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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择以千屈菜( Lythrum salicaria )、花叶芦竹( Arundo donax )和野茭白( Zizania latifolia )3种挺水植物为实

验对象，设置中营养至重度富营养5种富营养化浓度梯度，进行水培试验，并追踪记录其生物量及体内氮磷量变化.结果表明，3种植

物具有不同的最适浓度，对富营养化的耐受性也存在明显差异.花叶芦竹与千屈菜植株最大生物量和氮磷含量均大于野茭白，前两者最

大值表现在重—中度富营养化水平上，而后者表现在轻—中度富营养化水平上；时间上，前两者的峰值出现在10月，后者在9月.通过

与已有研究比对分析，讨论了不同生活型间水生植物氮磷吸收能力的优劣，为富营养化水体治理优选最高效、最适宜的生物材料提供

科学支撑，并认为花叶芦竹可成为上海地区富营养化水体治理的优选植物材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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