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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生态模块处理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体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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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天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袁 天津 300072曰 2.浙江农林大学 环境与资源学院袁 浙江 杭州 311300冤
摘要院 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体存在总氮超标问题袁 对小镇内景观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遥 构建以挺水植物渊香蒲
Typha orientalis袁 美人蕉 Canna indica和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冤袁 沉水植物渊狐尾藻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袁 竹
叶眼子菜 Potamogeton malaianus 和伊乐藻 Elodea nuttallii冤与生物填料渊碳纤维草和立体超细纤维草冤复合成的立体生
态模块袁 分析其在景观水系中的除氮能力和机制袁 植物种类尧 生物填料类型对除氮的影响及立体生态模块最佳长
度遥 结果表明院 复合立体生态模块具有较好的除氮效果袁 总氮平均去除率为 73.58%~97.61%袁 均高于空白
渊30.87%冤袁 除狐尾藻尧 竹叶眼子菜外的不同植物和生物填料类型复合成的立体生态模块对氮去除效果影响显著
渊P＜0.05冤遥 平均总氮出水质量浓度袁 18个立体生态模块均达 GB3838-2002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曳郁类水水质标准
渊1.50 mg窑L原1冤遥 在总氮去除率为 85.00%时袁 不同立体生态模块最佳长度不同袁 对氮去除最好的 3个模块为香蒲鄄伊
乐藻鄄碳纤维草渊1.34 m冤袁 美人蕉鄄伊乐藻鄄碳纤维草渊1.44 m冤和香蒲鄄伊乐藻鄄立体超细纤维草渊1.64 m冤遥 图 4表 3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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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rogen removal in landscape water bodies using a vertical ecological
module in Yuhuang Shannan Fund Town

PEI Jianchuan1,2, ZHANG Shuting1, YANG Jinyan2, ZHANG Jin2

渊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 Resource Sciences,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Zhejiang, China冤

Abstract: Increased loading of nitrogen 渊N冤 from surface erosion and some sanitary drainage has led to degra鄄
dation of landscape water bodies in Yuhuang Shannan Fund Town resulting in a negative impact on its land鄄
scap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explored total nitrogen 渊TN冤 removal prospects by addressing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渊1冤 the amount of N the module could remove, 渊2冤 the N removal mechanisms in the process, and
渊3冤 the optimal length of the vertical ecological module. A vertical ecological module composed of an emergent
plant module, a submerged plant module, and a biological stuffing module was used. Emergent plant modules
渊1.75 m 伊 1.00 m 伊 0.20 m冤 were planted with Typha orientalis, Canna indica, and Lythrum salicaria; sub鄄
merged plant modules 渊1.75 m 伊 1.00 m 伊 0.50 m冤 were planted with Myriophyllum verticillatum, Potamogeton
malaianus, and Elodea nuttallii; and biological stuffing modules 渊1.75 m 伊 1.00 m 伊 0.50 m冤 were planted with
carbon fiber artificial plants and superfine fiber artificial plants袁which combined into eighteen vertical ecologi鄄
cal modules 渊1.85 m 伊 1.10 m 伊 1.40 m冤 in the order of Emergent plant modules, submerged plant modules
and biological stuffing modules from water surface to underwater by orthogonal desig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vertical ecological modules had favorable TN removal rates distributed between 73.58% and 97.61% with all
being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渊30.87%冤. Except for M. verticillatum and P. malaianus, veget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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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山南基金小镇位于杭州市% 小镇内自然景观优美% 景观层次丰富' 设计中水系水源来自于白

渠% 但由于白渠周边施工% 水系补水源头暂时中断% 导致水体缺乏活力' 目前% 水系主要来自于玉皇山

雨水% 因落差较大% 水体下流过程中冲刷地表而携带大量污染物% 导致氮过高% 加上小镇内部极个别生

活污水间断性排放至水体% 水体氮进一步升高' 氮是引起水华的重要驱动因子$

#

&

% 小镇景观水系多处水

体出现绿藻水华现象' 这对小镇整体环境非常不利% 急需治理' 目前水体氮治理主要有物理
!

化学法$

!

&

(

生物法$

D"I

&

( 生物
!

生态复合法$

5"J

&等% 以复合法最为常用' 该法将微生物净化与植物净化相结合% 在除氮

的同时兼具景观美化作用% 尤其适用于城市景观水体修复% 但一般表现形式为人工湿地( 人工生态浮岛

等% 占地面积较大$

L

&

% 施工周期较长% 在大型办公娱乐休闲地区的景观水体应用受限' 模块化技术$

$"N

&可

简化生产环节( 降低成本%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后逐渐成为主导技术' 为此开发高效( 价格低廉( 易施工

的模块化治理技术% 对城市景观水体修复治理意义重大' 本研究根据玉皇山南基金小镇综合环境及水系

实际情况% 在污染较为严重的副景观区采用了挺水植物模块( 微生物填料模块( 沉水植物模块% 复合组

成的立体生态模块% 对水体进行修复' 开展立体生态模块去除该水系氮的性能研究% 旨在探索立体生态

模块除氮能力和机制% 植物及生物填料类型对氮去除效果影响及模块最佳长度% 为城市大型复杂景观污

水的研究与应用提供技术参考'

O

研究地区与方法

*+*

研究区概况

场址位于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

D"4!O#7

%

O!"4O5#P

"的副景观区!图
O

"' 该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

候% 光照充足% 雨水充沛'

!"O5

年% 全年平均气温为
OL4D $

% 年总降水量为
O NIL4J 99

% 年总日照时

数为
O D5$45 =

'

图
O

实验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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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水样

以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系中污染较为严重的副景观区水体作为治理对象% 如图
O

' 该水体通过主景

观区利用泵水房补给水% 水流极缓% 水深为
O45R!4" 9

% 进水污染物质量浓度变化较大% 统计结果见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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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可知$ 水质处于五类水以下%劣
!

类水&!

表
!

治理前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系水质

+,-./ $ 0,1/2 34,.516 78 94:4,;< =:,;;,; >4;? +7@; -/872/ 12/,1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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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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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技术设计

立体生态模块由挺水植物模块) 沉水植物模块及微生物填料模块组成* 各模块设计如下$

"

挺水植

物模块! 选取香蒲
!"#$% &'()*+,-(.

* 美人蕉
/%**% (*0(1%

* 千屈菜
2"+$'34 .%-(1%'(%

* 构建
!

种挺水植物

模块! 模块大小$ 长
#

宽
#

高为
$IK" A # $IDD A # DI)D A

* 以竹竿%内径
5Q#J' RA

&为支撑边* 上面放置

聚乙烯塑料浮板%长
DI!! A #

宽
DI!! A #

高
DID# A

&* 浮板内套软花盆%上口径
DI$" A

* 下口径
DI$$ A

*

高
DI$! A

&* 花盆内铺设
DI$D A

厚的陶粒* 陶粒平均粒径为
)I) RA

! 植物种植于花盆内* 栽植密度为
$#

株(
A

!)

!

#

沉水植物模块! 选取狐尾藻
6"'(&7$"--34 8)'+(9(--,+34

* 竹叶眼子菜
:&+,4&;<+&* 4,-,(,*3.

* 伊

乐藻
=-&0<, *3++,--((

* 构建
!

种沉水植物模块! 模块尺度$ 长
#

宽
#

高为
$IK" A # $IDD A # DI"D A

* 以竹

竿%内径
5QHJ# RA

&为支撑边* 上面布设纱网袋%

$DD

目&* 网袋内铺设
DI$" A

厚的陶粒* 陶粒平均粒径为

)I) RA

! 沉水植物栽植于网内* 栽植密度为
)"

株(
A

!)

!

$

微生物填料模块! 选取碳纤维草%比表面积
Q

$ DDD A

)

(

<

!$

&* 立体超细纤维草%比表面积
Q' DDD A

)

(

A

!!

&* 构建
)

个微生物填料模块! 生物填料模块为

长方体%长
$IK" A #

宽
$IDD A #

高
DI"D A

&* 框架用竹竿%内径
5QHJ# RA

&搭建* 人工水草铺设体积率为
"S

!

将上述
!

种模块按照微生物填料模块
!

沉水植物模块
!

挺水植物模块的顺序从下至上固定* 复合成

$'

个立体生态模块!

!"$

实验方法

$'

个立体生态模块建成后* 放置于透明的有机玻璃%厚度
>Q) AA

&反应器%长
$T'" A #

宽
$I$D A #

高
$IHD A

&内* 与周围水体隔离* 安装于玉皇山基金小镇副景观区水系! 其中进水口位于反应器一侧顶

端直通入下部 * 在距离立体生态模块进水口端
DI!D

*

DIKD

和
$I'" A

处 * 距离立体生态模块底部

DI)"

*

DIK"

和
$I$D A

处* 设采水管%直径
0Q)ID RA

&* 共计
O

个* 采水管不采样时处于闭管状态* 出水口

为
O

号采样口* 如图
)

所示! 另设
$

个空白组!

先试运行
$I"

个月*

)D$#

年
"

月
$!

日起向模块进水* 系统运行
)

个月* 至
)D$#

年
K

月
$)

日结束!

进水方式$ 用流量泵将副景观区水抽至立体生态模块* 通过模块进水口均匀持续进水* 每个模块进水量

均为
$"IDD A

!

(

?

!$

* 水力负荷为
KI!K A

(

?

!$

! 运行期内每周采集
$

次水样*

"

月
$!

日
$HUDD

第
$

次采样*

以后隔
# ?

在
$HUDD

采样
$

次* 共采集
O

次水样! 实验期间现场测定模块内
PM

值和水温! 采集后的水

样放置于采集瓶* 其中入水口处水样为进水水质*

O

号采集管出水样为出水水质*

$J!

号采集管抽取

$DIDD AC

混匀为
DI!D A

处水样*

HJ#

号采集管抽取
$DIDD AC

混匀为
DIKD A

处水样*

KJO

号采集管抽取

$DIDD AC

混匀为
$I'" A

处水样! 做好标记放于冰盒内运至分析室存于
D $

冰箱内!

)H :

内完成分析!

采集水样主要测试指标有总氮) 铵态氮) 硝态氮)

PM

值%酸碱度&) 温度* 分析方法采用文献+

$D

,

所述方法* 其中总氮采用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铵态氮采用靛酚蓝比色法* 硝态氮采用酚

二磺酸分光光度法*

PM

值采用电极法* 温度采用温度计法! 平均质量浓度
! 平均Q%!

$

%!

)

%!

!

%

-

%!

*

&

B*

* 其

中$

!

表示质量浓度*

!

$

为第
$

次采集水样所测的质量浓度*

!

)

为第
)

次采集水样所测得质量浓度* 其

他以此类推! 去除率
Q

%

! 进水!! 出水&B! 进水&$DDS!

裴建川等$ 立体生态模块处理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体氮的效果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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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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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去除污水总氮及耐冲击负荷分析

由表
!

可知! 实验周期内" 进水总氮质量浓度平均为
&'(% )*

#

+

!#

$ 经立体生态模块后" 香蒲
"

伊乐

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总氮质量浓度平均为
%'#, )*

#

+

!#

" 低于其他立体生态模块%

%'!!-#'.$ )*

#

+

!/

&及空白组%

,'$0 )*

#

+

!/

&$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总氮平均去除率为
10'(/2

" 高于其

他立体生态模块%

0,'&$2-1('/"2

&及空白组%

,"'$02

&$ 对于铵态氮而言"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

体生态模块出水总氮质量浓度平均为
"'". )*

#

+

!/

" 低于其他立体生态模块%

"'"$-"'$$ )*

#

+

!/

&及空白组

%

/'1( )*

#

+

!/

&$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的铵态氮平均去除率为
1$'($2

" 高于其他立体

生态模块%

0/'"&2-10',02

&及空白%

,&'&,2

&$ 而对硝态氮" 去除效果仍以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

体生态模块最好" 去除率为
1('102

" 高于其他立体生态模块%

(,'1,2-1,'//2

&及空白%

!"'&"2

&$

显著性分析%表
!

&发现! 立体生态模块与空白组相比较" 对总氮' 铵态氮' 硝态氮去除率呈极显著

差异" 而且植物和生物填料类型对去除率有一定影响$ 空白的总氮质量浓度平均去除率极显著低于立体

生态模块%

!＜"'"/

&$ 在
/$

个复合立体生态模块中"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10'(.2

&"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1('"!2

&"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1,'"&2

&

,

种复合立体生态模块对总氮去除效果最好"

其中去除率最高的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总氮平均去除率比空白组高
0"'(/2

$

/$

个

立体生态模块中" 除香蒲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竹叶眼子菜
"

碳纤维草' 香蒲
"

狐尾藻
"

立体超细纤维

草' 美人蕉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美人蕉
"

竹叶眼子菜
"

碳纤维草' 千屈菜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千屈菜
"

伊乐

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0

个复合立体生态模块外" 其他复合立体生态模块均呈显著差异%

!＜"'"&

&" 这说明

所选植物及生物填料不但能促进总氮去除" 而且种类对总氮去除率也有一定影响$ 通过比较可知" 由伊

乐藻构建的沉水植物模块在所有模块中对总氮的去除率提高效果最显著( 挺水植物模块中香蒲模块对总

氮的去除率最高" 其次是美人蕉" 千屈菜降解率最低( 碳纤维草模块对总氮的去除率高于立体超细纤维

草模块$ 对于铵态氮质量浓度" 空白组和
/$

个立体生态模块组两者差异达显著水平%

!＜"'"/

&" 其中香

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等
/.

个立体生态模块又与立体生态模块整体呈显著差异$ 这说明不同植物及生物

填料对铵态氮去除率影响比对总氮去除率显著$ 空白组硝态氮去除率和立体生态模块同样呈极显著差

别$ 在
/$

个立体生态模块中" 去除率与模块整体呈显著差异达
0!'""2

" 同样说明植物和生物填料类型

对硝态氮去除率有一定影响$

副景观区水体总氮质量浓度波动较大" 分别为
,'"!-/"'$0 )*

#

+

!/

" 表明不同立体生态模块的抗冲击

负荷能力差异显著$ 最高总氮进水质量浓度发生在
!"/(

年
&

月
/,

日%

/"'$0 )*

#

+

!/

&" 空白组的总氮去

除率为
/1'1(2

" 立体生态模块的总氮去除率为
(('&/2-1&'!!2

$ 最低总氮进水质量浓度发生在
!"/(

年

&

月
!"

日%

,'"! )*

#

+

!/

&" 而空白的总氮去除率为
!1'$"2

" 立体生态模块的总氮去除率为
(!'&$2-

图
!

立体生态模块示意图

34*567 ! 849*69) :; <76=4>9? 7>:?:*4>9? ):@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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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卷第
#

期

$%&'()

! 对比可见" 总氮去除率# 除空白组相差较大外$ 进水负荷对立体生态模块影响不大% 说明立体

生态模块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对质量浓度波动较大的水体保持较高的去除率!

可见$ 副景观区污水通过立体生态模块净化后总氮降低$

*+

个立体生态模块的平均出水质量浓度

参照
,-!+!+./0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总氮已达
!

类水水质标准(

*&" 12

)

3

!*

*+ 但其出水水质总氮

尚未达到
"

类地表水水质标准$ 一般不能直接作为接触性娱乐性景观用水% 故对于副景观区$ 可以采取

曝气充氧
"

立体生态模块工艺$ 再加上后续副景观区塘边缓冲带$ 以保障副景观区的水质%

!"!

各形态氮的质量浓度沿长度变化趋势分析

选取对总氮降解率最高的
!

组(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

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 考察各形态氮质量浓度的沿长度变化+ 由图
!4

和图
!-

可见" 立体生

态模块中总氮, 铵态氮质量浓度均呈沿长度降低之势$ 且距出水口越近去除效果越好+ 由图
!5

可知"

虽各立体生态模块硝态氮质量浓度均低于进水$ 但立体生态模块在
06'0 1

后质量浓度下降更明显$ 而

空白组硝态氮质量浓度稳定下降$ 变化曲线形状与总氮和铵态氮相似+ 立体生态模块全程无硝态氮积

累$ 这与仅采用植物净化的效果不同-

**!*%

.

% 这可能和立体生态模块位于最低端的微生物填料模块的反硝

化作用更强$ 促进了硝态氮的还原有关%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在
06!0

$

06'0

和
*6+"

1

处所取水样的总氮, 铵态氮, 硝态氮质量浓度低于空白组$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和美人蕉
#

伊

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 在
!

个立体生态模块中最低%

!"# $%

值及植物! 生物填料对去除氮效果分析

选取去除率最高的
!

组(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

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 考察
78

值变化趋势及各子模块对增强氮去除效果% 由图
!9

可见" 实验期

各模块酸碱度为
78 '6*":'6%0

% 空白组沿长度
78

值均大于或等于
78 '6!$

且曲线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尾端
78

值有一定升幅$ 而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

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
78

值均小于空白$

78

值随长度增加均小幅度下降$ 其原因可能为立体生态模

裴建川等" 立体生态模块处理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体氮的效果

表
!

不同立体生态模块进水氮质量浓度及去除率"平均值#

;<=>? / 5@AB?ACD<CE@A <AF D?1@G<> D<C? @H AECD@2?A EA G<DE@IJ G?DCEB<> ?B@>@2EB<> 1@FI>?J

立体生态模块

总氮(

;K

* 铵态氮(

K8

%

L

#K

* 硝态氮(

KM

!

.

#K

*

! 进水N

(

12

/

3

!*

*

! 出水N

(

12

/

3

!*

*

去除

率
NO

!

! 进水N

(

12

/

3

!*

*

! 出水N

(

12

/

3

!*

*

去除

率
N)

!

! 进水N

(

12

/

3

!*

*

! 出水N

(

12

/

3

!*

*

去除

率
N)

!

空白
"6#0 %6*/ /'60! ＜060* !60% *6$# !"6"! ＜060* *6// 06$' /06%$ ＜060*

香蒲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0 +!6"" ＞060" *6// 06/" '$6"* ＞060"

香蒲
#

竹叶眼子菜
#

碳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 '*60" ＜060* *6// 06/' ''6+' ＞060"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0% $+6#+ ＜060* *6// 060% $#6$' ＜060*

香蒲
#

狐尾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0* +/6*/ ＞060" !60% 06+" '/60% ＜060" *6// 06!" '*6!* ＜060"

香蒲
#

竹叶眼子菜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 '+6$$ ＜060* !60% 06+" '/60% ＜060" *6// 06!! '/6$" ＜060"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06!$ $!60" ＜060* !60% 06*" $"60' ＜060* *6// 06*0 $*6+$ ＜060*

美人蕉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6#0 06+0 +"6+/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美人蕉
#

竹叶眼子菜
#

碳纤维草
"6#0 *60* +/60/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6#0 06// $#60/ ＜060* !60% 060+ $'6!' ＜060* *6// 060+ $!6** ＜060*

美人蕉
#

狐尾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0$ +06'0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美人蕉
#

竹叶眼子菜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 ''6%# ＜060* !60% 06+# '*6'* ＜060* *6// 06%0 #'6/* ＜060*

美人蕉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千屈菜
#

狐尾藻
#

碳纤维草
"6#0 *60% +*6"! ＞060" !60% 06#$ ''6!0 ＞060" *6// 06!0 '"6%* ＞060"

千屈菜
#

竹叶眼子菜
#

碳纤维草
"6#0 *6// '+6%/ ＜060* !60% 06+0 '!6#+ ＜060* *6// 06!" '*6!* ＜060"

千屈菜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 ++6%$ ＜060* *6// 06*' +#60' ＜060*

千屈菜
#

狐尾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0 ''60%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千屈菜
#

竹叶眼子菜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6%+ '!6+* ＜060* !60% 06+% '/6!' ＜060* *6// 06%0 #'6/* ＜060*

千屈菜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6#0 06#+ +'6$' ＞060" !60% 06"# +*6"+ ＞060" *6// 06/$ '#6/! ＞0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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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中的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泌氧功能! 通过立体生态模块中植物根系输氧能力和沉水植物光合作用使模

块内挺水植物模块和沉水植物模块水体氧含量增加! 硝化作用增强! 释放了大量的质子! 导致
&'

值沿

长度下降! 且低于空白组的
&'

值! 这种变化趋势与黄季超等"

##

#研究结果相似$ 因反应系统
&'

值均小

于
&' ()*%

! 故实验过程氨挥发可以忽略"

#!

#

$ 以此推断! 实验过程立体生态模块中氮的去除可能主要靠

硝化
+

反硝化% 厌氧氨氧化和植物光合作用! 通常在有氧条件下! 水体氮一部分经过铵盐
!

亚硝酸盐
!

硝酸盐的过程转化为水溶盐! 含氮盐在缺氧条件下经过硝酸盐
!

亚硝酸盐
!

一氧化氮
!

一氧化二氮
!

氮

气转化为气态氮& 一部分氮在缺氧条件下经过铵盐
!

氮气直接经过厌氧氨氧化作用转化为气体"

#*

#

$ 硝化

菌最佳酸碱度为
&' ()%,$)-

! 反硝化菌和厌氧氨氧化菌酸碱度为
&' ()%,$)%

"

./!#*

#

$

&'

值监测结果表明'

立体生态模块中
&'

值在此范围内! 适合氮降解细菌的生长繁殖$ 在后期! 为了深入探究反应过程
&'

值呈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可增设溶解氧(

01

)! 微生物种类及数量等指标监测! 来论证现在的推断$

种植了植物和生物填料的立体生态模块的脱氮效果优于空白组$ 主要原因'

!

立体生态模块的水流

受植物生长和生物填料影响! 水流受到阻滞! 延长停留时间&

"

植物生长吸收硝态氮和铵态氮&

#

挺水

植物根系% 沉水植物和生物填料为模块中微生物生长提供了繁殖场所"

#-!#$

#

! 根系和生物填料会创造有利

于多种微生物生长的小环境! 在沉水植物及挺水植物根茎附近会形成有氧小环境! 形成硝化好氧区! 在

远离沉水植物和挺水植物根茎% 模块最底部的生物填料模块形成反硝化% 氨氧化缺氧区$

本研究植物初始平均株高为香蒲
#)*- 2

! 美人蕉
!)"! 2

! 伊乐藻
.)/* 2

! 实验结束时植物平均株

高为香蒲
.)(* 2

! 美人蕉
.)3! 2

! 而伊乐藻已覆盖整个沉水植物模块(长
.)(* 2 "

宽
.)"" 2 "

高
")*"

2

)纱网袋! 并且分别于
!".-

年
*

月
!(

日和
-

月
.(

日进行收割! 水体氮盐可通过光合作用作为营养物

质暂时储存于植物"

.4

#

$ 长势最好的香蒲和伊乐藻对氮的去除效果最好$ 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组合成水生

植物群落! 比单一水生植物氮磷去除率更好$ 刘足根等"

!"

#研究表明' 乡土种穗花狐尾藻
!"#$%&'"(()*

+&$,-.)*5

狭叶香蒲
/"&'- -01)+.$2%($-

的镶嵌组合对总氮% 硝态氮的去除率分别达
*!)4-6

和
-#)(/6

! 比

单一生活型水生植物氮磷去除率更高! 且净化效果更为稳定$ 所以! 可选这些植物生长到一定季节! 适

时收割植物部分茎和叶! 以达到对氮良好的去除效果$

挺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的泌氧功能在立体生态模块净化污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模块内植物

根系和沉水植物茎叶的输氧! 使其周围形成一个有氧区! 而距离较远的区域形成缺氧% 厌氧区! 为好

氧% 厌氧微生物提供生存条件"

!#

#

$ 水中铵态氮去除发生的硝化反应! 与水中溶解氧有很大关系$ 硝化过

程所需的氧主要为水中溶解氧! 泌氧能力较强的植物可向模块水体输送更多氧气! 有利于硝化作用增

强! 促进除氮能力$ 香蒲% 伊乐藻% 美人蕉
3

种植物都有很强的泌氧能力"

!!!!/

#

! 且存活率和生长情况与

本研究的其他
3

种(千屈菜% 竹叶眼子菜% 狐尾藻)相比较! 表现出更好的长势! 这可能是这
3

种复合立

体生态模块去除氮效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生物填料比表面积大% 空隙率高! 能让微生物在固体表面附着生长形成生物膜! 从而实现对污水的

生物处理"

!*

#

$ 生物膜中的微生物可以利用污水中溶解氧和有机物促进自身生长繁殖! 同时生物膜逐渐增

厚! 形成厌氧区"

!-

#

$ 水中硝态氮的去除主要在厌氧区进行!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

超细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脱氮过程中均未出现硝酸根积累的现象! 这与

仅单纯用植物净化相比! 关键因素可能因为处于底层的生物填料模块处于缺氧环境! 又对反硝化菌有较

好的吸附作用! 促使反硝化菌在其表面形成生物膜$ 有研究表明 "

!(

#

' 在较低负荷下硝化功能菌属

345'(%6%*%0-+

相对丰度的增加可能是引起填料生物膜反硝化脱氮能力提高的重要原因$ 为了深入了解

生物填料对除氮的影响! 可增设监测生物填料模块总氮% 有机溶解氮% 铵态氮% 硝态氮等各类氮质量浓

度变化$

!"#

模块最佳长度分析

模块长度受多因素影响! 比如降水量% 植物品种% 生物填料类型等$ 本研究以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景

观水水质净化为目的! 以不同挺水植物% 沉水植物% 生物填料模块为控制变量! 根据污水污染物降解和

沿长度去除率变化确定生态立体模块最佳长度$ 用
17898: !".(

分析软件! 根据立体生态模块对景观污

水中氮的实际去除效果! 分别拟合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

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体生态模块总氮% 铵氮% 硝态氮的去除率和沿长度距离! 表明总氮% 铵氮% 硝态氮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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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立体生态模块下总氮! 铵态氮和硝态氮沿长度的去除率变化

%&'()* $ +,- ,.

$

/

!, 012 ,3

4

5

!, )*67809 )0:* ;<01'* 0971' =97> 2&)*;:&71 &1 8*):&;09 *;797'&;09 672(9*?

和沿长度距离呈显著的指数关系!图
@

和表
4

"# 所得拟合公式如表
4

$

拟合结果!表
4

"显示% 立体生态模块长度与污染物去除效果呈正相关# 但受水体功能限制# 不能将

水体表面全部覆盖$ 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景观水域区总面积仅
# ABB 6

C

$ 为此# 在有限的水域面# 达到用

立体生态模块控制副景观区污水的最佳效果# 确定立体生态模块最佳长度$ 根据表
4

拟合公式# 计算出

去除率为
D"EBBF

时的值# 为不同模块复合条件下的最佳长度$ 结果表明% 在本实验条件及周期内# 总

氮去除率为
D"EBBF

时# 最佳立体生态模块长度为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GE4$ 6

#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

GE$$ 6

#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GE#$ 6

# 空白
/"

$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

维&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相比空白# 让总氮去除率提升至
D"EBBF

成为可能$ 可见立体生态模块

能显著提高水系除氮效果# 合理的长度设计可有效减少水域面积覆盖度# 增加水系景观的亲水性$

裴建川等% 立体生态模块处理杭州市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水体氮的效果

图
4

立体生态模块下总氮! 铵态氮! 硝态氮和
H.

值沿长度的变化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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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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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立体生态模块能有效净化景观水体中的氮且具有一定的抗冲击负荷能力! 实验运营期内" 立体生态

模块对总氮# 铵态氮# 硝态氮去除率均明显高于空白组" 且呈极显著差异$

!＜%'"(

%! 立体生态模块中

当进水总氮平均质量浓度为
)'*% +,

&

-

!#

" 出水总氮最低质量浓度平均值为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复合立

体生态模块的
%'#& +,

&

-

!#

" 该模块平均去除率为
./'*(0

! 其余模块出水氮质量浓度为
%'!!1#'2$ +,

&

-

!(

"

空白组出水氮质量浓度为
&'$/ +,

&

-

!(

" 均高于该模块!

植物种类和生物填料类型对氮的净化效果有一定影响!

($

个
('$) +

长立体生态模块" 总氮平均去

除率为
/&')$01./'*(0

" 铵态氮平均去除率为
/('")01.$'*$0

" 硝态氮平均去除率为
*&'.&01.*'./0

"

且分别有
((

个$总氮%#

(2

个$铵态氮%#

(&

个$硝态氮%模块与立体生态模块组呈显著差异$

!＜"'")

%!

其中
&

种挺水植物模块中香蒲模块对总氮去除率最高" 沉水植物模块中伊乐藻模块对总氮去除率最高"

生物填料模块中碳纤维模块对总氮去除率高于立体超细纤维模块! 对总氮去除率前
&

种复合模块类型为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
./'*(0

"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
.*'("0

"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
.!'*(0

"

去除率均与整体均呈极显著差异$

!＜"'"(

%!

立体生态模块
34

值在模块运行过程中呈现不同程度的降低" 但均处在硝化
5

反硝化# 厌氧氨氧化的

最佳
34

值范围内" 这可能为氮的生化作用提供了较好的外在条件! 后续可通过溶解氧# 微生物种类及

数量等的数据检测来证实!

植物和生物填料种类对确定立体生态模块最佳长度有一定影响! 不同植物和生物填料复合成的立体

生态模块最佳长度不同" 对总氮去除率越高的植物模块和生物填料模块复合成的立体生态模块最佳长度

越短" 反之增长! 在总氮去除率达
$)'%%0

时" 在除氮效果前
&

的模块中" 香蒲
"

伊乐藻
"

碳纤维草最佳长

度为
#'&2 +

" 美人蕉
"

伊乐藻
"

碳纤维为
#'22 +

" 香蒲
"

伊乐藻
"

立体超细纤维草为
#'*2 +

! 这不但提高了

水体净化能力" 而且有效减少水体覆盖度! 最佳长度可为立体生态模块技术在景观水系修复工程应用提

供参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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