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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生态环境质量每况愈下,对未来我国持续发展构成较大威胁。生态环境工程技术是解决现存环

境污染的重要技术,其致力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做到自然环境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本文就重点分析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为

营造良好生存空间提供帮助。 

[关键词] 生态环境工程；环境污染；技术创新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很多建设活动的开展是建立在破

坏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为此,我国应该加

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力度,通过生态环境工程建设及技术的创新,改

善自然环境,平衡环境与建设间的关系。 

1 生态环境工程 

生态环境是由多样化生态关系共同形成的环境体系,在人类生存发展

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社会前行的动力支持。生态环境工程则是充

分利用物质循环原理,根据生态环境特征,分级制定科学有效的治理方案,

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方式。生态环境工程做到了对现有资源的科学利

用,增大循环再生率,减轻工业生产及生活中的污染问题,保护和修复原有

生态系统体系。生态环境工程打破了传统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有效调节

空间建设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生态环境工程中融入了较多先进科学技术,

可同时推动经济和环境的协调进步。 

我国生态环境工程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鉴于其在生态环境保护

上的作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应用和覆盖范围也在不断扩展。生态环境

工程重点治理的内容有水体污染、大气污染及生物污染等。 

2 生态环境工程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2.1水体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水是人类、动植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对水体的保护也就是对现存

所有生物的保护。从我国目前发展实况分析,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工业

生产中废水量的容积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废水未经过科学处理直接被排放

到环境中,对现有仅存的淡水资源带来了较大污染,降低了人们饮用水的

质量,加剧水资源短缺。 

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含有较多的磷元素、重金属元素,这些元

素被排放到湖泊或地下河流中,为水中藻类植物提供了生长所需元素,导

致其大量繁殖,对水体水质、清透度等均带来较大破坏,同时藻类植物的增

多,水体中氧气被大量吸收,很多原有生物因缺氧死亡, 终水体变臭、变

质。水体自身虽然具备净化能力,但随着有害物质的增多,净化能力逐渐减

弱,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水体环境,而人工干预的治理方式较为保守,时间较

长,不利于我国水环境的健康发展。 

为此,需要对现存的生态环境工程技术进行创新,找到污染源头,开展

强效控制工作,避免水体污染问题的加剧,提高水质。如生物漂白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可剔除污染水体中的黑液和废液,控制污水处理成本,缓解水体

污染。 

2.2大气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在对现存大气污染治理中,生态环境工程研发和落实了高硫煤微生物

脱硫技术,加大清洁型能源转化和应用的概率,且利用宣传教育,加大人们

对大气污染的重视力度,了解污染源产生原因,做到科学管控。高硫煤微生

物脱硫技术针对的是大气污染中石油、天然气、煤等非可再生资源燃烧后

产生的有害气体,该技术可对排放到空气中的过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气

体实行分解和转化,从而减少因硫、碳元素超标导致的酸雨及光化学污染

问题,改善大气环境,减弱对人体造成的威胁。而清洁型能源的研发和使用,

一方面是要替换非可再生能源,减少有害物质产生和排放,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另一方面则是为解决我国现存的能源短缺问题,降低能源损耗,加大

经济效益。 

目前 常见到的清洁型能源以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水能等为主。

而宣传教育力度的加大,则是为深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了解环境污染

带来的问题和威胁,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保

护中来。减少农村因私自焚烧秸秆而带来的环境污染,加大秸秆等材料的

循环利用率。 

2.3生物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动植物污染和微生物污染是生物污染中 常见的形式。导致生物污染

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微生物、寄生虫等病原体带来的污染,其存在于水、大

气、土壤等多种环境下,对人体及生物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二是外

来物种进入到新环境下,新环境中没有外来物种的生存空间,必须占据原

有物种的资源空间,且新环境可为外来物种提供良好的繁衍环境,造成大

面积污染问题,这又被称之为生物入侵污染。 

生物污染具有不可预测性、较长的潜伏性、较大破坏性等特征,在治

理过程中,应针对不同污染形式开展针对治疗,以保证环境质量,降低对社

会发展及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微生物、寄生虫等病原体带来的

污染,我国已有较为完善的治理体系,严格按照要求逐一操作即可。针对外

来入侵污染,则需要相关部门加大检查检疫力度,对进出口货品进行严格

检测,控制污染源,以改善自然环境。 

综上,随着环境污染的加重,我国需要加大对生态环境工程的重视力

度,做好技术创新和普及工作,大力开展环境治理工作,从生物污染治理、

大气污染治理、水体污染治理几个方面,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与自

然环境的协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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