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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水葫芦等生长快、生物量高的漂浮植物来净化污染水体，已成为目前水体生态修复的一种快捷有效的方法 . 在太湖

竺山湖放养水葫芦后对水体营养盐吸收和水质净化效果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 结果表明，受风浪扰动等影响，水体交换强烈，水

葫芦放养区内溶解氧含量变化幅度在 3. 50 ～ 11. 20 mg /L之间，未出现厌氧现象 . 水葫芦须根具有较强的吸附悬浮物和拦截蓝

藻细胞的能力，使得水葫芦放养区内 TN、TP 含量较高，其变化幅度分别为 3. 37 ～ 8. 02 mg /L、0. 15 ～ 0. 36 mg /L，高于放养区外

围水体中 TN、TP 含量( 其变化幅度分别为 3. 03 ～ 7. 45 mg /L和 0. 15 ～ 0. 38 mg /L) ; 较高含量的 TN、TP 浓度也 表 明 水 体 处 于

重度污染 . 放养区内叶绿素最高值出现在 8 月，其含量为 177. 01 mg /m3 ，同期边缘和外围处含量分别为 101. 53 mg /m3
和 76. 96

mg /m3 ，随后因藻细胞代谢衰亡，其含量开始下降; 较高含量叶绿素表明水葫芦根须对蓝藻细胞具有较强的吸附和拦截作用，

表明水葫芦对水体具有较强的净化功能，为利用水葫芦对较大面积富营养化水体的净化提供了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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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water hyacinth and other fast-growing and high biomass of floating plants to purify polluted water has become an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method at present. Effects of nutrients adsorption and water purification of planting water
hyacinth on water quality in Zhushan Bay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o anoxia was observed in water hyacinth planting
areas because of wave disturbance and strong water exchange. Concentrations of TN and TP in water hyacinth planting area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utside of stocking area( the content ranged 3. 03-7. 45 mg /L and 0. 15-0. 38 mg /L，respectively) ，and the content
changes ranged 3. 37-8. 02 mg /L and 0. 15-0. 36 mg /L，respectively. The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TN and TP in water indicated the
water body was heavily polluted. Water hyacinth roots have a strong ability to adsorb suspended solids and algae cells， the
concentration of Chl-a in stocking area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tocking fringe and outside，the maximum Chlorophyll in the stocking
region in August was 177. 01 mg /m3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ntrations in planting fringe and outside were 101. 53 mg /m3 and
76. 96 mg /m3 ，respectively. Higher Chl-a content on water hyacinth roots indicated that water hyacinth had strong blocking effects on
algae cells，and demonstrated it had a great purification effects on eutrophicated water，and it also provides a basis for the larger
polluted water bodies purification in using water hyacinth.
Key words:water hyacinth planting; water environment; N and P nutrients; adsorption; purification effect

近年来因太湖水体富营养化而产生的大量蓝藻

暴发及由蓝藻聚集死亡引起的藻源性黑水团等水污

染事件
［1 ～ 3］，使得其对水质污染产生了质的变化，如

何快速、有效地修复污染水体，已经成为当前水环境

保护的迫切需求 . 针对这种情况，目前已采取了多种

治理方式，如底泥疏浚
［4 ～ 9］、引江济太工程

［10，11］、种

植水生植物修复水体
［12，13］

等，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

相应的效果 . 然而，针对太湖水体、特别是在北部如

梅梁湾、竺山湾等水体污染较重、水体流动性较差、
污染物去除较为缓慢的湖湾中，迫切需要一种更为

快捷有效的修复受损水体、原位恢复水体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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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治理方法 . 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富营养化水体

的修复应该把重点放在集中控磷上，而氮的循环较

为复 杂，可 以 放 宽 对 其 限 制
［14，15］. 但 如 果 能 够 在 吸

收水体中磷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去除氮，将会对富

营养化水体的修复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 因此如何

快速有效地直接从水体中去除 N、P 营养盐，成为当

前科学工作者和环保人士的关注重点之一 .
作为入侵物种之一，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

Solms) 是世界十大恶性杂草 之 一，曾 一 度 被 视 为 毒

草
［16］，后来发现 凤 眼 莲 具 有 生 长 和 扩 繁 能 力 快、适

应性强，且能够快速、高效地从水体中吸收氮磷营养

盐并能够对多种重金属具有较强的吸收、转运能力，

利用凤眼莲的这一优点，国内外的诸多学者开展了

相应的研究
［17 ～ 20］. 目前利用水葫芦修复污染水体或

对重金属的吸收等的研究多是在实验室或池塘等较

小水 体 内 进 行
［21，22］. 受 水 体 面 积、污 染 物 的 成 分 等

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在像太湖这样的大水面放

养水葫芦后的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区别，比如水体

交换与否、风浪有无扰动、实验水体深度与实际水深

以及污染物的浓度和成分区别等
［23 ～ 25］. 太湖作为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大型浅水湖泊，风浪扰动频繁，不同

湖区水体污染程度不同
［26，27］，因此在开阔水域放养

水葫芦后对水体中营养盐的吸收、水质净化、蓝藻的

拦截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28，29］. 目前利用大水面

控制性放养水葫芦来修复污染水体的研究尚鲜见到

报道，在这种开阔水域中放养水葫芦后对水体中营

养盐的吸收、特别是对悬浮物及蓝藻细胞的吸附、拦
截效果如何，需要进行相关研究 . 本研究以太湖竺山

湖进行的计划放养 20 hm2
水葫芦的示范区为依托，

在控制性放养水葫芦期间对水葫芦放养区周围及放

养区内部进行水质监控调查，以期为水葫芦修复水

体的实际修复和水质净化效果提供理论依据 .

1 样点布设及样品分析

1. 1 采样点布设

研究地点设在太湖竺山湖的实验区(N31°27′1″
～ 31°27′22″，E120°4′00″ ～ 120°4′40″) ，本 实 验 区 靠

近武进区太滆村，该村有几十家酒店，特别在夏季前

来品尝水产品的人较多 . 所设放养区东边为太滆村，

放养区周围有一航道 ( 图 1) . 水葫芦放养区利用不

锈钢钢管、围网和重力锚进行固定以防水葫芦随水

漂流 . 为了能够 有 效 地 监 测 水 质 变 化，共 设 样 点 33
个，其中远离放养区 12 个(1 ～ 12 号 点) ，靠 近 放 养

区 12 个(13 ～ 24 号点) ，放养 区 内 9 个 (25 ～ 33 号

图 1 采样点位示意

Fig. 1 Sampling sites

点) ; 每个样点打桩后挂上写有编号的牌子，并利用

手持 GPS 定位 .
1. 2 样品采集及分析处理

水葫芦放养区从 7 月放满，待水葫芦适应水体

环境、长势较好 后 开 始 水 样 采 集 . 从 8 月 开 始 至 11
月初水葫芦打 捞 完 毕 采 样 结 束; 每 月 5 日 和 20 日

左右进行水样采集，采集水样时用采水器采集水体

的上中下 3 层，然后取其混合样 . 同时测定水体的溶

解氧(dissolved oxygen，DO)、pH、透明度( secchi disc
depth，SD) 并观察水体水质情况 .

水样采集完毕立即带回实验室进行处理 . 水样

的总氮( total nitrogen，TN)、总磷( totoal phosphorus，
TP) 利用碱性过硫酸钾消煮法测定

［30］，水溶性铵态

氮(NH +
4 -N)、硝态氮(NO －

3 -N)、磷酸根(PO3 －
4 -P) 的

含量是将水样经 GF /C(0. 45 μm，Whatman) 滤纸过

滤后利用注射式流动分析仪测定
［31］. 数据处理利用

Excel 2003 和 Origin 8 处理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上覆水 pH、DO 和透明度的变化

水体 pH、DO 和透明度的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 第 1 次样品采集的数据丢失，在图 2 中所显示的缺

少 8 月 5 日的数据) . 水体 pH 值表现出初始较高，

进入 9 月后开始下降，并基本维持在 7. 0 上下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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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覆水中 pH、溶解氧和透明度变化

Fig. 2 Changes of pH，DO and SD in overlying water

且水葫芦放养区内部及边缘要稍高于放养区外围;

而在 8 月的却偏高，这种变化可能是在 9 月前随温

度升高，水体及底泥中大量蓝藻孢子复苏后开始上

浮到水体表面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生理生化反应

调节水体的 pH 值 在 8 左 右，使 得 其 有 利 于 藻 细 胞

的生长; 水葫芦的生长会改变水体的 pH 值，因水葫

芦的快速生长不消耗 CO2 ，且会向水体中释放 CO2 ;

另外，水葫芦吸收了水体中大量的铵态氮和水体中

厌氧微生物的厌氧发酵作用产生了大量的有机酸，

使得水葫芦放 养 区 水 体 的 pH 值 开 始 下 降，且 水 葫

芦生长旺盛程度直接影响水体 pH 值的改变
［32 ～ 35］，

从而使得藻细 胞 周 围 水 体 pH 值 发 生 改 变，影 响 蓝

藻细胞的生长
［36，37］，较 高 的 pH 有 利 于 藻 细 胞 的 生

长，低 pH 则延缓藻细胞的生长 .

水体溶解 氧 (DO) 和 透 明 度 变 化 如 图 2 ( c) 所

示 . 溶解氧变化同 pH 变化类似，也是表现为在 9 月

前较高，但进 入 9 月 后 水 体 溶 氧 下 降，基 本 维 持 在

3. 30 ～ 6. 20 mg /L左 右; 水 体 透 明 度 变 化 规 律 性 较

差，但仍然表现为水葫芦放养区内要高于放养区边

缘和外围，透明度 ( secchi disk depth) 基本在 20 cm

上下浮动 . 由于进入 9 月后水体中大量蓝藻细胞进

入衰亡阶段，这些藻细胞的残体、水体中有机质的矿

化和微生物的活性增强都会消耗水体中大量的溶解

氧，使得 DO 含量表现为下降趋势; 同时因水葫芦具

有大量的须根系，在数千亩的水面上集中放养水葫

芦，使得水葫芦放养区内水体流动性减弱
［38］，可以有

充裕时间来净化水质; 同时在现场采样时发现，水葫

芦大量的须根系也拦截了水体中的蓝藻细胞，这些蓝

藻细胞衰亡后释放出的营养物质也为水葫芦生长提

供了物质，降低了放养区外围水体的水质净化压力.

受到航道行船和风浪扰动影响，引起水体沉积物再悬

浮和藻细胞的漂移，水体透明度变化较大，规律性差;

但水葫芦放养区内水体流动性低，且水葫芦大量须根

具有较强的吸附悬浮物和蓝藻的作用，因此放养区内

部水体透明度要比放养区外围高.

图 3 上覆水中 TN、TP 含量变化

Fig. 3 TN and TP content changes in overlying water

2. 2 上覆水 TN、TP 含量变化

从 8 ～ 11 月共进行了 7 次水样采集，其含量变

化如图 3 所示，其中数据表示该采样时间下分析结

果的平均值 .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上覆水体中 TN

含量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 8 月所采集的样品 中 水

样 TN 含量变化在 2. 70 ～ 4. 10 mg /L之间，在靠近放

养区和远离放养区内的 TN 含量在总体上表现为要

低于放养区内 TN 含量，而且随采样时间变化，水葫

芦放养区内外 水 体 中 TN 含 量 都 表 现 为 增 加 趋 势，

这种变化在实验后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到 11 月实验

结束时其含量为 7. 45 ～ 8. 15 mg /L之间，水体中 TN

含量达到整个实验期间最高值，近放养区和放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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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TN 含量要高于放养区外围 .
水体中 TP 含量变化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趋势，8

月采集的水样中 TP 含量变化为 0. 18 ～ 0. 21 mg /L，

随着采样时间推进 TP 含量逐渐增加，但在 9 月的采

样中表现稍有波 动，在 9 月 20 日 采 样 的 样 品 中 TP
普遍下降，放养区内部、边缘和外部水体中 TP 含量

分别为 0. 15、0. 15 和 0. 19 mg /L; 随后其含量逐渐

增加，在实验结束时(11 月 9 日) 放养区 内 部、边 缘

和外部水体中 TP 含量分别高达 0. 36、0. 38 和 0. 29
mg /L，表现 为 放 养 区 外 围 要 低 于 近 放 养 区 和 放 养

区内 .
水体中 TN、TP 逐 渐 增 加 的 这 种 变 化 可 能 原 因

一方面是随着温度升高、光照增加，底泥中的蓝藻孢

子、休 眠 蓝 藻 细 胞 开 始 复 苏 并 向 上 覆 水 体 中 移

动
［39 ～ 42］，并在 5 月之后常出现大量的蓝藻细胞堆积

的现象; 其次受风浪扰动后的沉积物再悬浮以及附

近航道过往行船的影响，在沉积物出现再悬浮后造

成沉积物中营养物质向上覆水体中释放，蓝藻细胞

中也带有 大 量 的 氮 磷 营 养 盐
［43］; 另 外，如 前 所 述，

在利用围隔固定后进行的控制性放养水葫芦时，水

葫芦具有大量的须根系可以吸附、拦截水体中悬浮

物和水体中的蓝藻细胞，在实际采样中发现水葫芦

放养区内和水葫芦根须上黏附有大量的悬浮物和蓝

藻细胞; 再 次 是 因 为 所 设 实 验 区 靠 近 武 进 区 太 滆

村，该村中有数十家酒店，夏季食客众多，且村中的

生活污水未经处理而直接排放到湖水中，这些因素

都增加了水体污染程度，使得所采集样品的 TN、TP
测定结果含量较高，特别是水葫芦放养区内部和边

缘水体中 TN、TP 含 量 要 明 显 高 于 放 养 区 外 围 水 体

中的含 量; 水 体 中 较 高 含 量 的 TN、TP 也 表 明 该 处

水域中水质处于重富营养化状态 .
2. 3 水溶性 NO －

3 -N、NH +
4 -N、PO3 －

4 -P 含量变化

上覆水体中 NO －
3 -N、NH +

4 -N、PO3 －
4 -P 含 量 变 化

如图 4 所示 . 从时间变化来看，上覆水中 NH +
4 -N 含

量在 8 月 为 0. 90 ～ 1. 30 mg /L，9 ～ 11 月 的 含 量 为

0. 36 ～ 0. 95 mg /L，表现为初始采 样 测 定 值 较 高，随

后下降，其总的变化幅度在 0. 30 ～ 1. 30 mg /L之间;

水溶性 NO －
3 -N 含量也有类似的变化趋势，在 8 月 5

日的含量变化范围在 0. 70 ～ 4. 10 mg /L之间，但在 8
月 20 日和 9 月 5 日之间出现一个快速下降过程，其

含量变 化 范 围 在 0. 50 ～ 0. 90 mg /L之 间，随 后 其 含

量开始上升，至实验结束时放养区外围含量最高达

4. 08 mg /L; 但在 10 月 22 日所采集的样品中，其含

量出现一个较低值，最低值仅为 0. 52 mg /L. PO3 －
4 -P

图 4 上覆水中 NO －
3 -N、NH +

4 -N、PO3 －
4 -P 含量

Fig. 4 NO －
3 -N，NH +

4 -N，PO3 －
4 -P content changes in overlying water

含量变化差异较大，除了 9 月 5 日表现为放养区内

含量较高外，其他采样期间表现为要低于放养区边

缘和外 围，9 月 5 日 后 PO3 －
4 -P 浓 度 变 化 范 围 在

0. 009 ～ 0. 034 mg /L.
从空间变化上来看，在水葫芦放养区内部和边

缘水体中 NH +
4 -N、NO －

3 -N 含量要高于放养区外围，

但规律性较 差 . 在 初 始 采 样 时 期 (8 月) ，NH +
4 -N 含

量表现为水葫芦放养区内部要高于放养区外部; 在

9 月反而出现放养区内部其含量低于放养区边缘和

外部，到了 10 月 22 日表现为放养区内部含量最高 .
但上覆水体 中 NH +

4 -N 含 量 普 遍 较 低，最 高 也 仅 为

1. 34 mg /L. NO －
3 -N 含量的变化趋势 更 为 明 显，在 8

月 5 日采集的样品中其含量较高，水葫芦放养区内

部含量为 3. 60 mg /L，要高于边缘和外部; 随后出现

一个快速下降阶段，到了 8 月 20 日后，其最高含量

仅为 0. 87 mg /L，放养区内部 仅 为 0. 52 mg /L. 进 入

10 月后，水体中 NO －
3 -N 含量开始增加，但放养区内

部的含量与放养区边缘和外部的含量变化规律性不

明显 . PO3 －
4 -P 含量变化规律性较差，但在 10 月后也

出现增加趋势，表现出水葫芦放养区内部要低于放

养区边缘和外围水体，这可能是因在进入 9 月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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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生长旺盛期，对水溶性 PO3 －
4 -P 吸收较快，而外

围水体受风浪、行船扰动后底泥释放、藻细胞的代谢

等释放出水溶性的 PO3 －
4 -P 而使得其含量要略高于

放养区内部 . 由于 PO3 －
4 -P 浓度缺少 2 次调查数据，

其总体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
蓝藻细胞属于固氮菌，可以从空气中和水体获

得其 所 需 营 养 物 质，特 别 是 水 溶 性 营 养 盐 ( 如

NO －
3 -N、NH +

4 -N、PO3 －
4 -P) 更易于为生物利用 . 有研

究发现在适宜的温度、光照条件下藻细胞可以比其

他生物能够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这 些 营 养 盐
［44］; 同 时 较

高的 P 含量和较低 TN /TP，更有利于蓝藻细胞形成

藻华 . 但在像太湖竺山湖等严重富营养化的水体中，

TN、TP 含量 及 比 值 已 经 远 高 于 藻 细 胞 生 长 的 临 界

阈值，也即不能对蓝藻细胞的生长产生限制作用，只

是在不同温度、水文等气象条件影响下，蓝藻水华暴

发的严重程度问题 . 因此在竺山湖放养数千亩水面

的水葫芦后，蓝藻细胞进入水葫芦放养区后就会被

拦截、吸附到水 葫 芦 的 须 根 处; 同 时 因 风 浪 和 行 船

扰动作用，水葫芦放养区内部和外围水体不断进行

水体交换，因此在整个野外试验期间 其 对 水质净化

效果表现不明显，但可以看出水葫芦须根对悬浮物质

和蓝藻细胞的吸附和持留，从而减少了放养区外围水

体中这些物质的含量，减轻了外部水体水质恶化压

力. 根据 Yi 等
［28］

研究发现，水葫芦根须引起藻细胞

的呼吸和生物降解作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反硝化环

境，同时水体和根部溶解氧含量对藻的分离和反硝化

作用去除氮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

表明(图 2)，水葫芦放养区内外水体中溶解氧差异不

明显，也即此种条件下不会因放养水葫芦而对水体环

境产生不利作用. Hadad 等
［45］

研究表明，水葫芦等漂

浮植物因具有较高的生长速率和对光照、溶氧、营养

盐等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且有较强的分蘖能力，使

得它能够比其他水生植物在短期内能够积累更多的

N、P 等营养盐，可以从水体中带走更多的营养盐，从

而实现污染水体的生态治理，因此漂浮植物常用作污

染水体修复的优选植物
［17，46 ～ 48］.

2. 4 水体中叶绿素含量变化

试验期间水体中藻细胞的含量变化用叶绿素来

表示，其 变 化 趋 势 如 图 5 所 示 (8 月 5 日 和 11 月 9
日 2 次样品的叶绿素数据损坏，在图中没有显示) .
从叶绿素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水葫芦放养区外围、边
缘和内部的含量差异较大，在 8 月 20 日的样品中放

养区内部叶绿素含量高达 177. 01 mg /m3 ，同期边缘

和外围处叶绿素含量分别为 101. 53 mg /m3
和 76. 96

mg /m3 ，表现出放养区内部 > 放养区 边 缘 > 放 养 区

外围的变化趋势; 到 了 9 月 5 日，水 葫 芦 放 养 区 各

个部分的叶绿素含量略有下降，仍然呈现出类似的

变化趋势 . 到了 9 月中下旬后，可能受藻细胞的代谢

作用和水温等影响，藻细胞开始大量衰亡，表现为叶

绿素含量快速下降，放养区内、边缘和外部其含量分

别为 24. 80、19. 41 和 17. 79 mg /m3 . 到 了 10 月，虽

然水面上仍有大量藻细胞漂浮，但大部分已处于衰

亡阶段，因此表现为叶绿素含量较低 . 从水葫芦放养

区内外叶绿素含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受水葫芦

根须吸附、拦截等影响，水体流入放养区后，藻细胞

都被持留在放养区内，外围水体中藻细胞数量大大

降低; 同时水葫芦根系及茎叶等可能会分泌化感物

质
［49，50］，抑 制 蓝 藻 细 胞 生 长，从 而 实 现 了 对 污 染 水

体的净化功能 .

图 5 上覆水中叶绿素含量变化

Fig. 5 Chl-a content changes in overlying water

太湖每年 5 月后都会出现大量蓝藻，如在合适

的气象因子影响下会出现大量聚集甚至产生藻源性

黑水团现象
［1 ～ 3］，对当地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影

响 . 放养水葫芦后，放养区内外蓝藻细胞的分布情况

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 虽然目前仍有较多研究者对利

用水葫芦修复污染水体持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其在

水体修复和治理中的作用仍有争议
［16，20，51］. 但根据

笔者在太湖竺山湖中所进行的控制性放养水葫芦的

调查结果表明，在解决了前期的控制性放养这一防

止其可能漂移而造成其泛滥的问题及后续资源化利

用的处理问题后，在像太湖这样大型浅水湖泊中，受

风浪扰动和沉积物再悬浮较为强烈的水体中，放养

一定面积的水葫芦后并没有产生许多研究者所担心

的问题，比如底栖生物多样性降低、水体缺氧、水质

恶化等现 象
［52］. 这 可 能 是 因 为 水 葫 芦 放 养 面 积 较

小，与竺山湖的水面相比小得多，而且受附近航道行

船及夏秋季节强烈的风浪扰动等的影响，使得水体

交换和流动性增强，从而弱化了水葫芦大水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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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水体环境的不利影响 . 同时，开阔的水面和充足

的营养物质，为水葫芦的扩繁和快速生长提供了所

需的光照、温度、溶氧及 C、N、P 营养盐，水葫芦能够

直接从水体中摄取所需物质，在后期对其进行收割、
打捞和资源化利用后，实现了水体原位生态修复和

污染物的直接去除的目的 . 由于利用大水面放养水

葫芦仍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期间有许多以前没有遇

到的问题，如何增加其对水体的净化效果和发挥其

最佳净化功能，仍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

3 结论

(1) 受附近 航 道 行 船、风 浪 扰 动 及 水 体 交 换 强

烈等的影响，水葫芦放养区内溶解氧含量变化幅度

在 3. 50 ～ 11. 20 mg /L 之 间，没 有 出 现 水 体 厌 氧

现象 .
(2) 因水葫芦根须对悬浮物和蓝藻等的吸附拦

截作用，水葫芦放养区内 TN、TP 含量变化幅度分别

为 3. 37 ～ 8. 02 mg /L和 0. 15 ～ 0. 36 mg /L; 放 养 区

外围分别为 3. 03 ～ 7. 45 mg /L和 0. 15 ～ 0. 38 mg /L，

明显低于放养区内部的 TN、TP 含量变化幅度 . 水葫

芦的须根拦截的大量蓝藻细胞，减轻了外部水体中

蓝藻聚集的压力; 并且这些藻细胞衰亡后释放出来

的营养物质为水葫芦的生长提供了所需物质 .
(3) 水葫芦须根对悬浮物和蓝藻细胞具有较强

的吸附、持留作用，使得水葫芦放养区内藻细胞叶绿

素含量变 化 幅 度 在 13. 25 ～ 177. 01 mg /m3 ，远 离 放

养区的叶绿素变化幅度在 16. 74 ～ 76. 96 mg /m3 ，近

放养 区 的 叶 绿 素 变 化 幅 度 在 14. 42 ～ 101. 53
mg /m3 ，表明放养 区 内 部 水 葫 芦 根 须 拦 截 了 大 量 蓝

藻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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