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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水产养殖尾水中氮、磷为研究对象，基于 ４ 种流态 ３ 种类型人工湿地小试系统，探讨水力停留时间、草本

盐生植物———海马齿、生物质炭、水流方式、季节和环境因子等因素对总磷、总氮和氨氮去除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

明，水力停留时间为 ０～３ ｄ 时，水力停留时间越长，氮、磷去除效果越好，且出水电导率和 ｐＨ 逐渐增大；水力停留

时间为 ３ ｄ 时，种植海马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总氮、总磷和氨氮去除率；在以沸石为主的系统中添加生物质炭，
系统总氮和氨氮去除率显著提高，但出现磷析出现象；在 ４ 种流态中，上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对氮、磷的去除

效果最佳。 电导率、溶解氧和 ｐＨ 均分别与总氮和总磷去除率呈显著正相关，且 ｐＨ 与氨氮去除率也呈显著正相

关；对于不同季节而言，夏季总氮和总磷去除效率最高，春季氨氮去除效率最高，水温与总氮、总磷和氨氮去除率

均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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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２０１９ 年水产养殖产量占

全国水产品产量的 ７８％［１］。 水产养殖对于我国食

物蛋白质的稳定提供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但随着

养殖规模增加，养殖废水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日益突显。 残余饵料和养殖排泄物等排放会增加

水体中氮磷等污染物含量，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从
而影响生态环境，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

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绿色水产养殖业，养殖废水污

染控制受到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因此，探寻低能

耗、低运行成本、操作简单、生态安全且适用范围广

的养殖废水处理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和生产

意义。
人工湿地作为一种废水处理技术，具有成本

低、操作简单、不会形成二次污染等特点［２］。 人工

湿地对污染物的去除能力主要是通过植物吸收、基
质截留和微生物降解，即一系列物理化学和生物的

共同作用完成［３］。 有研究［４－５］表明芦苇对养殖尾水

中总氮和总磷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人工湿地系统

中基质主要通过吸附作用去除污染物，且不同基质

的吸附效果也有差异［６］。 程丽芬等［７］ 探究不同基

质（活性炭与炉渣、陶粒和火山岩）净化养殖尾水的

效果，结果表明这 ３ 种基质对总磷均有很好的净化

作用。 此外，不同水流方式的人工湿地对污染物的

净化效能也存在一定差异。 高春芳等［８］ 通过构建

表面流人工湿地、潜流人工湿地和地下渗滤 ３ 级组

合生态处理工艺对比了不同水流方式去除率的差

异，结果表明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对污染物的去除率

高于水平潜流。
近年来，人工湿地处理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工业

污水、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等。 由于人工湿地对污

染物的净化效能受到水流方式、水力停留时间

（ＨＲＴ）、基质种类、植物种类和气候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不同研究得到的去除效率不尽相同。 此

外，大部分研究针对单一变量，无法系统辨识各因

素对人工湿地净化效能的影响程度［９－１０］。 因此，该
研究综合考虑水力停留时间、水流方式、植物、生物

质炭、季节和环境因子（电导率、ｐＨ 和溶解氧）等因

素，系统探讨不同因素对人工湿地处理养殖尾水中

氮、磷去除效率的影响，以期筛选出去除效率最优

的组合条件，为人工湿地系统参数优化与应用提供

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人工湿地系统参数

人工湿地采用课题组已构建的 １２ 套人工湿地

小试系统。 人工湿地系统共设置无植物组、植物组

和生物质炭组（植物加生物质炭）３ 种类型以及表面

流、水平潜流、下行垂直潜流和上行垂直潜流 ４ 种流

态。 湿地单元材质为玻璃钢，其中，表面流和水平

潜流的反应器为长方体（长 ８０ ｃｍ，宽 ６０ ｃｍ，高 ８０
ｃｍ），垂直潜流的反应器为圆柱体（直径为 ８０ ｃｍ），
水位统一控制为 ６０ ｃｍ，侧面设置 ３ 个采样口，统一

从最底部采样口采样。
人工湿地基质为粒径 ９ ～ １６ ｍｍ 小沸石、粒径

１６～３３ ｍｍ 大沸石、粒径 ６～９ ｍｍ 麦饭石、粒径 ３～５
ｃｍ 砾石和生物质炭（５００ ℃裂解温度条件下制备的

玉米秸秆）。 表面流人工湿地系统基质铺设从下到

上分别为 ５ ｃｍ 厚砾石、３０ ｃｍ 厚小沸石，水平潜流

和下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基质铺设从下到上

分别为 ５ ｃｍ 厚砾石、２０ ｃｍ 厚大沸石、３０ ｃｍ 厚小沸

石和 １０ ｃｍ 厚麦饭石，上行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系统

基质铺设从下到上分别为 ５ ｃｍ 厚砾石、２５ ｃｍ 厚小

沸石、２５ ｃｍ 厚大沸石和 １０ ｃｍ 厚麦饭石。 此外，在
各系统出水管和进水管均铺设有一定量的砾石，防
止进、出水管堵塞。

人工湿地系统水力停留时间主要参照 ＨＪ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进

行设计，为了探究不同水力停留时间对污染物去除

效率的影响，主要考察水力停留时间为 １、２ 和 ３ ｄ
时的污染物去除效率。

人工湿地系统植被选择多年生且生命力顽强

耐干旱，可以在淡水和海水中生存的草本盐生植

物———海马齿，以保证其修复季节的连续性［１１－１２］。
选取的海马齿均为生长良好的植株，高度在 １５ ～ ２０
ｃｍ 之间，叶片数和叶片大小基本一致，种植密度为

４０ 株·ｍ－２。
１ ２　 试验方案

所用废水来源于福建省淡水养殖良种繁育科

研中试基地产生的养殖废水，试验周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２０２１ 年 ９ 月，试验步骤包括：系统清洗阶段，采
用 ２４ ｈ 连续进水，水力负荷为 １０ Ｌ·ｈ－１，该阶段运

行时间为 １ 个月，进水为清水，以去除基质表面杂

质；系统挂膜阶段，采取连续进水方式对湿地单元

内基质进行微生物挂膜，进水为养殖尾水，该阶段

运行时间为 １ 个月；实验阶段，采用间歇式进水，即
进水—排水—空置—进水的方式，进水时间为 １０
ｍｉｎ，出水时间为 １５ ｍｉｎ，空置时间为 ６ ｈ，进水周期

为 ４ ｄ，进水系统运行 １ 个月后，对其相关参数进行

测定，待系统各参数稳定后开始采样。 样品采集后

装于 １ ０００ ｍＬ 聚乙烯瓶中，在现场采用 ＷＴＷ 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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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参数水质测定仪（ＷＴＷ Ｍｕｌｔｉ３６３０，德国）测定

水温、ｐＨ、溶解氧和电导率后，用 ４ ℃采样箱贮存样

品并立即运输至实验室。 主要监测指标为总氮、氨
氮和总磷浓度，所有指标分析严格按照文献［１３］执
行。 采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２０２１ 年 ９ 月监测数据进行

后续分析。
１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不

同组别水质指标和去除率总体分布的差异显著性，
当 Ｐ＜０ ０５ 时表示呈显著差异；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分析识别总氮、氨氮和总磷去除率与环境因子（溶
解氧、ｐＨ、电导率） 之间的关系；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ＳＰＳＳ ２６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８ 软件进行数据预处理、统计分

析和作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人工湿地系统进出水水质状况

人工湿地系统进水水温、ｐＨ、溶解氧和电导率

平均值分别为（２０ ５±８ ４） ℃、６ ７５±０ ２６、（７ ８７±
２ １６） ｍｇ·Ｌ－１、（７５ ５±１９ ８） μＳ·ｃｍ－１。 在 ３ 种水

力停留时间条件下，出水平均水温略低于进水，电
导率和 ｐＨ 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加而逐渐增大，溶
解氧浓度变化规律则相反。 进水总氮、总磷和氨氮

平均浓度分别为 （ ３ ４９ ± １ ５６）、 （ １ ４１ ± ０ ８１）、
（０ ５４±０ １９） ｍｇ·Ｌ－１（表 １）。

表 １　 不同水力停留时间（ＨＲＴ）人工湿地系统进、出水水质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ＨＲＴ）

指标
水温 ／
℃

电导率 ／
（μＳ·ｃｍ－１）

ρ（溶解氧） ／
（ｍｇ·Ｌ－１）

ｐＨ
ρ（总氮） ／
（ｍｇ·Ｌ－１）

ρ（氨氮） ／
（ｍｇ·Ｌ－１）

ρ（总磷） ／
（ｍｇ·Ｌ－１）

进水 ２０ ５±８ ４ ７５ ５±１９ ８ ７ ８７±２ １６ ６ ７５±０ ２６ ３ ４９±１ ５６ ０ ５４±０ １９ １ ４１±０ ８１
出水

　 ＨＲＴ 为 １ ｄ １９ ２±５ ６ １３５ ９±１９ ９ ７ ０５±２ ３７ ７ ５７±０ １９ ２ ６６±１ ７１ ０ １２±０ ０７ ０ ５４±０ １９
　 ＨＲＴ 为 ２ ｄ １９ ０±６ ３ １４５ １±１９ ６ ６ ３２±２ ７３ ７ ６５±０ １５ ２ ２９±１ ６５ ０ １１±０ ０６ ０ ５３±０ ２１
　 ＨＲＴ 为 ３ ｄ ２０ ５±８ ０ １４８ ４±２１ ３ ５ ４３±３ ３７ ７ ７３±０ １７ １ ４７±１ ０２ ０ １０±０ ０５ ０ ５１±０ ２０

２ ２　 不同人工湿地氮、磷净化效率比较

２ ２ １　 不同水力停留时间污染物去除效率

在设计的 １ ～ ３ ｄ 水力停留时间范围内，人工湿

地系统对总氮、氨氮和总磷的去除率随着水力停留

时间增加而提高，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去除效率最高，平均

去除率分别为（６４ ２ ± ２１ ７）％、（８３ ２ ± １０ ０）％和

（５２ ５±３０ ３）％。 对总氮、总磷和氨氮去除率来说，
ＨＲＴ 为 ２ ｄ 与 １ ｄ 相比、ＨＲＴ 为 ３ ｄ 与 ２ ｄ 相比和

ＨＲＴ 为 ３ ｄ 与 １ ｄ 相比均显著提高（Ｐ＜０ ０５）。
２ ２ ２　 植物对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影响

基于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无植物组和植物组水质监

测数据，进一步分析不同流态条件下种植海马齿对

污染物去除的影响（图 １）。 如图 １ 所示，植物组 ４
种流态处理总氮和总磷去除率均高于无植物组，植
物组表面流、水平潜流、下行垂直潜流和上行垂直

潜流处理总氮平均去除率比无植物组分别提高

４ ９、７ ７、７ ３ 和 ２ １ 百分点，总磷平均去除率分别

提高 ０ ５、１ ８、１ ５ 和 １ ３ 百分点，植物组水平潜流、
下行垂直潜流和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氨氮平均去除

率比无植物组分别提高 ３ ９、２ ５ 和 ８ ０ 百分点。 相

对于无植物组，植物组各流态对总氮、总磷和氨氮

去除率的提高由高到低依次为水平潜流、下行垂直

潜流和水平潜流。 植物组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污染

物去除率最高，对总氮、氨氮和总磷的最高去除率

分别为 ７０ ３％、８０ ２％和 ６３ ２％。
２ ２ ３　 生物质炭对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影响

基于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 ４ 种流态生物质炭组和植

物组出水总氮、氨氮和总磷浓度数据，探讨生物质

炭对污染物去除效率的影响（图 １）。 如图 １ 所示，
生物质炭组总氮去除率显著高于植物组（Ｐ＜０ ０５），
生物质炭组表面流、水平潜流、下行垂直潜流和上

行垂直潜流处理总氮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 ５９ ４ ±
２４ ４）％、（６３ ２±２４ ０）％、（７６ ６±２１ ７）％和（８０ ７±
２１ ８）％。 同样，生物质炭组 ４ 种流态处理氨氮去除

效果也比植物组好，表面流、水平潜流、下行垂直潜

流和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氨氮平均去除率分别为

（７８ ９ ± ９ ８）％、（８３ ９ ± ９ ４）％、（８６ ０ ± ８ ９）％和

（８８ ６±９ ０）％。 其中，生物质炭组表面流、下行垂

直潜流和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氨氮去除率显著高于

植物组（Ｐ＜０ ０５）。 而植物组 ４ 种流态处理总磷去

除率均显著高于生物质炭组（Ｐ＜０ ０５）。
２ ２ ４　 不同水流方式人工湿地系统对氮磷去除效

率的影响

基于生物质炭组 ４ 种流态处理出水总氮和氨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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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以及植物组出水总磷浓度数据，分析不同流态

对氮磷去除效率的影响（图 ２）。 如图 ２ 所示，在生

物质炭组中，各流态处理总氮去除率从高到低为上

行垂直潜流＞下行垂直潜流＞水平潜流＞表面流，其
中，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总氮去除率显著高于下行垂

直潜流、水平潜流和表面流（Ｐ＜０ ０５），下行垂直潜

流处理总氮去除率显著高于水平潜流和表面流（Ｐ＜
０ ０５），水平潜流处理总氮去除率显著高于表面流

（Ｐ＜０ ０５）。 在生物质炭组中，各流态处理氨氮去除

率从高到低也为上行垂直潜流＞下行垂直潜流＞水
平潜流＞表面流，其中，上行潜流处理氨氮去除率显

著高于下行垂直潜流、水平潜流和表面流 （ Ｐ ＜
０ ０５），下行垂直潜流和水平潜流处理氨氮去除率

显著高于表面流（Ｐ＜０ ０５）。 在植物组中，各流态处

理总磷去除率表现为上行垂直潜流＞水平潜流＞下
行垂直潜流＞表面流，其中，上行垂直潜流处理总磷

去除率显著高于下行垂直潜流、水平潜流和表面流

（Ｐ＜０ ０５），下行垂直潜流和水平潜流处理总磷去除

率显著高于表面流（Ｐ＜０ ０５），水平潜流处理总磷去

除率显著高于下行垂直潜流（Ｐ＜０ ０５）。 总体而言，
上行垂直潜流处理对总磷、总氮和氨氮的去除效果

最佳。

Ａ、Ｂ 和 Ｃ 分别为无植物组、植物组和生物质炭组，１、２、３ 和 ４ 分别为表面流、水平潜流、下行垂直潜流和上行垂直潜流。

同一幅图中，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人工湿地间出水某污染物浓度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１　 不同人工湿地系统中污染物出水浓度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人工

湿地间出水某污染物浓度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２　 不同流态处理污染物去除率

Ｆｉｇ ２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ｒｅｇｉｍｅｓ

２ ２ ５　 不同季节人工湿地系统氮磷去除效率

基于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冬、春、夏季 ３ 种湿地类型 ４
种流态处理总氮、总磷和氨氮浓度，探讨污染物去

除率的季节变化规律。 其中，冬、春、夏季进水水温

分别（１０ ５±１ ５）、（２１ ７±０ ７）和（２９ ３±１ １） ℃，
出水水温分别（１０ ２±１ ０）、（２１ ６±０ ８）和（２８ ３±
１ ６） ℃。 如图 ３ 所示，３ 个季节总氮和总磷去除率

由高到低均为夏季＞春季＞冬季，其中，夏季和春季

总氮和总磷去除率显著高于冬季（Ｐ＜０ ０５）。 ３ 个

季节氨氮去除率由高到低为春季＞夏季＞冬季，其
中，夏季和春季去除率显著高于冬季（Ｐ＜０ ０５），春
季去除率高于夏季，但差异不显著。
２ ３　 环境因子对人工湿地氮磷净化效能的影响

环境因子与总磷、 总氮和氨氮去除效率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见表 ２。 如表 ２ 所示，当基于

ＨＲＴ 为 １～３ ｄ 时数据进行分析时，电导率与总氮、
总磷去除率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 ０１），ｐＨ 与总氮、
氨氮和总磷去除率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 ０１）。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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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数据进行分析时，出水溶解氧含

量与总氮和总磷去除率呈极显著正相关（Ｐ＜０ ０１），
与氨氮去除率呈显著正相关（Ｐ＜０ ０５）；水温与总

氮、总磷和氨氮去除率呈显著正相关（Ｐ＜０ ０５）。

箱图上下横线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方框表示 ５０％变异区间，

方框中横线表示对应指标平均值。

图 ３　 不同季节污染物去除率

Ｆｉｇ 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表 ２　 人工湿地系统氮磷去除率和溶解氧、ｐＨ、电导率的相

关性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 ｐ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数据来源 水质指标 总氮 总磷 氨氮

ＨＲＴ 为 １、２、３ ｄ 电导率 ０ ３００∗∗ ０ ４５８∗∗ ０ ０１９
ｐＨ ０ ５３４∗∗ ０ ５００∗∗ ０ ２８３∗∗

ＨＲＴ 为 ３ ｄ 溶解氧 ０ ４２８∗∗ ０ ６６４∗∗ ０ ６１５∗

水温 ０ ７８０∗∗ ０ ４５２∗∗ ０ ７６７∗∗

ＨＲＴ 为水力停留时间。 ∗∗表示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相关 （ Ｐ ＜

０ ０１），∗表示在 ０ ０５ 水平上显著相关（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通过设置不同水力停留时间（ＨＲＴ 为 １ ～ ３ ｄ），
探讨不同水力停留时间人工湿地系统对总氮、氨氮

和总磷净化效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总氮、氨氮和

总磷去除率均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加而提高。 水

力停留时间越长，污染物与系统中植物、基质和微

生物接触时间越长，使得植物和基质对污染物的吸

附更充分，微生物对污染物的分解更加彻底，从而

提高了氮、磷去除率［１４］。
植物组总氮、氨氮和总磷去除率要高于无植物

组，说明植物在人工湿地系统中对污染物的去除发

挥一定作用。 已有研究［１５－１７］ 表明，植物对污水中

氮、磷的去除量分别占湿地系统去除总量的 １５％ ～
８０％和 ２４％～８０％。 海马齿是一种多年生且生命力

顽强的盐生植物，可以保证季节连续性。 杨芳等［１８］

采用海马齿进行生态浮床原位修复研究，发现海马

齿生态浮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修复区海水水

质，减轻网箱养殖水体的营养负荷，对氮、磷去除率

分别为 １１ ７％和 １９ ９％。 应锐等［１９］ 通过研究不同

水生植物对养殖尾水的净化效果发现海马齿根茎

不仅能吸收营养盐，还能增强系统硝化、反硝化作

用，促进水中氮、磷等物质的去除。 笔者研究发现

植物对污染物去除虽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整体上提

升效率无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笔者研究中植

物种植在湿地基质中根系还不够发达，对污染物的

吸收能力有限造成的。
生物质炭是一种绿色含碳生物材料，将其用作

人工湿地基质不仅可以吸附污染物，还可以补充植

物所需碳源，促进植物生长，进而提升其对氮磷等

营养盐的吸收［１９］。 笔者研究发现生物质炭组中 ４
种流态处理总氮、氨氮去除率均显著高于植物组。
ＤＥＮＧ 等［２０］通过总结由不同原料制备的生物质炭

对尾水氮磷去除的影响，发现原料为竹子、硬木和

树枝的生物质炭对氮磷的去除有明显促进作用。
笔者采用原料为玉米秸秆的生物质炭对总氮和氨

氮的去除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可能是因为生物质炭

不仅对污染物有一定吸附作用，还可以通过改变微

生物群落结构来提高氮去除率［２１］。 但是，生物质炭

组磷出现显著析出现象。 为了进一步验证试验所

使用的生物质炭是否含磷，通过配制浓度为 １ ｍｇ·
Ｌ－１磷溶液并添加等量生物质炭，分别在 １、２ 和 ３ ｄ
时测定上清液磷浓度，发现其浓度分别为 ２ ０８、
２ ３９ 和 ３ ０４ ｍｇ·Ｌ－１，均高于初始浓度，且在实验

周期内浓度随时间增加而增加，说明试验使用的生

物质炭含有磷。 这可能是导致笔者研究中生物质

炭组磷去除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此外，有研究［２２］

发现生物质炭对人工湿地除磷没有效果，也发现以

石头和生物质炭为基质的系统除磷效率低于以单

纯石头为基质的系统，推测未经改性的生物质炭表

面通常具有负电荷，废水中其他负电荷化合物（如
一些有机物）可以与磷酸盐竞争生物质炭上的交换

点，使其除磷效果大大降低［２３］。
垂直潜流和水平潜流处理总氮、氨氮和总磷去

除效果较佳，其中，垂直潜流处理效果最好，而表面

流处理总磷去除效果最差。 这可能是由于水体中

污染物通过植物吸收、物理化学作用和微生物降解

３ 种方式被去除［２４－２５］。 其中，基质过滤和吸附是人

工湿地净化水质的主要过程，而表面流基质体积相

对于其他流态更小，基质截留和吸附的功能相对较

弱。 陈军［２６］以沸石为基质研究不同流态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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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污染物去除的影响，结果也表明垂直潜流的去除

率要优于表面流。 此外，垂直潜流湿地布水方式有

利于污水与湿地内部填料接触，从而提高去除

率［２７］。 相对于表面流而言，垂直潜流人工湿地中废

水可与基质、植物根系和内部微生物更充分接触，
有利于污染物的吸附降解［２８］。 在垂直潜流中上行

垂直潜流的去除率要高于下行垂直潜流，这与陈

军［２６］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上行垂直潜

流的进水端在系统底部，底部污泥中含有大量微生

物，这种进水方式可以使得含有营养物质的废水与

系统底部微生物充分接触，进而促进微生物繁殖，
从而提高废水中氮磷的去除［２９］。 也有研究［３０］ 发现

上行垂直潜流系统中反硝化菌丰度要高于下行垂

直潜流，从而提高上行垂直潜流的脱氮能力。
夏季和春季总氮、总磷去除率均显著高于冬

季，且夏季显著高于春季。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也发

现，水温与总氮、总磷去除率均呈显著正相关（表
２）。 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冬季，夏季和春季的环境

（温度、湿度等）更适合植物和微生物生长繁殖及新

陈代谢，有利于人工湿地对废水中总氮、总磷的去

除［３１］。 此外，与冬季相比，海马齿在春、夏季生长时

间更久，根系更为发达，可能会增加其对氮磷的吸

收，进而促进其对氮磷的去除能力。 部分研究也发

现春、夏季植物生长茂盛，增加了对磷的吸收，而冬

季植物萎蔫，其对磷的吸收能力下降，且植物体内

磷元素可能被微生物分解释放，使得系统总磷去除

率下降［３２］。 已有研究［３３］ 发现氨氮去除率受季节影

响较大，温度升高有利于促进微生物硝化过程，提
高氨氮去除率。 笔者研究也发现春季和夏季氨氮

去除率显著高于冬季，这可能是因为冬季部分微生

物可能处在冬眠期，微生物对氮的转化过程减弱，
降低了湿地系统对氨氮的去除能力。 但这不表示

温度越高越好，因为温度增高，溶解氧饱和度会降

低，因此硝化作用需在温度与溶解氧之间取得一个

平衡关系以获得最高效率［３３］，这可能是导致春季氨

氮去除率略高于夏季的原因，但其具体的机制过程

仍有待深入探讨。
在试验周期内，ｐＨ 和电导率随着水力停留时间

增加而逐渐增大，这可能是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

加，尾水与碱性基质的接触时间越长，导致 ｐＨ 升

高；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加，基质中溶质会逐渐释

放进入水中，从而导致电导率升高。 杜显元等［３４］ 研

究表明随着溶质迁移到水中，其电导率也逐渐上

升。 于此同时，电导率、ｐＨ 与氮磷去除率呈显著正

相关，说明在一定范围内，ｐＨ 和电导率的提高有助

于提高人工湿地系统对氮磷的去除能力。 有研

究［２３］表明，偏碱性和偏酸性的人工湿地系统可以显

著增加反硝化微生物活性，进而促进系统对氮的去

除效率。 当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溶解氧与氮磷浓度呈正

相关关系，说明增加人工湿地系统内溶解氧含量，
有助于去除氮、磷等营养盐。 例如，王宁宁等［３５］ 研

究发现充足的氧气可以促进尾水中聚磷菌的繁殖，
进而提高尾水中磷的去除，同时有氧条件促进了硝

化作用，使得氨氮转化为硝态氮，从而降低氨氮浓

度。 李荣涛等［３６］ 通过曝气方式增加人工湿地系统

中溶解氧含量，发现较高的溶解氧含量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总氮去除。 此外，在 ４ 种不同流态人工湿

地中溶解氧含量从高到低为上行垂直潜流＞下行垂

直潜流＞水平潜流＞表面流，潜流人工湿地溶解氧含

量高于表面流，且污染物去除效率也较高。 其他研

究［３７］也发现垂直潜流系统含氧量比较高，较高的含

氧量给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提高了微生

物活性，从而提高了其对污染物的去除率。

４　 结论

该研究探讨了植物、基质、水力停留时间、水流

方式和环境因子对人工湿地系统净化养殖尾水中

氮、磷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１）水力停留时间为 １～３ ｄ 范围内，氮、磷去除

率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加而提高。 其中，对总氮、
总磷和氨氮去除率来说，ＨＲＴ 为 ２ ｄ 与 １ ｄ 相比、
ＨＲＴ 为 ３ ｄ 与 ２ ｄ 相比和 ＨＲＴ 为 ３ ｄ 与 １ ｄ 相比均

显著提高（Ｐ＜０ ０５）。
（２）海马齿对氮、磷的去除均有一定促进作用，

但作用不显著。 生物质炭对总氮和氨氮的去除有

明显促进作用，但存在磷析出现象。
（３）对于不同流态而言，垂直潜流系统氮、磷去

除率要显著优于表面流，其中，上行垂直潜流的去

除效果最好。
（４）对于不同季节而言，夏季总氮和总磷去除

效率最高，春季氨氮去除效率最高，冬季去除效果

最差。
（５）水力停留时间为 １～３ ｄ 范围内，电导率、ｐＨ

随着水力停留时间增加而增加，其中，ｐＨ 与总氮、总
磷和氨氮去除率呈显著正相关，电导率与总氮和总

磷去除率呈显著正相关。 当 ＨＲＴ 为 ３ ｄ 时，４ 种流

态中上行垂直潜流系统溶解氧含量要高于其他流

态，溶解氧含量和水温与总氮、总磷和氨氮去除率

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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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５４－１５９．］

［９］ 　 ＭＥＮＺＥＬ Ｋ，ＢＡＲＲＯＳ Ｌ，ＧＡＲＣÍＡ Ａ，ｅｔ ａｌ．Ｍｅｔａｌ Ｓｕｌｆｉｄ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
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Ｃｏｐ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ｃｉｄ Ｍｉｎ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Ｊ］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７０：１１８７２１．

［１０］ ＬＩＵ Ｍ Ｚ，ＬＩ Ｘ Ｔ，ＨＥ Ｙ Ｘ，ｅｔ ａｌ．Ａｑｕａｔｉｃ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Ｅｆｆｌｕ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７２７：１３８６１６．

［１１］ 李卫林，温凭，罗冬莲，等．海马齿生态浮床对石斑鱼生长及养

殖效益的模拟研究［ Ｊ］ ．渔业研究，２０２０，４２（５）：４１１－４２１．［ ＬＩ
Ｗｅｉ⁃ｌｉｎ，ＷＥＮ Ｐｉｎｇ，ＬＵＯ Ｄｏｎｇ⁃ｌｉａｎ，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Ｂｅｄ ｏｆ Ｓｅｓｕｖｉｕｍ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ｓｔｒｕｍ Ｌ． 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４２（５）：４１１－４２１．］

［１２］ 李芊芊，罗柳青，陈洋芳，等．高盐污水处理人工湿地中耐盐植

物的筛选［Ｊ］ ．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２０１７，２３（ ５）：８７３－ ８７８．
［ＬＩ Ｑｉａｎ⁃ｑｉａｎ，ＬＵＯ Ｌｉｕ⁃ｑｉｎｇ，ＣＨＥＮ Ｙ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３（５）：８７３－８７８．］

［１３］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编委会．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Ｍ］．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４３－２８４．
［１４］ 徐祥熙，王荣震，徐立荣，等．不同水力条件下人工湿地处理效

果中试研究［Ｊ］ ．济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１，３５（３）：
２１７－ ２２２． ［ ＸＵ Ｘｉａｎｇ⁃ｘｉ，ＷＡＮＧ Ｒｏｎｇ⁃ｚｈｅｎ，ＸＵ Ｌｉ⁃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３５（３）：２１７－２２２．］

［１５］ ＲＯＺＥＭＡ Ｅ，ＶＡＮＤＥＲＺＡＡＧ Ａ，ＷＯＯＤ Ｊ，ｅｔ 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
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Ｗａｔｅｒ，２０１６，８（５）：１７３．

［１６］ ＶＹＭＡＺＡＬ Ｊ．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Ｐｌａ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Ｆｒｅｅ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
６１：５８２－５９２．

［１７］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 ＳＣＨＯＬＺ Ｍ．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ｙｐｈａ
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 Ｌ．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Ｊ］ ．Ｗａｔｅｒ，Ａｉｒ，＆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１９
（１ ／ ２ ／ ３ ／ ４）：３２９－３４１．

［１８］ 杨芳，杨妙峰，郑盛华，等．东山湾海马齿生态浮床原位修复效

果研究［Ｊ］ ．渔业研究，２０１９，４１（ ３）：２２５ － ２３３． ［ Ｙ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ＹＡＮＧ Ｍ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Ｈ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ｔｕ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ｓｕｖｉｕｍ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ｓｔｒｕｍ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Ｂｅｄ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ｓｈａｎ Ｂａ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４１
（３）：２２５－２３３．］

［１９］ 应锐，陈婧芳，高珊珊，等．石莼和海马齿对海水养殖水体的单

一及协同净化效果［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７（９）：２７４５－２７５３．
［ＹＩＮＧ Ｒｕｉ，ＣＨＥＮ Ｊｉｎｇ⁃ｆａｎｇ，ＧＡＯ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ｄ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Ｕｌｖａ ｌａｃｔｕｃａ ａｎｄ Ｓｅｓｕｖｉｕｍ ｐｏｒｔｕｌａｃａｓｔｒ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７（９）：２７４５－２７５３．］

［２０］ ＤＥＮＧ Ｓ Ｊ，ＣＨＥＮ Ｊ Ｑ，ＣＨＡＮＧ Ｊ Ｊ．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ｓ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 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９３：１２６１５６．

［２１］ ＤＥＮＧ Ｃ Ｒ，ＨＵＡＮＧ Ｌ，ＬＩＡＮＧ Ｙ Ｋ，ｅｔ 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ｔｏ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６９４：１３３６８７．

［２２］ ＬＵ Ｌ，ＣＨＥＮ Ｂ 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ｉｓｐｈｅｎｏｌ ａ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ｔｏｒｍ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Ｂｉｏｃｈａｒ⁃ａｍｅｎｄｅｄ Ｂｉｏｆｉｌｔｅｒ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ａｔｃｈ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ｘｅｄ⁃ｂｅｄ Ｃｏｌｕｍ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４３：１５３９－１５４９．

［２３］ ＤＥ ＲＯＺＡＲＩ Ｐ，ＧＲＥＥＮＷＡＹ Ｍ，ＨＡＮＡＮＤＥＨ Ａ 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ｅ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ｐｔａｇ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ａｎｄ Ｍｅｄｉａ Ａ⁃
ｍ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Ｍｅｓｏｃｏｓｍｓ［ Ｊ］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５６９ ／ ５７０：１２３－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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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廖新俤，骆世明．香根草和风车草人工湿地对猪场废水氮磷处

理效果的研究 ［ Ｊ］ ．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０２，１３ （ ６）：７１９ － ７２２．
［ＬＩＡＯ Ｘｉｎ⁃ｄｉ，ＬＵＯ Ｓｈｉ⁃ｍ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ｏｇｇｅｒｙ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 １３ （ ６ ）：
７１９－７２２．］

［２５］ 袁东海，景丽洁，高士祥，等．几种人工湿地基质净化磷素污染

性能的分析［Ｊ］ ．环境科学，２００５，２６（１）：５１－５５．［ＹＵＡＮ Ｄｏｎｇ⁃
ｈａｉ，ＪＩＮＧ Ｌｉ⁃ｊｉｅ，ＧＡＯ Ｓｈｉ⁃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２６ （ １ ）：
５１－５５．］

［２６］ 陈军．生活污水中抗生素和耐药基因的人工湿地去除机制与

系统优化 ［ Ｄ］． 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 ２０１７． ［ ＣＨＥＮ Ｊｕ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ＲＧｓ ｆｒｏｍ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ｗａｇｅ ｂ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Ｒｅｍｏｖ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７．］

［２７］ ＦＥＮＧ Ｌ Ｋ，ＷＡＮＧ Ｒ Ｇ，ＪＩＡ Ｌ Ｘ，ｅｔ ａｌ．Ｃａｎ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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