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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的研究与战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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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力度整治环境污染。水资源事关国家安

全和人民生活安全,但因为近些年来工业化发展,很多水资源都

遭到了严重污染,因此有必要加强水污染防治,使生态环境能够

得到修复。本文对水 污 染 防 治 与 生 态 环 境 修 复 进 行 了 深 入 研

究,并提出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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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是指水资源当中渗透进了有害化学物质,会影响到

人类和动物的饮用,以及植物的生长,甚至会威胁到人类和动植

物的生命。水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废水的排放,大量生活或工业

废水被直接排放到地表或海河湖泊当中,从而扩大了废水的危

害。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也在蓬

勃发展,由此造成了雾霾、土地污染、水污染等诸多环境问题,目
前国家已经加大了环境整治力度,其中水污染问题亟需解决。

1 水污染的主要类型和原因
1.1 水污染主要类型 水污染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包括地

下水污染和地表水污染。当雨水降落并渗入土壤深处,填充了

含水层的缝隙之后,它就变成了地下水,这是人类不可见但最重

要的自然资源之一,人类的饮用水也主要来自地下水。当污染

物进入含水层时,地下水将受到污染,这对人类使用来说十分不

安全。清除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十分困难,代价也十分高昂,一旦

受到污染,含水层可能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无法使用。当地下

水渗入溪流、湖泊和海洋时,地下水还会使污染物进一步扩散。
地表水覆盖了地球大约 70%的面积,主要包括海洋、湖泊、河流

等等,但全球近几百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导致很多地表水资源都

受到了污染,严重影响了动植物的生长。硝酸盐、磷酸盐等营养

盐是地表水的主要污染原因,虽然动植物需要这些养分才能生

长,但由于农场肥料和肥料流失,它们已成为主要污染物,市政、
个人生活垃圾和工业废物排放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其中海

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百分之八十的海洋污染都来自陆地,无论

是来自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污染物都是从农场,工厂和城市

通过溪流和河流运到海湾和河口当中,之后再进入海洋。
1.2 水污染主要原因 第一是农业原因,农业部门不仅是

全球淡水资源的最大消耗者,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消耗了地球约

70%的地表水,而且还是严重的水污原因。在世界范围内,农业

是水质退化的主要原因,湿地、湖泊、河流、地下水都会受到农业

污染。每次下雨时,来自农场和牲畜养殖场的化肥、农药和动物

粪便都会将营养物质和病原体(例如细菌和病毒)携带进水道当

中,水或空气中过量的氮和磷引起的营养污染也是全球水质的

头号威胁,并可能导致藻华。第二是污水和废水,一般而言,用
过的水就是废水,主要是指人类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所使用过

的水资源,并且还包括降雨将道路上盐、油、化学药品等污染物

从不透水的表面带入水道当中所产生的。第三种是油污染,全
球范围内溢油事故频频发生,导致海洋受到了石油、汽油等油类

的严重污染,但据估计每年进入海洋环境的 1 00 万吨石油中,有
近一半并不是来自油轮泄漏,而是来自工厂、农场和城市等陆地

污染源。第四种是放射性物质,放射性废物是指任何会释放出

超出环境自然释放量的辐射污染,铀矿开采,核电厂以及军事武

器的生产和测试,以及使用放射性物质进行研究和医学研究的

大学和医院,这些活动都会导致放射性物质进入没有被污染的

水资源当中。
2 水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工作思路
2.1 物理处理方法 沉淀是处理水污染的常用物理方法,

将废水中的不溶性、重质颗粒沉淀在底部,这样就可以分离出纯

净水。另一种有效的物理处理技术是曝气,主要是通过空气循

环使水中充满氧气。过滤是第三种方法,用于过滤掉所有污染

物,一般会使用特殊类型的过滤器进行过滤,并分离其中存在的

污染物和不溶性颗粒,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很容易地去除一些

废水表面上的油脂。
2.2 生物处理方法 生物处理方法主要是利用各种生物

过程来分解废水中存在的有机物,例如肥皂、油和食物等等。在

生物处理过程中,微生物会代谢废水中的有机物,主要分为三

类:有氧过程,细菌分解有机物并将其转化为可被植物利用的二

氧化碳,在此过程中使用氧气;厌氧过程,也就是发酵,用于在特

定温度下发酵废物,厌氧过程中不使用氧气;堆肥:一种需氧工

艺,通过将废水与其他碳源混合来处理废水。
2.3 化学处理方法 化学处理方法主要是在水中使用化

学药品,氯是一种氧化性化学物质,通常用于杀死细菌,通过向

废水中添加氯可以来分解污染物。用于净化废水的另一种氧化

剂是臭氧,臭氧是强烈的氧化剂,它能氧化多种有机物和无机

物,清除对臭氧的高度氧化活性很敏感的毒物,被广泛用于水污

染处理当中。化学物质可防止细菌在水中繁殖,从而使水变得

纯净,并达到消除污染物的目的。
2.4 城市废水处理方法 城市废水一般要经过三级处理,

在一级处理过程中,将漂浮和悬浮的固体沉淀下来并从污水中

去除,主要是将下水道的水流进入筛网或栅栏架,用以去除大块

的漂浮物,比如抹布、木块,然后废水流过砂砾室,在其中除去了

较重的无机物,例如沙子和小石头。通常在去除沉淀物之后废

水会进入沉淀池或澄清池,在池中沉淀出无机和有机悬浮固体。
为了杀死病原细菌,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最终废水,在排放到接收

水中之前要经过消毒,次氯酸钠溶液形式的氯通常用于消毒。
由于需要更多的氯来提供足够的细菌杀灭能力,而不是保证水

流中水生生物的安全,因此通过脱氯去除了多余的氯,一些处理

厂采用了替代的消毒方法,例如臭氧或紫外线。沉淀到澄清池

底部的污泥将被抽出并脱水以用作肥料,或将其丢弃在垃圾填

埋场中进行焚烧。不含重金属和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污泥被称为

生物固体,可以作为肥料循环利用。与一级处理相比,二级处理

主要是生物处理过程,可去除污水中 85%,甚至更多的有机物,
而一级处理则可去除约 50%。在活性污泥工艺中,来自下水道

或一级澄清池的废水进入曝气池,压缩空气与从二级澄清池回

收的污泥混合,污泥使细菌消耗曝气池中新废水提供的食物,从
而对其进行净化。三级处理主要包括微滤、碳吸附、蒸发、蒸馏

和化学沉淀等方法。
2.5 水污染修复方法 生态修复一般分为人工修复和自

然修复,一般受损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以人工修复为主,自然修

复为辅,生态状况较好的区域一般以保护和自然修复为主。水

污染修复需要先控制住污染源,只有让污染源停止排放废水废

物,才能让之后的修复工作顺利进行。水污染修复方法主要有

底泥疏浚、人工增氧、生态调水、化学除藻、絮凝沉淀、微生物强

化、植物净化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方法在我国水污染处理当中有

广泛应用,并得到了实践证明,可以有效消除水(下转第 1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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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苹果树栽培管理技术的要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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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秋季是万物成熟的季节,也是果实收获的季节,大多数

中晚熟果品陆续着色,且进入成熟期。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果树

花芽分化的关键期,此阶段的主要任务为保叶保果,提高果品质

量。基于此,对秋季苹果树进行栽培管理尤为重要,提高果品质

量的同时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本文对秋季苹果树栽培管理技

术的要点进行分析,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更多生产

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
关键词:秋季苹果树;栽培管理;技术要点

1 加强肥水管理
1.1 合理选择施肥期 适时施肥是提高苹果质量的关键。

一般情况下,秋季苹果树施肥期为中熟品种采收后到晚熟品种采
收前,通常为九月初至十月中旬。从苹果树生长情况来看,在上
述时期其根系正处于最后一个生长高峰期,这一时期如果苹果树
根系受到损伤,愈合的速度比较快。同时,如果将根部的一些比
较细小的根切掉,则会导致营养物质集中向根部输送,有利于新
根增生。苹果树的生长还受温湿度的影响,如果空气中的湿度比
较高,且温度上升,肥料的分解速度也会加快,便于根部吸收促进
生长。在肥料选择过程中,可根据苹果树的实际生长状况确定施
肥种类,通常秋季多施有机肥,常用的有机肥有堆肥、沤肥、土杂
肥、羊粪、绿肥与杂草等。

1.2 合理施肥 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症状的果树,要采取不
同的管理方法。例如,针对长势比较弱的果树,在树下施肥和其
他管理的基础上,可以进行叶面喷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全面提
升叶面的光合作用,使营养物质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该项管理
应用的叶面肥有尿素、磷酸二氢钾等,浓度为 0.3%~0.5%。同
时进行树上和树下管理增强树势,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做好病
虫害防治工作。

1.3 合理浇水 合理浇水也是秋季苹果树管理的一项重要
工作,适时适量浇水能够促进肥料快速分解,促进植物根系生长,
对果树后期生长发育意义重大,能从根本上提升营养贮存水平,
减轻冻害的发生。对于多数落叶果树来说,浇水要注意很多问
题,特别是临近采收阶段,要适时适量浇水,浇水过多容易裂果严
重影响果实品质,浇水过少造成口感硬品质差。

2 防治病虫害
2.1 病害防治

2.1.1 腐烂病 腐烂病是苹果树常发的病害,一般情况下
秋季为发病高峰期,防治此病在增强树势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减
轻机械损伤及自然伤害,出现病斑及时刮除,同时涂抹药物,如多
菌灵、9281 等,全面提升治疗效果。

2.1.2 红色斑点病 苹果除袋后部分果实会产生红褐色病
斑,直径约为 1-2mm,发生红色斑点病,严重影响果实品质,除袋
后对全树进行喷药,一般在除袋后五天内完成。药物可以选择甲
基托布津,浓度控制在 70%,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他药物。

2.1.3 早期落叶病 早期落叶病也是秋季苹果树常发的疾
病,根据发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例如,在九月初期
可以选择浓度为 0.15%的梧拧霉素(400 倍液)治疗,也可选择浓
度为 10%的多氧霉素 1000 倍液。

2.2 虫害防治 防治虫害也是秋季苹果树栽培管理的一项
重要工作。秋季苹果树主要防治的虫害有金纹细蛾、梨花网蝽、
绵蚜、舟形毛虫等,可选用浓度为 1 500 倍加乐斯本等药物。如有
食叶害虫,可选择菊酯类药剂防治。针对叶螨、卷叶蛾等害虫,可
以在树干上绑草把(9 月上旬),诱集害虫,集中烧毁。

3 枝条管理
3.1 疏枝 疏枝对象一般为背上直立徒长枝和遮光严重的

枝条,其能改善果树的通风透光条件,同时也能够降低营养损失。
不同季节,疏枝方式也不同,以冬季为例,这一时期的疏枝提倡不
留橛,而春季时则要求抹掉枝头上萌发的芽。在五六月份,主要
疏理背上的直立枝,改善光照条件,使营养均衡分布,有利于促进
平斜枝与下垂枝的生长。立秋后的疏枝主要疏理背上的直立枝,
进一步调整光照方向,促进花芽分化,增加果实着色。

3.2 拉枝

3.2.1 时期选择 拉枝一般在果树的整个生长季进行,例
如,在果树春季萌动至秋季落叶前均可以进行拉枝。从效果来
看,秋季拉枝效果最佳,因为这一时期的枝条柔软度比较好,具有
很强的可塑性。此外,春季也为拉枝的好时期,可选择树体萌动
后拉枝。对比春秋两个时期,春季效果不佳,主要体现在枝条硬
度较大,拉枝费力。

3.2.2 工具选择 拉枝可以选择特定的工具,如拉枝器(操
作方便,省工省力,但费用比较高)、拉绳(可以灵活调整角度,价
格较低,但是比较费工)、开角器等,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特定的
工具。

3.2.3 角度确定 由于果树品种不同,种植密度也不同。
根据品种特性及栽培管理条件等确定好角度。一般情况下,拉枝
角度要大于 90°,如果角度刚好为直角,那么整个枝条背上的芽都
会萌发。对于一些特殊品种,如“嘎拉”品种,果树产量比较高,拉
枝角度可设置为 80-90°,避免其产量过高导致枝条过度下垂。

4 结束语
秋季苹果树栽培管理是生产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要加强水肥

管理、病虫害防治与枝条管理等,通过多种措施保障果树营养的
均衡分布,从根本上提升果实品质,增加贮藏营养水平,提高抗冻
能力,为来年丰产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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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9 3 页)中的污染物,从而起到改善水质的目的。
3 结语
水资源无论是对人类,还是动植物,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础生

存资源,但近百年来人类工业的发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

采,导致水资源受到了污染,这将会严重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生命

的生存。近些年来我国已经加大了水污染的整治力度,通过一

系列水污染处理方法,有效降低了水资源的污染程度,减轻了水

资源的污染程度,使更多没有被污染的水资源被更好的地保护

起来,从而使人类生活和动植物生存所需要的必要优质水资源

能够得到保证,这也为我国自然环境的良好发展打下了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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