息，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了不可缺少的功效。

结束语

综上所述，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的发展，城镇人口

不断增长，生活饮用水和工业化用水的消耗量不断增

长，对城市水环境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大城市水环境污

染造成水体水体富营养化、重金属含量超标准等诸多问

题。因而，务必采取有力措施提升城市水环境的治理。

修补技术具备绿色环保、价格低廉、可持续发展观等特

点，广泛应用于城市水环境的治理。运用修补技术能够

从源头上改进水生态环境问题，确保城市生态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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