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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芹菜对污水净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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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静态实验研究了水芹菜对污水的净化能力。结果表明，水芹菜对污水中

的犖、犘、犆犗犇具有明显的去除效果，能明显改善污水水质。

关键词 水芹菜 污水 净化

以太阳能为能源，利用水生经济维管植

物治理污水，可以在污水治理的同时，产生一

定的经济效应，而且投资少、运转费用低，还

可以克服传统环保工程中的不少弊端，这方

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 犤牨～牬犦
，但利用

水芹为材料尚未见报道，本文对此作一探

讨。

牨 材料和方法

牨牣牨实验材料

水芹（犗犲狀犪狀狋犺犲犼犪狏犪狀犻犮犪犇犆牣）。水芹对

环境条件的适应性较广，抗逆性强，喜冷凉，

较耐寒，适于冷凉、短日照季节生长，生长适

温牪牥℃左右，牨牥℃停止生长。牥℃时，只要加

深水位，茎叶仍不至冻死。适生的狆犎 为

牰牣牭～牱牣牥
犤牭犦
。

牨牣牪实验方法

将水芹种子经牥牣牨％犎犵犆犾牪消毒后，用

蒸馏水冲洗干净。然后置培养皿中在牪牭℃恒

温培养箱中促萌，用犎狅犪犵犾犪狀犱培养液培养

成幼苗，移栽至飘浮载体上进行水培，待苗重

约牬牥犵牤株时用于实验。

载体为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其上按一定

的行距打孔用于插苗。

培养箱为塑料箱，每箱盛水牪牥犽犵，投放

植物牥牣牭犽犵。另设不投放植物的作为对照。

每试验重复牪次，取平均值计算结果。

污水取自藕塘，狆犎牰牣牭。

实验时平均温度为牨牭℃和牪牥℃。

总氮的测定采用凯氏氮法 犤牰犦
；氨氮的测

定采用纳氏比色法 犤牰犦
；总磷和水溶性磷的测

定采用过硫酸盐氧化法 犤牰犦
；化学需氧量

（犆犗犇）的测定采用酸性高锰酸钾氧化法
犤牱犦
。

牪 结果与讨论

牪牣牨水芹对总氮、氨氮的去除效果

从表牨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温度情况下，

水芹对污水中的总氮、氨氮均有明显高于对

照的吸收和去除效果，分别达到牰牰牣牱％、

牱牪牣牴牳％和牴牭％、牨牥牥％，表明在水芹适生温

度下对污水中的犖具有明显的净化效果，且

水芹在适生温度下，净化率随温度的升高而

增加。

牪牣牪水芹对污水中的总磷、水溶性磷的去除

效果

从表牨可以看出，水芹对污水中的总磷、

水溶性磷的去除效果明显高于对照，吸收率

分别高达牱牫牣牱％、牳牰牣牫％和牴牫牣牳牭％、牨牥牥％

说明水芹对污水中的磷具有较强的净化效

果，净化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

牪牣牫水芹对污水中犆犗犇的去除效果

表牪显示，水芹可以明显降低污水中的

还原性物质含量，吸收率达到牭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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牪牣牬污水中狆犎的变化

原污水中的狆犎牰牣牭经牬犱的作用后，降

至狆犎牭牣牴（对照狆犎牰牣牫），这可能与氨氮的去

除有关。

牪牣牭污水水质观感的变化

从作用后的水质观感来看，水质变清，悬

浮物减少，透明度增加。

牫 讨 论

牫牣牨水芹的营养价值丰富，每牨牥牥犵含蛋白质

牨牣牭～牪牣牥犵，碳水化合物牪牣牭～牫牣牥犵，粗纤维

牨牣牥～牨牣牭犵，以及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牫牣牪水芹的产量高，一般可达牱牭狋牤犺犿
牪
，经济

收入可观。

牫牣牫在医学上，水芹具有退热解毒、清洁血液

的功效，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水生蔬菜。

牫牣牬 水芹的虫害主要为蚜虫，可用牬牥％

牨牥牥牥～牨牭牥牥倍液喷治
犤牭犦
。

牫牣牭水芹可以作为夏季水生植物之后的轮作

植物，延长生物氧化塘的利用周期。

牫牣牰水芹是净化效率较高的植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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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牨 水芹对污水中的总氮、氨氮、总磷、水性溶磷的去除情况 牗浓度单位犿犵牤犔牘

表牪 水芹对污水中犆犗犇的去除情况

试验天数 牨 牪 牫 牬 最终去除率

犆犗犇浓度 对照 牨牬牰 牨牫牥 牨牪牬 牨牨牭 牪牨％

牗犿犵／犔牘 水芹 牨牬牰 牨牥牳 牳牭 牰牪 牰牫％

项目
时间

月牣日

温度

牗℃牘

水芹 对照 温度

牗℃牘

水芹 对照

浓度 去除率牗％牘 浓度 去除率牗％牘 浓度 去除率牗％牘 浓度 去除率牗％牘

总氮 牬牣牨牪 牨牭 牨牭牣牰牳 牨牭牣牰牳 牪牥 牨牭牣牰牳 牨牭牣牰牳

牬牣牨牫 牨牥牣牥牳 牫牭牣牱 牨牫牣牬牬 牨牬牣牫 牳牣牴牰 牬牪牣牴 牨牪牣牫牪 牪牨牣牬

牬牣牨牬 牰牣牱牪 牭牱牣牨 牨牨牣牪 牪牳牣牰 牭牣牨牭 牰牱牣牪 牴牣牳牰 牫牱牣牨

牬牣牨牭 牫牣牫牰 牱牳牣牰 牨牥牣牥牳 牫牭牣牱 牪牣牪牬 牳牭牣牱 牳牣牪牴 牬牱牣牨

吸收率 牰牰牣牰牱％ 牱牪牣牴牳％

氨氮 牬牣牨牪 牨牭 牴牣牪 牴牣牪 牪牥 牴牣牪 牴牣牪

牬牣牨牫 牭牣牨牬 牬牬牣牨 牱牣牪牳 牪牥牣牳牱 牫牣牳牴 牭牱牣牱 牱牣牨牱 牪牪

牬牣牨牬 牫牣牫牭 牰牫牣牰 牰牣牨 牫牫牣牪 牨牣牬牬 牳牬牣牫 牭牣牳牬 牫牰牣牭

牬牣牨牭 牥牣牪牳 牴牰牣牴牰 牭牣牰 牫牴牣牨牫 牥 牨牥牥 牭牣牥牳 牬牬牣牳

吸收率 牴牭％ 牨牥牥％

总磷 牬牣牨牪 牨牭 牬牣牭牬 牬牣牭牬 牪牥 牬牣牭牬 牬牣牭牬

牬牣牨牫 牫牣牨牰 牫牥牣牬 牬牣牥牳 牨牥牣牨牫 牪牣牭 牬牬牣牴 牬牣牪牫

牬牣牨牬 牪牣牪牴 牬牴牣牰 牬牣牫牬 牬牣牬 牨牣牱 牰牪牣牰 牬牣牨牰 牳牣牬

牬牣牨牭 牨牣牨牨 牱牭牣牰 牬牣牪牪 牱牣牥牭 牥牣牭牰 牳牱牣牱 牬牣牥牳 牨牥牣牨

吸收率 牱牫牣牱％ 牳牰牣牫％

水溶性磷 牬牣牨牪 牨牭 牫牣牴牪 牫牣牴牪 牪牥 牫牣牴牪 牫牣牴牪

牬牣牨牫 牪牣牰牫 牫牪牣牴 牫牣牱牨 牭牣牬 牪牣牨牱 牬牬牣牰 牫牣牰牫 牱牣牬

牬牣牨牬 牨牣牫牬 牰牭牣牳 牫牣牰牫 牱牣牬 牥牣牱牫 牳牨牣牬 牫牣牭牴 牳牣牬

牬牣牨牭 牥牣牪牪 牴牬牣牭 牫牣牭牳 牳牣牱 牥 牨牥牥 牫牣牬牪 牨牪牣牳

吸收率 牴牫牣牳牭％ 牨牥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