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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水环境改善与水源保护技术》从原理、设计理念、工程应用及其对污染物的去除效果和运
行管理经验等方面，对人工湿地水体净化技术、喷泉曝气水质净化技术、人工沉床水质净化技术、人
工浮床水质净化技术、投菌法改善水质技术以及五项技术集成的链式生物生态净化技术进行了系统研
究，并提供了已运行的多个工程实例。
　　《城市水环境改善与水源保护技术》可供相关科研院所、工程设计单位以及其他各类从事水处理
、水生态、水环境和水景规划等专业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工程、水生态工程等与水
处理相关专业的研究牛、本科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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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浮力调节构件　　浮力调节构件又包括固定浮力部件（浮子）和可调节浮力部件（浮力调节管
）两部分。
固定浮力部件在水中的浮力一方面可以抵消床体的部分重力，在不考虑浮力调节管内气体浮力的条件
下（即浮力调节管内充满水体），使床体的整体比重接近但略大于水的比重，保证当浮力调节管全部
充水时床体处于下沉状态。
浮力调节管底部通过充（放）气管相连，当通过气压泵向调节浮力管内充气时，调节管内气体压力增
大，管内水体在气压作用下排出调节管外，此时床体浮力不断增大，在浮力作用下床体上浮，达到设
计水深后停止充气并关闭气阀，即可使床体保持在水中某一深度。
同样，如需增加植物在水中的深度时，只需打开充（放）气管上的气阀，调节管内的气体在水压力作
用下排出管外，床体浮力逐渐减少，床体开始下沉，达到设计水深后停止放气并关闭气阀，即可使床
体保持在水中某一深度。
　　模块化气悬调节式人工沉床运用仿生学原理，模拟自然水生态系统结构，抓住实现目标的主要关
键环节--高等水生植物，通过给水生生物构建适宜的栖息地，并在强化水生植物生长条件的基础上，
靠水生态系统的自我设计逐渐培育微生物和水体动物的生长繁殖与代谢作用，它具有类似于人工渔礁
、人工珊瑚的生态功能，在有目的地进行人为干扰下可加速演替过程，并缓冲污染底泥对植物的直接
抑制作用，它是构成整个水生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基础。
引入的水生植物作为先锋物种，它们的茎、叶及强大的根系深入水中，一方面吸收、转化、合成、降
解难降解污染物，对水体进行原位生态修复；另一方面将氧运送到根区周围，形成好氧、厌氧交替存
在的微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群落协同作用，可加快污染物的分解去除，激活水生生物食物网（链），
促进有益土著菌及其他生物的数量和种类的扩大，达到修复受损水体生境、恢复水生生物群落和水体
生态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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