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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池东北岸生态修复区的环境效应——II．污染净化效应                          全文下载 

潘继征，李文朝，陈开宁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210008） 

摘要: 研究了滇池东北沿岸带生态修复区去除水体中污染物和营养盐的能力.对修复区在重富营养水体迎风

岸、无陆源污染情况下通过收获水生植物和促进悬浮物沉降方式去除的湖泊内源污染物质进行了定量的监测

分析.结果显示，修复区对外来的悬浮物质具有强大的凝集、固定作用，植被区内每平方米湖面平均年沉积

量达118.9kg(干重)，其中的氮、磷、有机碳含量分别达120g/（m2·a）、70g/（m2·a）、1080g/（m2·

a）；修复区内的底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表层沉积物中氮和有机碳含量比原初提高了4倍以上；修复区内水

生植被具有极高的生产能力，仅2002年修复区就收割打捞水生植物113t（干重），由此去除氮、磷分别为

30.0 g/（m2·a）和4.8 g/（m2·a）.因此，沿岸带生态修复完全可以作为湖泊内源污染净化的一项工程措

施在滇池东北沿岸或类似重污染水体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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