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5卷� 第14期·城市建筑与发展

164

农村河沟清淤后的生态修复技术与效果评估

胡鹏宇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Ǔ福建Ǔ漳州Ǔ353000

摘Ȟ要：农村河沟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走廊，其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农业生产

的可持续性。然而，长期的淤积和污染已对这些水域造成了严重影响。清淤工作是恢复河沟生态的首要步骤，但清淤

后的生态修复同样至关重要。本文深入探讨了农村河沟清淤后所应用的生态修复技术，并探讨了效果综合评估体系，

旨在为相关实践工作提供更为详尽和专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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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河沟淤积和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严重威胁着农村居民的饮用水安全和农业生产的稳

定性。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农村河沟的整治工作

给予了高度重视，清淤工程陆续展开。然而，清淤只是

起点，如何让河沟在清淤后恢复其生态功能，成为当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1��农村河沟清淤后的生态现状分析

清淤后的河沟，尽管解除了淤积的困扰，但长期的

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并未随之消失。具体表现在水质恶

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等方面。

1.1  水质恶化
清淤工作虽然有效地去除了农村河沟中的淤积底

泥，暂时缓解了水流不畅的问题，但河沟的水质恶化现

状仍然不容忽视。长期的污染积累导致底泥中沉积了大

量的重金属、有毒化学物质和其他难以降解的污染物。

尽管清淤过程中移除了这些受污染的底泥，但仍有部

分残留污染物存在于河床和河岸土壤中，这些污染物有

可能通过地下水渗透、雨水冲刷等途径再次释放到水体

中，对水质构成持续威胁。此外，长期的污染和生态失

衡导致水体透明度显著降低。水体的透明度是衡量水质

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到水生植物的光合作

用效率。透明度低不仅限制了水生植物的生长，还影响

了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性。因此，清淤后仍

需持续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水体透明度，以恢复

河沟的生态功能。

1.2  生物多样性锐减
清淤后的农村河沟，生物多样性锐减的问题尤为突

出。长期的污染累积和生态失衡已经对水生生物和微生

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影响了生

物的繁殖和生存，还导致了大量物种数量的急剧减少，

甚至有些物种已经或濒临灭绝。这种物种丧失的速度和

范围是惊人的，它直接反映了河沟生态环境的恶劣状

况。随着物种的减少，河沟的生态平衡也遭到了严重破

坏[1]。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和健康的基础，

当这一基础被削弱时，整个生态系统的抵抗力和恢复力

都会大幅下降。这种生态平衡的失调不仅使得河沟变得

更加脆弱，还可能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如食物链的断

裂、病虫害的频发等，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的退化。

1.3  水体自净能力下降
清淤过程中，不仅移除了淤积物，也可能对河沟中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造成了影响。这些微生物是自然界中

重要的水质净化者，能够分解有机物、转化营养物质，

对维持水体清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清淤作业

可能扰动了这些微生物的生存环境，导致它们的数量减

少或活性降低，进而削弱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同时，清

淤还可能改变了河沟的水流动力学特性。原本缓慢流动

或静止的水体在清淤后可能变得湍急，或者原本流畅的

水道可能因清淤而变得曲折。这些变化都会影响水体的

自然循环和混合过程，从而影响水体中污染物的稀释和扩

散。水流动力学的改变可能使得某些区域的水质恶化，因

为污染物可能在这些区域积聚而无法被有效稀释。

2��农村河沟清淤后生态修复技术应用

2.1  植被恢复与河岸稳固
针对清淤后的农村河沟，植被恢复与河岸稳固是生

态修复的关键环节。通过精心选择与当地生态环境相适

应的树种，如柳树、杨树等本土植物，进行河岸的绿化

工作，不仅能有效稳固河岸、防止水土流失，还能为多

种生物提供栖息地，从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这些

本土树种具有发达的根系，能够深入土壤，紧紧抓住河

岸，增强河岸的抗冲刷能力。在雨季，这些树木的根系

可以吸收大量的雨水，减少地表径流，从而降低水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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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风险。此外，树叶和枝条形成的天然屏障还能减缓

风力和水流的直接冲击，进一步维护河岸的稳定。除了

稳固河岸的功能外，这些植被还为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

物提供了重要的生态服务。树木的枝叶和果实可以成为

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的食物来源，而茂密的树冠和树干

则提供了遮蔽和栖息的场所。这些树木的种植，不仅美

化了河岸环境，还吸引了各种生物前来栖息和繁衍，从

而丰富了河沟的生物多样性。在植被恢复的过程中，还

特别注意了树种的搭配和空间的布局，以确保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

功能，构建了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植被群落[2]。这个群

落不仅能够抵御外界环境的干扰，还能够自我更新和修

复，为农村河沟的长期生态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微生物强化处理
在清淤后的农村河沟生态修复中，微生物强化处理

技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有

机污染物，可以引入高效降解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在自

然界中具有强大的净化功能，能够显著加速有机物的分

解过程。在众多高效降解微生物中，硝化细菌和反硝化

细菌是两种关键菌种。硝化细菌能够将水体中的氨氮转

化为硝酸盐，而反硝化细菌则能进一步将硝酸盐还原为

氮气，从而有效去除水体中的氮污染物。这些微生物的

引入，极大地提高了水质的净化效率。为了确保这些微

生物能够在河沟中稳定生长并发挥净化作用，还可以采

用生物膜技术。在河床和河岸设置专门的生物膜载体，

这些载体为微生物提供了理想的附着生长环境。生物膜

载体通常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和良好的透水性，使得微

生物能够迅速附着并繁殖。随着微生物的不断生长，它

们会形成一层厚厚的生物膜，这层生物膜能够持续有效

地降解流经水体的有机污染物。此外，生物膜技术还具

有自我更新的特性。随着生物膜的增厚，内部微生物可

能因缺氧而死亡，但外部的新微生物会不断附着生长，

从而保持生物膜的活性。这种自我更新机制使得生物膜

技术能够持续稳定地发挥净化作用[3]。值得注意的是，微

生物强化处理和生物膜技术的结合应用，不仅提高了水

质的净化效率，还增强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这些技术

的实施有助于恢复河沟的自然净化功能，减少了对人工

干预的依赖。

2.3  生态浮床与湿地建设
生态浮床与湿地建设是农村河沟生态修复中的两项

重要技术，它们对于改善水质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具有显

著效果。生态浮床，作为一种创新的生态修复技术，

已被广泛应用于水体净化。这种技术通过在水面上设置

浮床，并在其上种植水生植物，如美人蕉、水葱等，以

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这些水生植物具有强大的净化能

力，能有效吸收水体中的富余营养物质，如氮、磷等，

从而减少水体的富营养化现象。此外，这些植物的根系

还能为微生物提供附着生长的环境，进一步促进水质的

净化。除了净化水质，生态浮床上的植物还能为水生生

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地。它们的叶片、根系以及周围的水

体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吸引了各种

水生生物前来栖息和繁衍。这不仅丰富了河沟的生物多

样性，还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与此同时，在

合适的地段建设人工湿地也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人

工湿地通过模拟自然湿地的生态功能，利用湿地植物、

微生物以及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进一步净化水质。在

人工湿地中，水流经过植物根系和微生物的净化作用，

能够去除大量的污染物，包括重金属、有机物和营养盐

等。人工湿地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水质的提升，还能为各

种水生生物和鸟类提供栖息地。湿地中的植物和微生物

为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湿地成了一

个生机勃勃的生态系统。此外，人工湿地还能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对于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具

有重要意义。

3��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体系构建

3.1  定期水质监测
为确保生态修复工作的有效性和长期性，构建一个

科学的水质监测体系至关重要。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设

立多个水质监测点，这些监测点应均匀分布于河沟的各

个关键位置，以确保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整个河沟的

水质状况。在选定的监测点，需要定期采集水样进行化

验分析。这一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水质采样和化验的标

准操作程序，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化验分析

的重点在于测定一系列关键的水质指标，如化学需氧量

（COD）、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总氮（TN）和
总磷（TP）等。通过对比清淤前后的水质数据，可以直
观地观察到这些指标的改善情况。例如，COD和BOD5的
降低表明水体中有机污染物的减少，而TN和TP浓度的下
降则反映了水体富营养化状况的改善。这些数据不仅为

评估生态修复效果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后续修复工作

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定期水质监测还

能及时发现潜在的水质问题，如突发性的污染事件或生

态系统失衡等。这有助于迅速采取应对措施，维护河沟

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2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
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是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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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键环节，旨在全面了解河沟中生物种类的变化和数

量的增减情况。这一环节的实施，需结合多种科学方法

和技术手段，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首先，可

以采用设置生物陷阱的方式来捕捉小型动物。这一方法

通过在河沟中布置特制的陷阱，利用诱饵吸引并捕捉小

型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等。通过定期检查和记录陷阱中

的动物种类和数量，可以了解这些动物种群在河沟中的

分布和动态变化，从而评估生态修复对它们的影响。其

次，采集水样进行显微镜观察是评估水生生物多样性的

有效手段。通过采集河沟中的水样，并在实验室中进行

显微镜观察，可以识别和计数水样中的浮游生物、原生

动物、藻类等微观生物。这些生物是水生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种类和数量变化能够反映出水体

生态环境的改善或恶化情况[4]。此外，利用无人机进行空

中拍摄也是一种高效且全面的调查方法。无人机可以覆

盖更广泛的区域，并拍摄高清照片或视频，用于记录和

分析河沟周边的植被覆盖、动物活动以及人类活动等因

素。这些数据不仅可以用于评估生物多样性，还能为后

续的生态修复和管理提供有力支持。综合这些调查方法

所获得的数据，可以对河沟中的生物多样性进行全面的

评估。通过分析生物种类的变化和数量的增减情况，可

以判断生态修复措施是否有效，以及生态系统是否朝着

更加健康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3.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
在生态修复效果评估体系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

估占据重要地位。这一评估不仅关注直接的水质改善和

生物多样性提升，更着眼于河沟生态系统为周边环境

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功能。水体自净能力是评估的重点之

一。清淤和生态修复后，河沟的水体自净能力应得到显

著提升。这主要体现在有机污染物的分解速率增加、营

养盐的转化效率提高等方面。通过对比修复前后的水质

数据，可以定量评估水体自净能力的改善程度，从而验

证生态修复技术的有效性。碳汇功能是另一个关键的评

估指标。河沟生态系统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评估时，可以

通过测量植被的生物量、叶面积指数等参数，估算河沟

生态系统的碳固定能力。这将有助于了解生态修复对碳

循环的积极影响。此外，河沟生态系统还为周边生态系

统提供水分和养分支持。清淤和生态修复后，河沟的水

文循环和养分循环应更加顺畅。评估时，可以关注河沟

对周边土壤的水分补给情况、养分输送能力以及河沟水

体的营养盐浓度等。这些数据将反映河沟生态系统在维

持周边生态平衡方面的贡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是生

态修复效果评估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对水体自

净能力、碳汇功能以及为周边生态系统提供的水分和养分

支持等指标的全面评估，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生态修复技

术的综合效果。这不仅有助于验证修复技术的可行性，

还为未来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指导。

结语

通过对农村河沟清淤后的生态修复技术进行深入研

究和实践应用，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水质得到明显

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河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也得到了有效提升。然而，生态修复工作并非一蹴而就

的事情，需要持续地努力和科学地指导。未来我们将继

续深化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农村河沟的生态修复工作贡

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社会各界

人士关注并参与到这一伟大事业中来共同为保护我们的

水资源和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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