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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的作用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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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述国内外有关人工湿地水生植物在污水净化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选择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工湿地系

统水生植物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人工湿地水生植物的主要作用为：吸收利用和吸附富集污染物质、传输

氧到湿地系统、为微生物提供栖息地、维持系统的稳定、积累有机物质。人工湿地系统要选择栽种耐污能力

强、去污效果好、适合当地环境、根系发达、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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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湿地是依据土地处理系统及水生植物处理

污水的原理，由人工建立的具有湿地性质的污水处

理生态系统。采用人工湿地（F27LAP@FAJM ?JA367ML）净

化污水始于 ";$8 年德国的 U6Q .367FV，该研究所的

*J>MJ3 博士在研究中发现芦苇能去除大量有机和无

机物［"］。!# 世纪 9# 年代末，*J>MJ3 与 W>FV@AE 合作

并由 W>FV@AE 于 ";:! 年提出了根区理论［!］，该理论

的提出掀起了人工湿地研究与应用的热潮，标志着

人工湿地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新型污水处理技术正

式进入水污染控制领域。现在国外已广泛运用人工

湿地处理市政、工业、农业和城市暴雨径流废水技

术［8］，而在我国这些都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湿地具

有以下特点［I X 9］：投资省，运行费用低，出水水质好，

具有较强的氮、磷处理能力，运行维护管理方便，管

理水平不高，并能和稳定塘联合用于高纯度废水处

理或者废水三级处理。

前人对人工湿地中水生植物的研究报道大多着

眼于某一种或某几种植物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本

文在前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对人工湿地中水生植

物的作用及其选择作一个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阐述。

@ 水生植物的作用

介质、水生植物和微生物是人工湿地的基本构

成［:］。其中，水生植物是其特点所在，也是湿地处理

系统最明显的生物特征，它是人工湿地的主要组成

部分，并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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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利用、吸附和富集作用；"氧的传输作用；

#为微生物提供栖息地；$维持系统的稳定；%有机

物的积累作用。另外，水生植物还具有美观可欣赏

性、可以通过收割回收以达到一定经济效益、可作为

介质所受污染程度的指示物、有助于酶在湿地系统

的扩展等作用。

! !! 吸收利用、吸附和富集作用

水生植物能直接吸收利用污水中的营养物质，

供其生长发育。废水中的有机氮被微生物分解与转

化，而无机氮（氨氮）作为植物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

的物质被植物直接摄取，合成蛋白质与有机氮，再通

过植物的收割而从废水和湿地系统中除去。无机磷

也是植物必需的营养元素，废水中的无机磷在植物

吸收及同化作用下可转化成植物的 "#$、%&"、’&"
等有机成分，然后通过植物的收割而移去［(］。生根

植物直接从砂土中去除氮磷等营养物质，而浮水植

物则在水中去除营养物质［)］。许多根系不发达的沉

水植物，例如金鱼藻属（!"#$%&’()**+,）也能直接从水

中吸收营养物质［)］。大型挺水植物的茎和叶以及浮

水植物的根还可以用来减缓水流速度和消除湍流，

以达到过滤和沉淀砂粒、有机微粒的作用［)］。有人

在城镇污水处理试验中发现［*］，种植水烛（ -)’($
$./+0%12&*1$）和灯芯草（ 3+.4+0 "22+0"0）的人工湿地基

质中氮、磷的含量分别比无植物的对照基质中的含

量低 +(, - .(,和 ./, - 0+,，可见水烛和灯芯草

吸收利用了污水中部分的氮和磷物质。在海涂，芦

苇（5(#$/,1%"0 $+0%#$*10）床湿地系统是削减进入海洋

过量 营 养 物 质 的 强 有 力 手 段 之 一［+/］。 池 杉

（-$6&71+, $04".7".0）人工湿地对污水中总氮和氨氮

的净化效果明显地好于对照，对重金属亦具有良好

的去除作用［++］。

水生植物还能吸附、富集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如

重金属铅、镉、汞、砷、钙、铬、镍、铜、铁、锰、锌等，其

吸收积累能力为：沉水植物 1 飘浮植物 1 挺水植物，

不同部位浓缩作用也不同，一般为：根 1 茎 1 叶，各

器官的累积系数随污水浓度的上升而下降［+. - +2］。

研究认为，植物对有毒有害物质的吸收以被动吸收

为主，增加植物和废水的接触时间，可增强植物对其

的去除率［+3 - +*］。垂直流人工湿地处理低浓度重金

属污水的试验表明，风车草（ !)’"#+0 $*%"#.12&*1+0）能

吸收富集水体中 0/,的铜和锰，对锌、镉、铅的富集

也在 2, - +2,［./］。45567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湿

地中宽叶香蒲（ -)’($ *$%12&*1$）和黑三棱（ 8’$#/.1+,
0’ 9）是摄取同化、吸附富集高速公路径流油类、有机

物、铅和锌的较适宜植物种类。芥菜（:#$0010 ;+.4"$）

根际 附 着 大 量 的 细 菌 后，能 加 速 硒 的 富 集 和 挥

发［..］。高粱（<=&0’1#1**+, >#$01*".0"）也能利用根际细

菌加速硝酸盐、钾和磷酸盐的富集［.0］。另外一些研

究也显示了植物的吸收和吸附作用，栽种植物的湿

地对污水中的营养物质及重金属的去除能力高于无

植物系统的［.)，.2］。

! !" 氧的传输作用

湿地环境对很多微生物来说是一种严酷的逆

境，最严酷的条件是湿地土壤缺氧。缺氧条件下，生

物不能进行正常有氧呼吸，还原态的某些元素和有

机物的浓度可达到有毒的水平［.3］。人工湿地中污

染物所需要的氧主要来自大气自然复氧和植物输

氧。有研究表明，水生植物的输氧速率远比依靠空

气向液面扩散速率大，植物的输氧功能对人工湿地

降解污染物好氧的补充量远大于由空气扩散所得氧

量。植物输氧是植物将光合作用产生的氧气通过气

道输送至根区，在植物根区的还原态介质中形成氧

化态的微环境［.8］。输送过程以及氧在湿地中的分

布状态如图 + 所示（以芦苇床为例）［.(，.*］。这种输

氧作用使根毛周围形成一个好氧区域，其中好氧生

物膜对氧的利用使离根毛较远的区域呈现缺氧状

态，更远的区域则完全厌氧。这种连续呈现好氧、缺

氧、厌氧的状态，相当于许多串联或并联的 " 9 " 9 :
处理单元，这样植物在为湿地系统输氧的同时，还可

以通过硝化、反硝化作用及微生物对磷的过量积累

作用使氮、磷从废水中去除。因此，水生植物在人工

湿地去除铵、亚硝酸盐、硝酸盐、磷酸盐、;; 和 <:%
等方面间接或直接地起着重要作用［)］。

图 ! 湿地中氧的分布及植物输氧过程

通常人工湿地的输氧能力 -/ 在 2 -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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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般为 !" #$! %（&!·’）。处理过程的需氧量 !"

可以用式（(）进行估算。植物的供氧能力 "" 可以

用式（!）来估算［)"］。

!" # (*+$（%" & %’） （(）

"" # ()*" （!）

式中：!" 为处理过程的需氧量，#$! % ’；$ 为流量，

&) % ’；%" 为进水 ,$-+ 质量浓度，&# % .；%’ 为出水

,$-+ 质 量 浓 度，&# % .；"" 为 处 理 过 程 的 需 氧 量，

#$! % ’；() 为湿地床面积，&!；*" 为植物的输氧能力，

#$! %（&!·’）。

人工湿地中植物根毛的释放氧气也有助于在好

氧情 况 下 湿 地 中 物 质 的 传 递 和 变 化，如 图 ! 所

示［!/，!0］。

图 ! 植物根毛释放氧气作用下湿地

中的物质传递及变化过程

" 1# 为微生物提供栖息地

微生物是人工湿地净化污水的主要“执行者”，

它们把有机质作为丰富的能源，将其转化为营养物

质和能量。人工湿地中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是极其

丰富的，因为人工湿地水生植物的根系常形成一个

网络状的结构，并在植物根系附近形成好氧、缺氧和

厌氧的不同环境，为各种不同微生物的吸附和代谢

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也为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

统提供了足够的分解者。很多湿地的大型挺水植物

在水中部分能附生大量的藻类，这也为微生物提供

了更大的接触表面积［2］。研究表明，有植物的湿地

系统，细菌数量显著高于无植物系统，且植物根部的

细菌比介质处高 ( 3 ! 个数量级，植物的根系分泌物

还可以促进某些嗜磷、氮细菌的生长，促进氮、磷释

放、转化，从而间接提高净化率［/］。

" 1$ 维持系统的稳定

维持人工湿地系统稳定运行的首要条件就是保

证湿地系统水力传输，水生植物在这方面起了重要

作用。植物根和根系对介质具有穿透作用，从而在

介质中形成了许多微小的气室或间隙，减小了介质

的封闭性，增强了介质的疏松度，使得介质的水力传

输得到加强和维持［)(，)!］。成水平进行的人工湿地

处理污水的试验中发现［))］，经过 ) 3 + 个月的污水

处理后，不种植物的对照土壤介质板结，发生淤积，

而种有水烛和灯芯草的人工湿地渗滤性能好，污水

能很快地渗入介质。据报道［)!］，即使较板结的土

壤，在 ! 3 + 年之内，经过植物根系的穿透作用，其水

力传输能力仍可与砂砾、碎石相当。植物的生长能

加快天然土壤的水力传输程度，且当植物成熟时，根

区系统的水容量增大［)(，)2］。当植物的根和根系腐

烂时，剩下许多的空隙和通道，也有利于土壤的水力

传输［)(］。有人认为植物根系可维持湿地沙的疏松

状态，也有研究表明，植物根的生长和扩展，会在基

质上层建立一个较密集的根区，从而使孔隙度下

降［)+］。牛晓音等［)4］的试验研究发现，少量根系的

存在对基质的孔隙度的影响不大。

" 1% 有机物的积累作用

人工湿地中有机物的来源主要是污水和植物，

湿地系统中植物的年生长量是相当高的，植物地上

部分衰落时的残留物、根系及根系分泌物都有助于

系统中有机物积累量的增加，因而植物是系统中最

大的额外有机物来源。研究实验表明［)5］，种植植物

的系统中积累的有机物量比在相同条件下没种植植

物的高 (*! 3 ! 6# % &!，高出部分的有机物可能是由

植物所贡献的。

有机 物 的 积 累 容 易 造 成 湿 地 系 统 的 堵 塞。

.776［)/］指出，湿地系统在未达到平衡状态之前，堵

塞仅仅依靠有机负荷，而当湿地系统达到平衡、有机

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沉积在湿地表面的有机

物形成了一层黑色粘膜，包括厌氧分解产物（如多糖

类物质和聚尿类物质［)0］）以及由于受低温限制而没

有发生化学变化的有机化合物［2"］，导致了系统孔隙

的外部堵塞。这种堵塞有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植物

向系统贡献了较多的有机物，因此选择合适的植物

和对植物进行定期收割以尽可能减少植物有机质在

基质中的积累是解决湿地系统堵塞问题的关键。定

期收割植物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氮、磷等营养元

素的去除，使其在湿地去除富营养化成分时起很大

的作用［)+，2(，2!］。

! 水生植物的选择

目前，全球发现的湿地高等植物多达 4 5"" 余

种，而已被用于处理湿地且产生效果的不过几十种，

很多植物还从未试用过［2)］。现在国际上公认的湿

地淡 水 水 生 植 物 优 势 品 种 有 宽 叶 香 蒲（ *+,-’
.’/012.0’ ）、芦 苇（ "-3’450/6) ）、苦 草（ 7’..0)8630’
’56309’8’）、软 水 草（ :+;30..’ <63/090..’/’）和 狐 尾 藻

（=+302,-+..>5 ),09’/>5）［22 3 24］。一些地处热带和亚

热带的发展中国家，有丰富的湿地物种，但由于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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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限制，在开展湿地技术时无力开展观测研究，通常

照搬发达国家的成果，包括在物种的利用上，而对本

国本地区很有净化潜力的植物视而不见，再加上使

用和管理水平有限，其处理效果不是很理想［!"，!#］。

欧美许多国家建立了大量的湿地处理系统，应用于

小城镇的污水处理［!$］；我国深圳白泥坑也建立起保

护水源的人工湿地［$］。但湿地中有些水生植物生长

不良，影响净化污水的效果，水生植物的越冬也是个

问题。因此，对于人工湿地处理系统而言，选择合适

的水生植物显得尤为重要。选择植物时考虑的因素

很多，但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耐污能力强、去

污效果好；"适合当地环境；#根系的发达程度；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 耐污能力强，去污效果好

耐污能力强和去污效果好是选择湿地植物的首

要原则。湿地系统应根据不同的污水性质选择不同

的湿地植物，如选择不当，可能导致植物死亡或者去

污效果不好。例如，当污水中凯氏氮的浓度达到

&!’&() * +（或氨氮 ,!’" () * +）时人工湿地中的香蒲

叶将枯黄或致死，且短期内难以恢复［--，!.］。又如，

用宽叶香蒲（!"#$% &%’()*&(%）和 +#*,-. .## / 建植的湿

地系统处理含铜的工业废水，结果 /01 的去除率很

差，有时甚至还升高 .23［&2］；同样，用芦苇和宽叶香

蒲形成的人工湿地结合一个厌氧的消化系统来处理

屠宰 场 污 水，结 果 磷 在 污 水 中 也 出 现 积 累 的 趋

势［&.］。

! %! 适应当地环境

人工湿地选择的植物还必须适应当地的土壤和

气候条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例如在

向陆的浅滩地区通常分布有季节性、突发性的植物

品种，而在常年淹水的地区则通常分布有大量沉水

植物或者是水百合（0%’-1 &(&(-.）。在热带地区浮萍

属（ 2-3,% ）中 的 水 萍（ 4567--4 ）、凤 眼 兰 属

（8(6$$*1$(%）中 的 风 眼 蓝（ 0%’-1 $"%6(,’$）、大 浮 属

（9(.’(%）中的水浮莲（0%’-1 &-’’56-）等都被当地用来

和稳定塘一起处理污水［&, 4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

州地 区，通 过 实 验 证 明 挺 水 植 物 类 中 的 灯 芯 草

（ :5,65. -))5.-.）和庶草（;6(1#5. <%&(45.）适合当地环境

条件，并被成功地运用于小型污水处理设施［&&］。灯

芯草作为湿地中一种普通的淡水挺水植物，在英国

的牧场、沼泽地和其他潮湿地区作为一种优势物种

随处可见。567(897: 和 ;<=(>（.$"$）在对 , 块具有

代表性湿地的调查研究中，明确把灯芯草列为该地

区的 优 势 物 种，并 广 泛 推 广 运 用［&?］。据 文 献 报

道［&" 4 ?.］，小叶浮萍在滇池地区具有较强的生长适

宜性，在许多池塘均能发现。成水平等［--］发现香

蒲、灯芯草是武汉及北纬 -2@附近地区人工湿地较为

适宜的水生植物，特别是灯芯草冬季生长良好，是该

地区更为理想的净水植物。李亚治［?,］进行的水葫

芦—水草人工湿地研究发现，在气温变化不大的南

方地区，水葫芦—水草人工湿地废水处理系统运行

稳定且受季节变化的影响较小。除此之外，每个地

区不同季节水生植物的处理效果也不一样。A% B%
B>CCD 等研究了凤眼莲等几种水生植物净化污水的

能力，结果发现，夏季水生植物除氮效果的顺序为：

凤眼莲 E 浮莲 E 水鳖 E 浮萍 E 槐叶萍 E 紫萍 E
-=-1(%，而冬季的顺序为：水鳖 E 凤眼莲 E 浮萍 E 浮

莲 E 紫萍 E 槐叶萍 E -=-1(%，夏季除磷效果最好的是

凤眼莲和 -=-1(%，冬季除磷效果最好的是水鳖和浮

萍［.,］。

! %# 根系的发达程度

水生植物的净化功能与其根系的发达程度和茎

叶生长状况（密度和速度）密切相关，因此选择人工

湿地的水生植物时，必须全面考虑它的根系状况。

在正常运行的人工湿地中，污染物主要是靠附着生

长在水生植物根区表面及附近的微生物去除的。一

般而言，根系越发达，湿地系统的去污效果越好。选

择根系比较发达、根系较长的水生植物，能够大大扩

展人工湿地净化污水的空间，提高其净化污水的能

力。据报道， 草根系深度可以达到 2’"? (［!.］，芦

苇根系深度为 2’? 4 2’"(，茳芏、席草和灯芯草的根

系深度为 2’!& 4 2’? (［?-］。人工湿地的设计深度一

般是按水生植物的根系自然扩展深度来确定的，所

以，在设计人工湿地时要充分考虑所选水生植物根

系的因素。在考虑根系密度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考

虑根系表面积和地下茎（引起氧扩散进入根系的结

构），它们也是选择植物的主要指标。根系密度、根

系表面积、地下茎密度三者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但针

对不同植物，这种相关性需要进一步研究［?!］。

! %$ 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建造人工湿地时考虑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实现

多种经营、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管理模式，

这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就被高度重视，且被广泛采

用，而对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这一点有

其特殊意义，但目前研究、运用较少。在气候温和

（纬度在 -,@F 左右）的淡水湿地中，灯芯草作为经济

植物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湿地，其产量用 GH1I 表示，

可达 .2 J) *（(,·K）［?&］。在我国四川地区，灯芯草也

是农民常栽种的经济作物，每年收割 . 4 , 次，用于

编织草席外售，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试验表明，在四

·!·



川地区选择灯芯草作为湿地植物是适宜的［!!］。

! 展 望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有关人工湿地处理污水的

观测都表明，它是高效的或是有效的。在我国，人工

湿地的研究起步较晚，因此有关湿地植物的研究还

需不断深入、探索。今后我国人工湿地水生植物的

研究可以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人工湿地生境条

件下水生植物的生理生态研究；"人工湿地水生植

物对有毒有害污染废水净化方面的研究；#人工湿

地水生植物种类的筛选及其适宜人工生境的研究与

创建；$通过人工湿地水生植物种类的选择或对水

生植物的管理来激发新根生长以提高氧的传递；

%关于收割植物对人工湿地有机质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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