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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的应用现状、选择标准、分类及现实环境中的应用原则。认为利用植物的生物特性吸收
空气中的污染物 ,是很好的净化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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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环保专家已将“室内空气污染”列为继“煤烟型污

染”、“光化学烟雾型”污染之后的第3 代空气污染问题[ 1] 。

2002 年 ,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中明确将室内

空气污染列为人类健康的十大威胁之一。由于人们在室内

生活、工作时间较长( 每天有80 % ～90 % 的时间在室内度

过) , 所呼吸的空气主要来自室内, 与室内污染接触的机会多

于室外[ 2] 。为了人类的健康, 关注室内空气质量刻不容缓。

大量研究证实, 绿色植物对室内空气中的某些污染物具

有良好的净化功能[ 2 - 4] 。作为一类以观赏为目的培植的植

物, 观赏植物一般具有形态、色彩及大小各异的叶片 , 或鲜艳

的花朵、优美的姿态。很多观赏植物不仅具有观赏功能, 还

可美化环境, 净化空气, 陶冶性情。Fjeld T 研究发现, 室内观

赏植物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室内污染程度, 进而减少人们患

密闭建筑综合症的机率[ 2] 。Wolverton B C 研究发现, 室内观

赏植物可以滞尘, 还可以吸收室内化学物质, 从而降低室内

一些有害气体包括氮氧化物和甲醛等的浓度[ 5] 。随着人类

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 兼具观赏和空气净化功能的观赏植物

将越来越受青睐, 市场前景广阔。为此, 笔者研究净化室内

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应用现状、选择标准、分类及应用原

则, 旨在为不同场所室内观赏植物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1  应用现状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发现了50 余种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

的观赏植物, 如虎皮兰、龙舌兰、黄毛掌、景天等 , 以观叶植物

为主[ 1] , 被广泛用于家庭及各种公共场所。但由于观赏植物

净化空气污染物的研究起步较晚( 始于20 世纪80 年代) , 当

前观赏植物还主要被用于园林绿化, 即便是用于家庭及公共

场所装饰, 也以观赏为主 , 很少考虑其空气净化功能 , 故生产

上缺乏专用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品种。育种部

门应加强专有品种的选育工作, 提高品种的观赏与实用性。

此外, 我国野生植物资源极为丰富。育种部门应加快对野生

植物的人工培育和繁殖, 使其成为高档观赏植物和地方特色

品种。

2  选择标准

植物通常是靠叶子的细微舒张来吸取物质的。植物的

叶、根以及土壤里的细菌在清除有害气体方面都功不可没。

植物净化空气污染物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其本身代谢循环、叶

片数目、气孔多寡、叶片本身大小等因素。同时盆栽植物土

壤中的水分, 对于甲醛类的有害物质同样具有良好的吸收作

用[ 2] 。能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的选择标准主要

有2 个。

2 .1 宜于室内栽培  并非所有观赏植物都适合室内栽培 ,

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一般宜选择耐阴、稍耐旱的

品种。观叶植物原产于高温多湿、阳光不足的热带雨林 , 具

有耐阴特性 , 最适合室内栽培观赏, 如合果芋、绿宝石、银后

粗肋草等。针对喜阳的室内观赏植物如芦荟、黄毛掌、仙人

掌、常春藤等, 在栽培中应注意摆放于东南向窗户边 , 或注意

补光照明[ 2] 。

2 .2 较易栽培管理  栽培管理的是否得当, 直接影响植物

的生长状态, 进而会影响到植物吸收空气污染物的能力。研

究发现, 生长健壮的植物对室内空气污染物的吸收能力较

强。一般而言, 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植物宜选择那些在室

内生长较好、易成活、无需太多肥料, 或能水培栽培的观赏植

物。如波士顿肾蕨、一叶兰、吊兰、广东万年青、吊竹梅等在

室内较易栽培管理, 且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效果好, 属于

优先考虑的植物种类。白鹤芋、银后粗肋草等采用水培室内

栽培, 很好地改善了植物的生长环境, 同时也增强了其净化

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效果[ 2] , 在选择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时 ,

也应重点考虑。

3  常见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的观赏植物

3 .1  观叶类  这类观赏植物的叶片有很好地净化室内空气

污染物的作用。如, 绿宝石通过它微张开的叶片气孔以4 ～6

μg/ h 的速度吸收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并转化为对人体无害的

气体; 鹅掌藤可以利用叶片从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吸收尼古丁

和其他有害物质, 并通过光合作用转换为对人体无害的物

质; 合果芋可用自己宽大漂亮的叶片提高空气湿度, 并吸收

大量的甲醛和氨气; 波斯顿蕨能吸收甲醛20 μg/ h , 被认为是

最有效的生物“净化器”。该类植物净化空气污染物的机理

是在进行光合作用时 , 同时吸入二氧化碳以及其他散布在空

气中的有毒气体分子, 并通过植物的传导组织运送至根部 ,

再利用植物根部存在的多种共生菌将有毒物质分解成无毒

物质, 进而达到净化的效果。该类植物有的以赏叶为主 , 如

吊兰( 图1a) 、银后粗肋草、广东万年青、文竹、一叶兰 、袖珍

椰子、黄椰子、散尾葵、观音棕竹、苏铁、蝴蝶兰 、镶边竹蕉、白

玉黛粉叶、龙血树、波士顿肾蕨、沿阶草、棕竹 、发财树、绿宝

石、冷水花 、吉祥草、万年青、卵叶鹅掌藤、合果芋( 图1b) 、紫

鸭跖草、绿萝、绿宝石、常春藤( 图1c) 、吊竹梅等。有些不仅

可供赏叶 , 还可赏花, 如君子兰、菊花、非洲菊、龟背竹、凤梨、

白鹤芋( 图1d) 、红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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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 、b 、c 、d 分别为吊兰、合果芋、常春藤、白鹤芋。

图1 观叶类观赏植物

3 .2 多浆肉质类 包括芦荟、龙舌兰、金琥、昙花、彩云阁、

宝石花、紫花景天、金边虎皮兰( 图2a) 、虎皮兰、肥厚景天、令

箭荷花、仙人掌、黄毛掌、蟹爪兰( 图2b) 等[ 1] 。这类植物的肉

质茎或叶等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有十分有效的净化作用。如

芦荟的肉质茎或叶具有很强的吸收甲醛、一氧化碳、二氧化

硫的功能; 仙人掌等原产于热带干旱地区的多肉植物, 能在

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 制造氧气, 使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

度增加。多浆肉质植物千姿百态, 是居室绿化的时尚首选绿

化品种。

注 :a 、b 分别为金边虎皮兰、蟹爪兰。

图1 多浆肉质类观赏植物

4  应用原则

4 .1 根据室内环境污染源选择植物 2001 年9 月国家卫生

部制定的《室内空气质量卫生规范》中提出了室内空气中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

和细菌总数等12 种污染物的浓度限值。随后我国第1 部《室

内空气质量标准》规定控制的化学性污染物质不仅包括人们

熟知的甲醛、苯、氨、氡等污染物质, 还包括可吸入颗粒物、二

氧化碳、二氧化硫等13 项化学性污染物质[ 1] 。由此可见, 危

害人类健康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种类之多。研究发现, 很多植

物对室内某种空气污染物的净化、吸附效果比较强, 如果在

室内有针对性地选择栽培, 可以起到明显净化室内空气污染

物的效果。如黄椰子 、蝴蝶兰 、白玉黛粉叶 、镶边竹蕉具有

很强净化室内二甲苯、甲苯等有害气体的能力 ; 棕竹 、沿阶

草 、红掌 、菊花具有很强净化室内有害气体氨的能力; 秋海

棠、文竹等在夜间可吸收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 吊

兰、非洲菊、绿萝、芦荟可吸收空气中的甲醛; 苏铁、菊花、常

春藤可吸收苯的挥发性气体; 龟背竹有很强的吸收二氧化碳

能力; 非洲菊可吸收空气中的苯; 龙血树( 巴西铁类) 、雏菊、

万年青可清除来源于复印机、激光打印机和存在于洗涤剂和

黏合剂中的三氯乙烯。因此, 在选择净化空气污染物的观赏

植物时 , 应根据室内实际环境有针对性地进行。

4 .2  根据室内环境污染程度选择植物 对新建建筑室内有

害气体的含量测定表明 , 室内空气污染可分为轻度污染、中

度污染和重度污染3 种情况[ 2] 。①轻度污染。指室内有毒

气体含量超过国家规定含量的1 倍以内。据调查,70 % ～

80 % 的新装修房屋一般都存在轻度污染。轻度污染的室内

要经常通风 , 并在室内种植一些能够吸收甲醛、苯等空气污

染物的植物。家居场所可选择芦荟、肾蕨、菊花、非洲菊 、

龙血树、绿萝、龙舌兰、一叶兰和龟背竹等都具有很强净化室

内甲醛气体的能力。吊兰、芦荟、虎尾兰、非洲菊、绿萝等能

在植物新陈代谢中把致癌的甲醛转化成天然物质 , 也能分解

复印机和打印机排放的苯, 可在办公场所大量摆放。②中度

污染。指室内有毒气体含量是国家规定含量的1 ～10 倍。

中度污染的室内宜种植一些能够净化甲醛、苯等空气污染物

的植物, 同时要在室内放置空气净化装置或吸附剂( 如活性

炭) 等 , 并加强通风。可选择水培栽培的观赏植物如银后粗

肋草、文竹、白玉黛粉叶、龟背竹、波士顿肾蕨、沿阶草、棕竹、

绿萝、绿宝石、吉祥草、广东万年青、合果芋、水竹草、袖珍椰

子等。③重度污染。是指装修1 年后, 室内仍有较强的气

味, 有毒气体含量仍在国家规定含量的10 倍以上。轻度污

染、中度污染的室内空气可用植物方法治理污染, 而重度污

染的室内, 最好拆除造成污染的材料, 更换新环保材料。

4 .3  根据房间的不同功能选择和摆放植物 美国宇航局的

科学家研究发现, 金边虎皮兰在吸收二氧化碳的同时能释放

出氧气, 使室内空气中的负离子浓度增加。当室内有电视机

或电脑启动时, 对人体非常有益的负离子会迅速减少, 而金

边虎皮兰的肉质茎上的气孔白天关闭, 晚上打开, 释放负离

子。故可将金边虎皮兰放在卧室等人活动多的室内。仙人

掌、宝石花、景天等多肉植物能有效减少各种电器电子产品

产生的电磁辐射污染[ 1] , 可在家中电器旁及办公室内摆放。

白鹤芋是抑制人体呼出的废气如氨气和丙酮的“专家”, 同时

它的高蒸发速度可以防止鼻粘膜干燥, 使患病的可能性大大

降低, 适宜放置于卧室及客厅等人活动较多的地方。新装修

的室内空间里的墙面、木地板、油漆的家具、沙发、床垫等都

可能引起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超标。芦荟、虎皮兰、吊兰、常

春藤等都是净化室内空气效果较佳的植物, 它们对房间里的

甲醛、硫化氢、三氯乙烯、苯等有害气体有很强的吸收消灭能

力, 在新装修的室内应优先选择。

4 .4  根据房间面积的大小选择和摆放植物 植物植株的高

低、冠径及绿量的大小都会影响对空气污染物的净化效果 ,

故应根据房间面积选择和摆放植物。①10 m2 左右的房间。

宜选中小型植物如绿萝、紫鸭跖草、吊兰、雏菊、凤梨、红掌、

芦荟、龙舌兰、金琥、宝石花、紫花景天、仙人掌、黄毛掌、肥厚

景天、袋鼠花、常春藤、吊竹梅、香叶天竺葵、彩云阁、令箭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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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生物组成的常用方法之一。但是该技术工作量比较大 ,

不适合微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监测。克隆文库组成分析与

DGGE 技术结合起来能够减少两种技术的缺陷, 能够更详细

地观察微生物的群落结构和功能。

( 5) 试验中底泥和土壤中都检测到 Nitrosospira 属氨氧化

菌的存在, 印证了环境中 Nitrosospira 属的存在具有普遍性这

一结论。土壤氨氧化菌序列与 Nitrosospira 属的序列具有高

度亲源性 , 这结果与以往的结论: 土壤环境中硝化细菌以 Ni-

trosospira 属为主, 而非 Nitrosomonas 属[ 15] 相一致。

( 6) Hiorns 等利用特异引物对16SrRNA 基因进行PCR 扩

增和特异探针杂交[ 16] , 检测到富集培养的湖水和沉积样品

中存在 Nitrosomonas 属。而试验利用 a moA 基因特异引物对

南美白对虾养殖池塘系统样品进行扩增, 得到底泥样品中存

在大量与 Nitrosomonas 属相似的氨氧化菌序列。这一结果与

养殖系统本身的环境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 7) 虽然 MPN 法计数表明土壤中氨氧化菌数量更多, 但

是底泥中的氨氧化菌种属比土壤中氨氧化菌种属差异更大 ,

且 Nitrosomonas 属成为优势菌属。不同形态特征的菌属生理

结构不一样 , 适应环境的能力不同, 对环境变化反应的快慢

也不同, 在土壤或底泥中可能会占据不同的位点。不同样品

氨氧化菌种属差异可能是环境对氨氧化菌种属长期选择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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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蟹爪兰、昙花等。研究发现 , 在8 ～10 m2 的室内 ,1 盆吊

兰就相当于一个空气净化器。②10 m2 以上的房间。宜选

少量大型植物与中小型植物相结合组景, 如卵叶鹅掌藤、散

尾葵、苏铁、龟背竹、棕竹、白鹤芋、君子兰、金边虎皮兰、绿

宝石等。有研究表明 , 如果15 m2 的室内摆放2 ～3 盆金边

虎皮兰, 每天就能吸收室内80 % 以上的有害气体。

5  结语

在目前尚没有先进技术手段有效净化室内空气污染物

的情况下 , 利用植物的生物特性吸收空气中的污染物 , 是非

常好的净化技术选择[ 2] 。正确选择和摆放能净化室内空气

污染物的观赏植物 , 不仅可改善室内空气环境质量, 充分展

示室内植物的自然美 ,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生活与

工作中的疲劳、缓解压力 , 营造和谐美的绿化空间, 愉悦室

内活动的人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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