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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淤底泥、芦苇秸秆以及藻类物质是水源地水库生态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三类废弃

物，对其进行高效资源化处理处置是水库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保证，对提升水库水质及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综述了清淤底泥在农田、林地、园林绿化等方面进行土地利用和制作

建筑材料、填方材料等方面进行建材利用的资源化技术现状，总结了芦苇秸秆在农业、养殖业、能
源、工业原料等方向进行资源化利用以及打捞蓝藻在厌氧消化、有用物质提取、饲料应用、好氧堆

肥等资源化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而分析了上述资源化技术在水源地水库废弃物资源化过程中应

用的适用性，指出土地利用是清淤底泥资源化利用的最佳方式，好氧堆肥是芦苇秸秆和蓝藻废弃

物资源化处理处置的主流技术；最后针对水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出了展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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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水源水库建设是保障供水安全的重要手段之

一。 据统计，全国已经拥有 ９．８ 万多座各类水库，
总库容达 ８ ９００ 亿 ｍ３［１］。 然而，水库的设计或运

行存在某些缺陷，造成泥沙容易在水库中淤积的

现象。 底泥在水库中的大量淤积一方面会减小水

库的有效容积、降低其使用寿命，还会使其灌溉、
防洪、和发电等功能受到损害［２］。 因此，水库清淤

成为提高水库水质和延长水库寿命的重要举措。
然而，水库清淤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底泥。 水库

底泥会积累大量的氮磷营养元素、病原菌、重金属

和有机物污染物等［３］。 对水库底泥进行合理且资

源化利用和处置，降低水库底泥中污染物向水体

中的迁移和释放成为水体净化的关键，可以显著

降低水源地水库存在的安全风险。
水源地水库运行过程中，为了改善库区流态，

通常需要构建岸边植物带，可以在利用植物的吸

附和降解作用净化库区水质的同时达到美化库区

环境的目的［４－５］。 然而，在水源水库区生态建设和

运行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收割的芦苇秸秆，对芦苇

秸秆进行资源化处理处置是水源地水库实现生态

循环的重要前提。 此外，水库运行过程中还不可

避免地打捞产生一定量的藻类废弃物，对其进行

高效处理处置也对水源地水库水质稳定提升及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６］。
本文将在总结国内外水库底泥、芦苇秸秆以

及藻类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处置技术途径的基础

上，分析各项技术对废弃物资源化的适用性，提出

水源地水库废弃物治理的研究展望及建议。

１　 水库底泥资源化技术研究现状

１．１　 土地利用

水库会持续产生大量的沉积物，需要将这些

底泥转化为新资源。 底泥利用的一种有效方式为

土地利用，清淤的底泥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以及

大量的微生物，可以应用于农田［７－８］ 和园林绿

化［９－１０］的土壤修复和改良。 ２０２１ 年，王峻［７］ 以白

菜为供试作物，证明了聚丙烯酰胺通过提高底泥

ＮＯ－
３ －Ｎ、ＮＨ＋

４ －Ｎ 含量以及降低砷的浓度促进了白

菜生长，为利用聚丙烯酰胺对底泥进行预处理应

用于农田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思路。 也有研究

表明底泥能够通过提高土壤中氮素、磷素以及有

机物的含量从而促进水稻产量的提高，并且水稻

中重金属含量满足食品的限量标准［８］。 石稳民

等［９］将清淤底泥应用于绿化种植中，解决了脱水

泥饼难以消纳的问题，为底泥再利用提供了新的

思路。
目前，水库底泥应用于土地利用过程中仍然

面临一些挑战。 各种污染物（如重金属、病原体、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潜在有毒元素）可能会在底

泥中沉积，在对水库底泥进行土地利用之前，需要

通过不同的预处理手段使得底泥中污染物含量满

足相应标准，以免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毒

害作用。 例如，使用药剂对水库底泥进行脱水预

处理，以降低污染底泥中氮和磷等营养元素的含

量；对重金属含量超标的污泥进行固定处理后才

能进行土地利用；利用微生物对有机物含量较高

的水库底泥进行预处理，待有机物被分解利用后

才能进一步利用［１１－１３］。
１．２　 建材利用

水库底泥以半固态和不溶性固体形式存在，
研究发现，底泥中含有丰富的碳和其他元素，且性

质接近于黏土，底泥的颗粒较细，是一种很有前景

的建筑材料、生物炭原料、填方材料和污水净化材

料等［１４－１９］。 例如，Ｚｈｏｕ 等［１４］ 提出了直接利用污

泥制备瓦片的方法，将污泥直接掺入间歇式混合

料中，不进行热动力干燥等预处理，经湿法球磨、
压滤、碾磨、挤压成型、干燥、烧制得到劈裂砖。 并

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和理化表征，结果表明：添加污

泥的最大含量高达 ６０％（质量分数）；１ ２１０ ℃焙

烧的劈裂瓦片的抗弯强度和吸水率分别为 ２５．５
ＭＰａ 和 １．１４％（质量分数）；并且样品具有良好的

环境相容性。 因此，利用底泥生产劈裂砖的工业

应用前景将有助于显著减少底泥累积对环境的影

响。 利用底泥还可以制作陶粒材料，例如，梁标

等［１５］探究了将底泥烧制成陶瓷的工艺参数以及

应用， 为 底 泥 应 用 于 制 陶 工 艺 提 供 了 思 路。
Ｍａｈｅｒｚｉ 等［１６］还将收集的底泥沉积物和疏浚砂的

混合物用道路液压粘合材料处理。 按照法国石灰

和 ／或水硬性粘合剂土壤处理技术指南的建议制

备配方并进行表征，发现两种水硬性粘合剂的机

械阻力结果非常相似，在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中

观察到，两种水硬性粘合剂都会导致道路材料膨

２



胀，这一方面受到钙矾石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受

到孔隙材料中含水量的影响。
在建筑行业，水库底泥可用于砖块的生产，并

在煅烧后用作混凝土的轻骨料、膨胀粘土颗粒和

混合水泥的辅助凝胶材料。 底泥经过高温煅烧才

能制成建筑材料，在烧结过程中，无机硅酸盐会熔

融，重金属得以在成品中固定，降低了重金属的溶

出风险。 因此，底泥的材料化利用不仅能够节约

资源，又能将大量的清淤污泥“变废为宝”，大大降

低了底泥对环境和生态的危害。

图 １　 清淤底泥的资源化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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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芦苇秸秆资源化技术研究现状

芦苇是一种 Ｃ３多年生根茎草，具有异常高

的光合能力，生物产量甚至高于典型 Ｃ４ 植物。
生态水库每年收割的芦苇等有机固体数量较

大，已经成为影响水库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潜在

污染物，亟需通过生态可循环的方式对其进行

资源化处理处置。 通常条件下，芦苇残株为作

物秸秆的一种类型。 秸秆是一种廉价易得的资

源，其合理化利用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芦

苇秸秆还田可以增加作物产量；芦苇秸秆可用

作家禽动物的饲料；利用厌氧消化反应从芦苇

秸秆中生产甲烷作为能源被广泛得到认可；芦
苇还能够为生产工业增值产品提供生物质原

料 ［２０］ ，如图 ２ 所示。
２．１　 农业利用

秸秆还田是秸秆施肥的一种方式，是目前秸

秆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式，该技术在中国已推广 ２０
多年。 芦苇秸秆还田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秸秆还田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不仅

可以减少污染物排放，还可以增加土壤有机碳积

累，改善土壤质量，甚至可以提高后续作物产量；
秸秆还田有广阔的前景，能够使农业持续性发展；
秸秆还田具有外部经济性，即秸秆还田带来的环

境改善效果由社会共享［２１－２２］。 在中国，作物秸秆

还田是一种普遍的农业做法，主要的方式为直接

将秸秆施用于农田、秸秆焚烧后还田以及秸秆堆

肥后还田。 例如，陈云峰等［２１］ 建议从秸秆还田补

贴、农机农艺配套、病虫草害控制及新型秸秆腐熟

剂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当前的秸秆还田政策及技

术。 此外，芦苇秸秆以及芦苇秸秆制成的生物炭

还田后能够改良围垦土壤的盐碱特性，比如刘鸿

骄等［２２］的研究证明芦苇秸秆还田以及芦苇秸秆

制成的生物炭还田均对滩涂盐碱土壤有改善的作

用，并且能够促进果实量和总生物产量；通过进一

步的研究表明，芦苇制成生物炭后还田可以降低

微生物分解有机物活性，减少土壤中的微生物含

量，因此提高了土壤中总有机碳的浓度，土壤呼吸

的作用降低，芦苇秸秆制成生物炭还田被认为是

一类低碳的还田手段。

图 ２　 芦苇秸秆资源化技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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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养殖业饲料

利用芦苇秸秆作饲料是一种最环保的秸秆资

源化利用方式。 芦苇秸秆被用来直接饲养动物，
但是直接利用秸秆作为动物饲料的营养价值较

低，仅适合牛羊等反刍动物食用。 还可以通过成

型饲料品控技术将芦苇秸秆进行加工后用作动物

饲料，经过加工的秸秆适口性较好、品质较高、病
原菌以及化肥农药残留量低，是动物愿意食用的

一类饲料［２３－２５］。 例如，张颖等［２３］以微波未处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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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秸秆青贮为对照，以揉搓粉碎不同长度玉米秸

秆为对象，进行了揉搓粉碎以及微波预处理影响

玉米秸秆青贮饲料品质的研究。 研究表明，微波

预处理提高了青贮的感官品质；揉搓粉碎和微波

预处理促进了秸秆的降解，是改善青贮饲料品质

的有 效 方 法。 Ｕｚａｔｉｃｉ 等［２４］ 在 确 定 氢 氧 化 钠

（ＮａＯＨ）处理对普通芦苇秸秆的化学成分、体外产

气量、中性洗涤剂纤维消化率和真干物质消化率、
干物质摄入量和相对饲料价值的影响时提出，氢
氧化钠能够增加秸秆的营养价值；然而，在大规模

应用之前仍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以确定 ＮａＯＨ
处理对反刍动物摄食和生产的影响。 周健［２５］ 用

微波、水浴加热、稀硫酸和稀氢氧化钠对对芦苇秸

秆进行了预处理，研究结果表明芦苇秸秆的结晶

度得到提高，其中稀氢氧化钠预处理对芦苇秸秆

结晶度提高程度最大，通过对芦苇秸秆主要成分

分析发现将秸秆加工处理之后适合于直接作为饲

料使用。
２．３　 能源利用

目前，秸秆能源利用方式主要有秸秆制成沼

气、秸秆集中供气、秸秆发电、秸秆凝固成型等。
芦苇秸秆富含有机质，且是一种再生资源，是制成

沼气的良好原材料。 芦苇秸秆制成生物质能源

（沼气）对改善空气质量、节约资源以及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２６］。 例如，Ｌｉｕ 等［２７］ 对 ８ ～ １２ 月

收获的芦苇进行青贮和真菌预处理，比较了它们

对原料保存、葡萄糖产量以及随后厌氧消化沼气

产率的影响。 和真菌处理相比，青贮使芦苇的总

固体（ ＜１．２％）和纤维素（ ＜３．５％）损失较低，半纤

维素得到了有效降解，但是，８ 月收获芦苇却没有

此效果。 青贮使 ８～ １２ 月收获的芦苇葡萄糖增加

了 ７％～１５％，甲烷产量提高了 ４％ ～１４％。 真菌预

处理对 ８ 月以及 １０ 月收获的大芦苇没有明显效

果，葡萄糖产量降低，而对 １１ 月和 １２ 月收获的芦

苇效果明显，葡萄糖产量提高约 ２０％。 然而，真菌

预处理过程中的碳氢化合物损失抵消了增加的葡

萄糖产量，导致厌氧消化降低了沼气产量。 综上

所述，青贮比真菌预处理更适合芦苇贮藏及其沼

气生成。 Ｓｈａｎ 等［２８］ 探究了在芦苇青贮连续厌氧

消化（ＡＤ）反应中添加尿素的影响。 在青贮期（９０
ｄ），添加尿素或不添加尿素时干物质损失均约为

１％，添加 ２％尿素可使乳酸产量提高约 ４ 倍，丙酸

产量降低 ２～８ 倍。 此外，尿素的添加降低了芦苇

青贮过程中半纤维素以及纤维素的分解，提高了

木质素的降解；然而对芦苇酶消化率均无显著影

响。 通过添加尿素，芦苇青贮的甲烷累积产量高

达 １７３ Ｌ ／ （ｋｇ·ＶＳ），比新鲜芦苇提高了 １８％。
２．４　 工业原料

近年来，由于环境问题和对枯竭资源的依赖，
使用可再生资源在各种工业材料的制备中变得重

要起来。 使用秸秆等天然纤维代替传统上用于生

产复合材料的石油基合成纤维，在环境和成本方

面都有许多优势。 利用秸秆废物作为天然纤维也

有助于减少废物和重新利用废物，在成本和生态

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这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

一。 秸秆还可以替代木材用于造纸，并且秸秆中

的淀粉能够被提纯用于怡糖的加工［２９］。 纸是人

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也是全世界人民

不可或缺的商品。 然而，造纸原料资源越来越稀

缺，将秸秆应用于造纸领域，能够实现秸秆的废物

利用。 例如，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等［３０］ 研究了秸秆作为制备

纤维素纳米纤维的原料的可行性及其在造纸中的

添加剂应用。 秸秆在碱性条件下煮熟，然后经过

强烈的机械拍打和高压均质制作成了木质纤维素

纳米纤维；然后对所制备的低碳纤维素进行了表

征，并将其应用于造纸浆料；最后对制成的纸张进

行了物理力学性能分析。 结果表明，添加木质纤

维素纳米纤维后，纸张强度提高、密度增加、孔隙

率降低；细粒的存在可以明显地阻碍纸张机械性

能的增长速度，通过去除细粒，与含有细粒的纸浆

相比，增加的速度显著提高。

３　 藻类资源化技术研究现状

藻类爆发是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水质危害之

一，会降低饮用水质量，对人类生理和心理产生有

害影响；降低水中溶解氧浓度，威胁水生动植物的

生存；还会排放温室气体。 藻类富含氮素、磷素以

及多种有机物，如果得到有效利用，其在资源回收

方面具有良好前景。 目前，藻类资源回收的主要

技术包括通过厌氧消化技术回收生物质能源、从
藻类中提取有用物质用以科研和化妆品行业、利
用藻类富含蛋白质的特征直接用作饲料以及藻类

的好氧堆肥用以生成肥料并且达到无害化处理，
如图 ３ 所示。
３．１　 厌氧消化

藻类的厌氧消化是绿色、节能和经济的处理

方式，不仅能够降低蓝藻的累积，还能够回收沼气

（生物质能源） ［３１－３３］。 Ｌｅｏｎｇ 等［３２］ 指出，基于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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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藻类资源化技术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ｇａｅ

的生物精炼平台在厌氧消化的闭环循环经济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除了使用微藻和大型藻类的全部

生物质作为沼气生产的原料之外，厌氧消化与其

他生物或热化学转化技术的结合也可以实现加工

或有价值化合物提取后生物质残渣的完全稳定

化。 此外，藻类及其与细菌或真菌的结合体可用

于联合沼气升级和废水处理。 Ｓｏｎｇ 等［３３］ 通过添

加过一硫酸盐（ＰＭＳ）的厌氧消化研究了藻类的甲

烷生产潜力，并对微囊藻毒素的去除进行了分析

和讨论，发现厌氧消化可以以甲烷气体的形式从

藻类源中回收能量，在微囊藻毒素的存在下不受

影响，微囊藻毒素去除率＞９９％；与此同时，厌氧消

化还降低了液相中 Ｃｄ 和 Ｚｎ 的总含量，增加了液

相中 Ｃｒ 和 Ｐｂ 的总含量。 这项研究为微生物机

制、微囊藻毒素解毒和藻类生物量在沼气生成期

间的重金属迁移规律提供了新的思路。
藻类厌氧消化所生成的沼气具有污染少、成

本低的特征，能够作为化石燃料（煤和石油）的替

代能源，可以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在推

动可再生替代能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藻类在

水解酸化细菌的作用下所产生的沼渣和沼液含有

大量的营养物质，并且藻类中有毒有害物质的含

量在厌氧消化过程中有所下降。 因此，藻类经过

厌氧后产生的沼液和沼渣能够制成饲料添加剂促

进动物生长以及作为农作物的营养剂以增加农业

产量。 藻类所含有的病原菌在厌氧消化处理后能

够被有效地灭活，减少直接利用藻类有机质对生

态安全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 在厌氧消化过

程中，不需要增加搅拌和曝气装置，因此此技术具

有能耗低和经济适用的优点。 然而，厌氧消化周

期往往持续几十天，厌氧消化罐占地面积较大，并
且厌氧消化所产生的沼渣需经过脱水进行进一步

处理。
３．２　 物质提取

藻类的生活环境多变，是一种最原始和最低

等的单细胞生物，使其具有多种营养物质以及活

性物质。 同时，藻类是一种可再生资源，拥有取之

不尽的特性。 因此，从藻类（例如微囊藻、铜绿微

囊藻、水华鱼腥藻以及变异鱼腥藻等）中提取生物

资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有研究指出［３４－３５］，通
过对巢湖微囊藻进行反复冻融、ＨＡ 柱层析和洗

脱，可以得到藻蛋白（别藻蓝蛋白以及藻蓝蛋白）
的粗提取物，并且通过检测发现，藻蛋白提取物中

含有色氨酸和酪氨酸。 同时，蓝藻中还含有各种

天然色素，对人类健康没有任何影响，并且有些可

以有效的吸收紫外线，因此可适当的取代一些化

学合成色素，从而使从蓝藻中提取的各类色素（藻
蓝素、胡萝卜素和叶绿素等）应用于化妆品和食品

领域。
３．３　 用作饲料

藻类不仅含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还是 ｎ－３
不饱和脂肪酸（ＰＵＦＡ）、Ｂ 组维生素、类胡萝卜素

以及非淀粉多糖（如 β－葡聚糖）的丰富来源。 因

此，利用藻类作为饲料添加剂是藻类的又一重要

应用。 Ｑｕｒｅｓｈｉ 等［３６］的研究表明，在鸡的饲料中仅

添加 ０． ００１％的螺旋藻，提高了自然杀伤细胞活

性，增强了巨噬细胞吞噬潜能。 王启伦等［３７］ 用蛋

白质含量约 ７２％的钝顶螺旋藻直接用作鱼苗饵

料，其结果表明草鱼、鲢鱼和银鲫鱼都可以钝顶螺

旋藻为饲料用于自身生长，并且体重和成活率均

优于对照组。 由此可见，藻类中所含有的营养物

质使其成为鱼类以及家禽一种较好的添加饲

料［３８－４０］。 截止到目前，家禽饮食中微藻源饲料成

分中的化合物已报到可以改善肠道生理学和免疫

力，以防止生理学和病原体挑战引起的损害，但对

其机制的研究很少。 Ｆｒｉｅｓ－Ｃｒａｆｔ 等［３８］评估喂食专

有微藻成分的肉鸡肠道形态、通透性和系统免疫

的变化，研究发现藻类侵入物改变了免疫反应，除
了保护肠道生理之外，还减少了次级淋巴器官的

吸收。 值得注意的是，藻毒素（细胞毒素、神经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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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以及肝毒素）是伴随藻类产生的次生代谢产物，
会对土壤、动物、人类以及动物产生毒性作用。 因

此，在对藻类进行直接利用时需要进行环境风险

评价。
３．４　 好氧堆肥

好氧堆肥是目前藻类处理研究的热点，可以

有效地实现对蓝藻的减量以及循环利用，消除藻

类的有害影响。 好氧堆肥对藻类的处理和处置具

有突出的优势：好氧堆肥具有更大的处理能力，一
个中等规模的堆肥处理厂每年可以处理大约 ２００
万 ｔ 藻类；好氧堆肥工艺简单、能耗较低且运行成

本低；目前与好氧堆肥相关的技术，如菌种培养等

已经比较成熟；好氧堆肥可以增强藻类中营养物

质的综合利用。 藻毒素和重金属是藻类废物有效

利用的主要阻碍，大量研究表明，好氧堆肥可以有

效降解藻毒素和重金属，实现藻类资源的安全利

用；通过改变含水量、使用的调理剂的类型、添加

化学添加剂和接种微生物剂，藻毒素和重金属的

降解率可以显著提高。 基于以上特点，近年来研

究人员利用专性好氧细菌以及兼性好氧细菌分解

有机物，把好氧堆肥应用于猪粪、餐厨垃圾、城市

污泥以及藻类的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上，获得成

熟度和腐殖化程度高的堆肥产品，达到有机废物

综合利用的目的［４１－４３］。 例如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３］ 对中国

太湖流域水资源丰富的农村地区藻类污泥和其他

典型生物质废物（包括鸡粪便和稻草）的大规模机

械化高温好氧共堆肥的综合评估发现，通过优化

的原料质量比（秸秆 ∶ 藻类 ∶ 粪便为 ６．０ ∶ １．８ ∶ １．０；
初始 Ｃ ／ Ｎ 比为 ２０； 初始湿度为 ６０％ （质量分

数）），实现了有机废物的减量、无害化和资源化再

利用，最终产物的含水率、有机质浓度、重金属浓

度和 ｐＨ 完全符合中国国家农业有机肥料标准要

求。 此研究为富水农村地区的环境综合管理和可

持续流域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好氧堆肥技术

示范。

４　 展望与建议

近些年，我国在清淤底泥、芦苇秸秆以及蓝藻

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处置技术的发展得到了大力推

进。 底泥土地利用、做填方材料、建材化利用具有

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土地利用是清

淤底泥资源化利用的最佳方式，也是未来资源化

利用的主流方向。 在芦苇秸秆和藻类废弃物处理

过程中，好氧堆肥技术可以将蓝藻中含有大量的

有机质和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转化为肥料，
呈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关于清淤底泥、芦苇秸秆、蓝藻废弃物三种水

源地水库废弃物的治理，笔者还有如下建议：
（１）清淤底泥和蓝藻废弃物占地面积较大，自

然堆放需要长时间占用大量土地。 未来需要开发

能够与输送过程有机相结合的底泥及蓝藻脱水技

术，尽量减少占地，在输送中实现减量化；
（２）底泥中会有一定浓度的氮磷营养物质、重

金属以及有机污染物，需对清淤底泥进行脱水预

处理后再进行资源化利用。 研发同步实现清淤底

泥或者蓝藻脱水减量与无害化技术，可以显著降

低后续资源化处理处置成本。
（３）随着城市生态型水源水库的大量建设，长

期运维过程中废弃物的产生累积量也越来越大，
也将造成潜在的水库水质影响和环境污染。 在国

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施背景下，探索因地制宜

的消纳和资源化路径，提升废弃物资源利用的效

率，也是接下来保障水库长期安全运行的必由

之路。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２０１９ 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Ｍ］．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２０．
［２］ 　 任岗， 张文芳． 水库清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Ｊ］ ． 浙江

水利科技， ２０１０（６）： ３４－３５．
ＲＥＮ Ｇ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ｆａｎｇ．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ｄｅｓｉｌｔｉｎｇ［ Ｊ］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ｙｄｒ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６）：
３４－３５．

［３］ 　 范成新． 湖泊沉积物－水界面研究进展与展望［ Ｊ］ ． 湖泊科

学， ２０１９， ３１（５）： １１９１－１２１８．
ＦＡＮ Ｃｈｅｎｇｘ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ｆａｃｅ ｏｆ ｌａｋ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３１
（５）： １１９１－１２１８．

［４］ 　 何锡君， 曾广恩， 王蓓卿． 水库型水源地水生态健康评价体

系构建与应用［Ｊ］ ． 水科学与工程技术， ２０２２， ４： ６８－７１．
ＨＥ Ｘｉｊｕｎ， ＺＥＮＧ Ｇｕａｎｇｅｎ， ＷＡＮＧ Ｂｅｉｑ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ａ ［ Ｊ］ ．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 ４： ６８－７１．

［５］ 　 吕辉， 简鸿福， 游文荪，等． 水库型水源地保护与防治策略

研究［Ｊ］ ． 水利规划与设计， ２０２２， ６： ７２－７４．
ＬＶ Ｈｕｉ， ＪＩＡＮ Ｈｏｎｇｆｕ， ＹＯＵ Ｗｅｎｓ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Ｊ］ ．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２０２２， ６： ７２－７４．

［６］ 　 刘书敏， 赵风斌． 长江口水源地青草沙水库水质与浮游植

物群落特征［ Ｊ］ ． 环境污染与防治， ２０２２， ４４（ １０）： １３３０
－１３３５．
ＬＩＵ Ｓｈｕｍｉｎ，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ｂ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６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ｗａｔ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Ｑｉｎｇｃａｏｓｈ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２， ４４（１０）： １３３０－１３３５．

［７］ 　 王峻． 聚丙烯酰胺（ＰＡＭ）对河道底泥性质及白菜生长和品

质的影响［Ｄ］． 杭州： 浙江大学， ２０２１： ７－９．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 ＰＡＭ） ｏ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Ｂｒａｓｓｉｃａ
ｐｅｋｉｎｅｎｓｉｓ Ｌ．） ［ Ｄ］．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７
－９．

［８］ 　 薄录吉， 王德建， 汪军， 等． 苏南河道疏浚底泥农用对土壤

及水稻生长的影响［Ｊ］ ． 土壤通报， ２０１５， ４６（３）： ７０９－７１４．
ＢＯ Ｌｕｊｉ， ＷＡＮＧ Ｄｅｊｉａｎ， ＷＡＮＧ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ｒｉｖｅｒｓ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 ４６（３）： ７０９－７１４．

［９］ 　 石稳民， 黄文海， 罗金学， 等． 襄阳护城河清淤底泥资源化

制备种植土工艺设计［Ｊ］ ． 中国给水排水， ２０２０， ３６（６）： ９１
－９６．
ＳＨＩ Ｗｅｎｍｉｎ，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ｈａｉ， ＬＵＯ Ｊｉｎｘｕ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Ｍｏａｔ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２０２０， ３６
（６）： ９１－９６．

［１０］ 　 林莉， 李青云， 吴敏． 河湖疏浚底泥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利用研究进展［ Ｊ］ ． 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０１４， ３１（１０）： ８０
－８８．
ＬＩＮ Ｌｉ， ＬＩ Ｑｉｎｇｙｕｎ， ＷＵ Ｍ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４， ３１（１０）： ８０－８８．

［１１］ 　 刘旭． 乌梁素海底泥农田利用可行性分析及其环境风险评

价［Ｄ］． 呼和浩特： 内蒙古农业大学， ２０１３： １９－２２．
ＬＩＵ Ｘｕ．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ｕｌｉａｎｇｓｕ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 Ｈｕｈｈｏｔ：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１９－２２．

［１２］ 　 熊红霞， 黄伟， 刘长兵， 等． 太湖疏浚底泥养分特征及园

林应用研究［Ｊ］ ． 水道港口， ２０１５， ３６（６）： ５８３－５８６．
ＸＩＯ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ａ，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ｉ， ＬＩＵ Ｃｈａｎｇ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ｏｒ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
２０１５， ３６（６）： ５８３－５８６．

［１３］ 　 ＭＡＴＴＥＩ Ｐ， ＣＩＮＣＩＮＥＬＬＩ Ａ， ＭＡＲＴＥＬＬＩＮＩ Ｔ，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ｌａ⁃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ｂｙ ＰＡＨｓ ｂｙ ｃｏ －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ｓｔｅ［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５６７－５７４．

［１４］ 　 Ｚｈｏｕ Ｊ， Ｌｉ Ｔ， Ｚｈａｎｇ Ｑ， ｅｔ 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ｗａｇ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ｓｐｌｉｔ ｔｉｌｅｓ［Ｊ］ ．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３，
３９： ９１７９－９１８６．

［１５］ 　 梁标， 蔡德所， 莫崇勋． 利用底泥制备烧胀陶粒技术的研

究进展［Ｊ］ ． 功能材料， ２０２０， ５１（１１）： １１０１７－１１０３０．
ＬＩＡＮＧ Ｂｉａｏ， ＣＡＩ Ｄｅｓｕｏ， ＭＯ Ｃｈｏｎｇｘｕ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ｉｎｔｅｒｉｎｇ－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ｃｅｒａｍｓ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０， ５１ （ １１ ）： １１０１７
－１１０３０．

［１６］ 　 ＭＡＨＥＲＺＩ Ｗ， ＢＥＮＺＥＲＺＯＵＲ Ｍ， ＭＡＭＩＮＤＹ－ＰＡＪＡＮＹ Ｙ，
ｅｔ 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ｒｅｕｓｅ ｏｆ Ｂｒｅｓｔ－Ｈａｒｂｏｒ （Ｆｒａｎｃｅ）－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
ｉ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 ｒｏａ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８， ３９ （ ５）：
５６６－５８０．

［１７］ 　 ＣＲＥＭＡＤＥＳ Ｌ， ＣＵＳＩＤＯ Ｊ， ＡＲＴＥＡＧＡ Ｆ．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ｆｒｏｍ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ｉｌ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０１：
１０７１－１０８０．

［１８］ 　 杨鹏乾， 安新茹， 彭瑜洲， 等． 疏浚底泥免烧裹壳骨料混

凝土路面砖的性能研究［ Ｊ］ ． 新型建筑材料， ２０１８， ７： ９３
－９７．
ＹＡＮＧ Ｐｅｎｇｑｉａｎ， ＡＮ Ｘｉｎｒｕ， ＰＥＮＧ Ｙｕ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ｂｒｉｃｋ ｗｉｔｈ ｄｒｅｄｇ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ｎｏｎ － ｓｉｎｔｅｒｅｄ ｗｒａｐ ｓｈｅｌ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 Ｊ ］ ． Ｎｅｗ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８， ７： ９３－９７．

［１９］ 　 王志新， 孙家瑛， 周承功， 等． 污泥焚烧灰渣无害化处理

及其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Ｊ］ ．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２０１２，
５： ７７－７９．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ｘｉｎ， ＳＵＮ Ｊｉａｙ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Ｃｈｅｎｇ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ａｒｍｌｅｓ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 ｉｎｃｉ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ｈ［Ｊ］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２０１２， ５： ７７－７９．

［２０］ 　 周治． 我国农业秸秆高值化利用现状与困境分析［Ｊ］ ． 中国

农业科技导报， ２０２１， ２３（２）： ９－１６．
ＺＨＯＵ Ｚｈ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 － ｖａｌｕ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ｒ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２３
（２）： ９－１６．

［２１］ 　 陈云峰， 夏贤格， 杨利， 等． 秸秆还田是秸秆资源化利用

的现实途径［Ｊ］ ． 中国土壤与肥料， ２０２０， ６： ２９９－３０７．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ＸＩＡ Ｘｉａｎｇｅ， ＹＡＮＧ Ｌｉ，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ｔｕｒｎ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ｗａｙ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ｅｒ⁃
ｔｉｌｉｚ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０， ６： ２９９－３０７．

［２２］ 　 刘鸿骄， 侯亚红， 王磊． 秸秆生物炭还田对围垦盐碱土壤

的低碳化改良［ Ｊ］ ． 环境科学与技术， ２０１４， ３７（ １）： ７５
－８０．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ｊｉａｏ， ＨＯＵ Ｙａｈ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ｅｄ ｓｔｒａｗ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ｌｔｙ ｓ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ｏｉｎｔ［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３７（１）： ７５－８０．

［２３］ 　 张颖． 揉搓粉碎和微波预处理对玉米秸秆青贮饲料品质的

影响［Ｊ］ ． 饲料研究， ２０２１， ４４（２）： ８９－９２．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ｎ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ｒｎ ｓｔｒａｗ ｓｉｌａｇｅ［Ｊ］ ． Ｆｅ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 ４４
（２）： ８９－９２．

［２４］ 　 Ｕｚａｔｉｃ Ａ， Ｃａｎｂｏｌａｔ Ｏ， Ｋａｍａｌａｋ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ｄｉｕｍ 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ｅｄ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ｓｔｒａｗ［ Ｊ］ ． 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ｌ，
２０２２， ８（１２）： ７４９．

［２５］ 　 周健． 不同种类秸秆的基础特性研究［Ｄ］． 南京： 南京农业

大学， ２０２０： ７－１０．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７



ｏｆ ｓｔｒａｗ［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０：
７－１０．

［２６］ 　 Ｓｖｅｎ Ｂ， Ｍａｒｔｉｎ Ｋ． Ｒｉｃｅ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ｈｕｓｋｓ 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ｒｅｆｉｎｅｒｙ， ２０１８， ８（３）： ７１９－７３７．

［２７］ 　 Ｌｉｕ Ｓ， Ｘｕ Ｆ， Ｘｕ Ｘ，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ｓｉ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ｇａｌ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ｇｉａｎｔ 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０９：
２４６－２５３．

［２８］ 　 Ｌｉｕ Ｓ， Ｇｅ Ｘ， Ｌｉｅｗ Ｌ，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ｅａ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ｉａｎｔ
ｒｅｅｄ ｅｎｓｉ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５， １９２： ６８２－６８８．

［２９］ 　 樊菲， 周美华． 实现秸秆工业原料资源化利用［Ｊ］ ． 中国资

源综合利用， ２００４， ４： １３－１７．
ＦＡＮ Ｆｅｉ， ＺＨＯＵ Ｍｅｉｈｕａ．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４： １３－１７．

［３０］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Ｅ， Ｔａｒｒéｓ Ｑ， Ｄｅｌｇａｄｏ－Ａｇｕｉｌａｒ Ｍ， ｅｔ ａｌ．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ｓｔｒａｗ ｓｅｍｉ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ｕ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ｎｏｃｅｌ⁃
ｌｕｌｏｓｉｃ ｎａｎｏｆｉ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ｓｌｕｒｒｉｅｓ
［Ｊ］ ． 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 ２０１６， ２３： ８３７－８５２．

［３１］ 　 Ｐｅｒｅｎｄｅｃｉ Ｎ Ａ， Ｙｉｌｍａｚ Ｖ， Ｔａ Ｂ Ｅ，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
ｗｅｅｎ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ｉｏ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ａｌｇａｅ ａｎ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２８１： ２０９－２１６．

［３２］ 　 Ｌｅｏｎｇ Ｙ Ｋ， Ｃｈａｎｇ， Ｊ 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ｌｇａ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ｏｏｐ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 ３６０： １２７６１８．

［３３］ 　 Ｓｏｎｇ Ｋ， Ｌｉ Ｚ Ｙ， Ｌｉ Ｌ，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ｏｘｙ⁃
ｍｏｎｏｓｕｌｆａｔ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ｌｇａ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ｎ ｄｅｔｏｘ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ａｒｔｉ⁃
ｔｉｏｎ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８３４： １５５５００．

［３４］ 　 翟文川， 余源盛， 苏晨伟． 巢湖蓝藻水华藻胆蛋白的分离

与鉴定［Ｊ］ ． 湖泊科学， １９９５， ７ （３）： ２７６－２８０．
ＺＨＡＩ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ＹＵ Ｙ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ＳＵ Ｃｈｅｎｗｅｉ．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ｃｏｂｉｌｉ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ｆ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ｏｈｕ Ｌａｋ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５， ７ （３）： ２７６
－２８０．

［３５］ 　 ＸＵ Ｑ， ＨＯＵ Ｇ Ｌ， ＣＨＥＮ Ｊ Ｐ， ｅｔ 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ｕｌｔｒａ⁃
ｈｉｇｈ－ｃｅｌｌ－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ｕｎｉｃｅｌ⁃
ｌｕｌａｒ ａｌｇａｅ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ｖｅ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ｓｕｐｐｌ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９： ７７４８５４．

［３６］ 　 Ｑｕｒｅｓｈｉ Ｍ， Ｇａｒｌｉｃｈ Ｊ， Ｋｉｄｄ Ｍ．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ｐｌａｔｅｎｓｉｓ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ｓ ｈｕ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ｃｋ⁃
ｅｎｓ ［ Ｊ］ ．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ｏｘｉｃｏｌ， １９９６， １８： ４６５
－４７６

［３７］　 王启伦， 马素珍， 顾天青， 等． 顿顶螺旋藻喂养鱼苗试验

初报［Ｊ］ ． 淡水渔业， １９８７（１）： ３９－４０．
ＷＡＮＧ Ｑｉｌｕｎ， ＭＡ Ｓｕｚｈｅｎ， ＧＵ Ｔｉａｎ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ｆｉｓｈ ｆｒｙ ｗｉｔｈ 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ｐｌａｔｅｎｓｉｓ ［ Ｊ ］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Ｆ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８７（１）： ３９－４０．

［３８］ 　 ＦＲＩＥＳ－ＣＲＡＦＴ Ｋ， ＭＥＹＥＲ Ｍ Ｍ， ＢＯＢＥＣＫ Ｅ Ａ． Ａｌｇａｅ －

ｂａｓｅｄ ｆｅｅｄ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ｉｍｅｒｉ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ｃｕｔｅ ｆｅ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Ｊ］ ．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３６９．

［３９］ 　 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 Ａ， Ａｌ－Ａｄｕｌ －Ｅｌａｈ Ｋ， Ａｚａｄ Ｉ． Ｓ， 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
ＤＨＡ ａｌｇａｅ ｍｅａｌ ａｓ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ｈｉｇｈ ＤＨＡ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ｉｎ ｆｉｎｉｓｈｅｒ ｆｅｅｄ ｆｏｒ ｓｏｂａｉｔｙ ｓｅａ ｂｒｅａｍ （Ｓｐａｒｉｄｅｎｔｅｘ ｈａｓｔａ）
［ Ｊ ］ ．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ｅ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２，
２８４： １１５２０９．

［４０］ 　 Ｈｙｍａｎ Ｍ， Ｗａｎｇ Ｑ Ｃ， Ｗｉｌｓｏｎ Ａ Ｅ，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ｐｈｎｉａ 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ｏｎ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 ｇｒｏｗｎ ａｌｇａ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ｓｔｅ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ｆｉｓｈ ｆｅｅｄ［Ｊ］ ．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２１， ３１０： １２７５０１．

［４１］ 　 汪晶晶， 邓威， 方梦萦， 等． 水分含量对蓝藻堆肥腐熟及

藻毒素含量的影响［ Ｊ］ ．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３９
（２）： ４０３－４１０．
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ＤＥＮＧ Ｗｅｉ， ＦＡＮＧ Ｍｅｎｇ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ｃｙｓｔｉｎ ｉｎ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９（２）： ４０３－４１０．

［４２］ 　 斯鑫鑫， 唐尚柱， 赵晓海， 等． 蓝藻有机富硒肥的研制及

其在普通白菜种植中的应用［Ｊ］ ． 江苏农业学报， ２０２１， ３７
（２）： ３４０－３４７．
ＳＩ Ｘｉｎｘｉｎ， Ｔ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ｚｈｕ，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ｏｈａｉ，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ｋ ｃｈｏｙ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Ｊ］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
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７（２）： ３４０－３４７．

［４３］ 　 ＺＨＡＮＧ Ｚ Ｐ， ＨＵ Ｍ， ＢＩＡＮ Ｂ， ｅｔ ａｌ． Ｆｕｌｌ－ｓｃａｌｅ ｔｈｅｒｍｏｐｈｉｌｉｃ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ｃｏ － ｃｏｍｐｏ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ｂｌｕｅ － ｇｒｅｅｎ ａｌｇａｅ ｓｌｕ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ｆａｅ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 ７５３： １４２０７９．

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