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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

水质净化系统，包括沿水源地边坡不同海拔高度

依次设置的多个净化槽，水管分别与位于高位的

净化槽的底部及位于低位的净化槽的顶部相连；

净化槽的侧壁包括水泥砂浆砖砌层以及砂浆抹

面层；净化槽内从下到上依次布设有级配砂石过

滤层、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生物炭吸附过滤

净化层以及快速入渗+草籽土层。本实用新型的

系统能增强边坡的稳定性，有效降低边坡的水土

流失。同时，能够强化已有水源涵养林及土壤的

净化能力。净化槽表层和底层可加速入渗，同时

中部的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和生物炭吸附过

滤净化层对水质有良好的净化作用，能达到净化

水质的目的。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211688690 U

2020.10.16

CN
 2
11
68
86
90
 U



1.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水源地边坡不同海拔高

度依次设置的多个净化槽(1)以及用以连通不同水平梯度的相邻净化槽(1)的水管(2)，且

位于最低处的净化槽(1)连通有排水管(3)用以连通水库，所述净化槽(1)设在边坡沟内；

所述水管(2)分别与位于高位的净化槽(1)的底部及位于低位的净化槽(1)的顶部相

连；

所述净化槽(1)的侧壁包括水泥砂浆砖砌层以及砂浆抹面层；

所述净化槽(1)内从下到上依次布设有级配砂石过滤层(11)、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

(12)、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13)以及快速入渗+草籽土层(14)；

所述净化槽(1)内的土层表面低于坡面5～10c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级配砂石过

滤层(11)的厚度为10-40cm，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12)的厚度为10-40cm，生物炭吸附过

滤净化层(13)的厚度为10-40cm，快速入渗+草籽土层(14)的厚度为10-40c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相邻净化槽(1)

之间的海拔高度相差5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净化槽(1)

为长方体结构，净化槽(1)的槽口宽为50-100cm，槽深为50-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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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保护设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能够减少水土流失、净化水

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水源涵养林工程建设以传统水保工程为主，对污染物的降解都十分有限。常

规污水处理技术对可溶性有机物、氨氮、嗅味等去除效果较差。净化过程中系统易滋生藻类

堵塞滤池，藻类代谢物经投氯消毒后，可形成具有三致效应(致突变、致畸、致癌)的有毒污

染物。传统水源涵养林或湿地虽然也能够净化水质，但存在占地面积大、植被易受病虫害影

响等因素。植被、土壤、水质、水力等多因素的复杂性也加大了目前对净化机制和工艺动力

学等方面的认知和理解。构建时往往由于参数设计不当或不精准，出水达不到设计要求或

排放标准，有时，甚至会变为污染源。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缺陷和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

化系统，能够同时降低坡面土壤侵蚀和水质净化。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取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包括沿水源地边坡不同海拔高度依次设置

的多个净化槽以及用以连通不同水平梯度的相邻净化槽的水管，且位于最低处的净化槽连

通有排水管用以连通水库，所述净化槽设在边坡沟内；

[0006] 所述水管分别与位于高位的净化槽的底部及位于低位的净化槽的顶部相连；

[0007] 所述净化槽的侧壁包括水泥砂浆砖砌层以及砂浆抹面层；

[0008] 所述净化槽内从下到上依次布设有级配砂石过滤层、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生

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以及快速入渗+草籽土层；

[0009] 所述净化槽内的土层表面低于坡面5～10cm。

[0010] 本实用新型还包括如下技术特征：

[0011] 具体的，所述级配砂石过滤层的厚度为10-40cm，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的厚度为

10-40cm，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的厚度为10-40cm，快速入渗+草籽土层的厚度为10-40cm。

[0012] 具体的，相邻净化槽之间的海拔高度相差5m。

[0013] 具体的，所述净化槽为长方体结构，净化槽的槽口宽为50-100cm，槽深为50-

150cm。

[0014]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的技术效果是：

[0015] 本系统能增强边坡的稳定性，有效降低边坡的水土流失。同时，本系统能够强化已

有水源涵养林及土壤的净化能力。本系统在单个净化槽内具有多层过滤设计，表层和底层

可具体加速入渗的作用，同时中部的“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和“凋落物、微生物作用层”

对水质有良好的净化作用，与传统的水土保持工程技术相比，本技术可以达到净化水质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1688690 U

3



目的。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净化槽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净化槽结构示意图；

[0019] 图中各标号表示为:1-净化槽，2-水管，3-排水管，11-级配砂石过滤层，12-凋落物

和微生物作用层，13-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14-快速入渗+草籽土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的

是，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明和解释本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

[0021] 实施例1：

[002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A、在水源地边坡沿水平梯度开挖多个边坡沟，且边坡沟沿不同海拔高度布设，在

本实施例中，水平梯度海拔每升高5米开沟一条，共开沟3条；边坡沟的沟深50-150cm，沟面

宽50-100cm，并用砖砌沟形成净化槽，具体的，边坡沟采用M7.5水泥砂浆砖砌，M10砂浆抹

面；

[0024] B、在净化槽内插入水管(本实施例采用32PE管)，水管能够将位于坡面不同水平梯

度的净化槽相互连接起来，连接方式为水管分别与位于高位的净化槽的底部及位于低位的

净化槽的顶部相连，最底层净化槽的底部通过排水管直通水库；

[0025] C、待水泥砂浆砌砖凝固、养护好后向净化槽内分层从下到上依次添加级配砂石过

滤层、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以及快速入渗+草籽土层；

[0026] 回填完毕后净化槽内表层土壤低于边坡面约5-10cm，待降水地表径流汇入净化槽

内使净化槽内填充料自然下沉，最终在净化槽表明形成低于坡面15-25cm的地表径流临时

滞留区；强降水时，可实现对地表径流的滞存作用。

[0027] 级配砂石过滤层为不同级配的砂石组合，上部为小颗粒、中部为粗颗粒、底部为砾

石；能让净化槽内的水体快速渗入到底部；级配砂石过滤层的层厚度为10-40cm。

[0028] 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选取的凋落物为当地乔木或灌木凋落叶，在凋落叶上接种

微生物功能菌种；微生物功能菌种包括：为提高系统的反硝化能力的反硝化菌种、酶制剂和

营养物质以及为降低系统内污泥的降解的污泥消解菌剂(能形成芽孢(内生孢子)的杆菌或

球菌，酶制剂等)；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的厚度为10-40cm。

[0029] 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为生物炭基质或生物炭与粉砂的混合，该结构能够加速拦

截及吸附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强化土壤的净化能力。生物炭与粉砂的混合比例为1：1；层

厚度约为10-40cm。

[0030] 快速入渗+草籽土层的功能是降低坡面侵蚀，防止强降水时净化槽内填充物外溢。

同时，本结构具有加速地表径流快速入渗的功能。快速入渗+草籽土层中混有地毯草

(Axonopuscompressus)和狗牙根(Cynodondactylon)草籽，快速入渗+草籽土层有本土植

物，多年生、易种植，适合林下耐阴环境和易收割、不易腐败的特点；层厚度约为10-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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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工作原理为：在对当地土壤水分入渗规律充分研究的基

础上，净化槽表层做合理级配并添加适宜的草籽，借助表层合理级配加速地表径流入渗，通

过植被涵养水源并达到对部分污染物的吸附；填充层借助生物炭、凋落物及接入微生物功

能菌群对水质进行吸附、净化；多个净化槽通过管网、渠道进行连接实现对径流的疏导和多

次、多级净化。依据工程的不同造价及目标污染物成分，净化槽还可做成多种材质及多种填

充材料以降低成本和高效去除污染物，以增强其实用性。研制成型的地下净化槽能够同时

达到强化水源涵养林涵养水源和净化水质的双重需求。

[0032] 实施例2：

[0033]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水源地的水土保持水质净化系统，包括沿水

源地边坡不同海拔高度依次设置的多个净化槽1以及用以连通不同水平梯度的相邻净化槽

1的水管2，且位于最低处的净化槽1连通有排水管3用以连通水库，净化槽1设在边坡沟内；

水管2分别与位于高位的净化槽1的底部及位于低位的净化槽1的顶部相连；净化槽1的侧壁

包括水泥砂浆砖砌层以及砂浆抹面层；净化槽1内从下到上依次布设有级配砂石过滤层11、

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12、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13以及快速入渗+草籽土层14；净化槽1

内的土层表面低于坡面5～10cm。

[0034] 具体的，级配砂石过滤层11的厚度为10-40cm，级配砂石过滤层为不同级配的砂石

组合，上部为小颗粒、中部为粗颗粒、底部为砾石；能让净化槽内的水体快速渗入到底部；

[0035] 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12的厚度为10-40cm，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层选取的凋落

物为当地乔木或灌木凋落叶，在凋落叶上接种微生物功能菌种；微生物功能菌种包括：为提

高系统的反硝化能力的反硝化菌种、酶制剂和营养物质以及为降低系统内污泥的降解的污

泥消解菌剂(能形成芽孢(内生孢子)的杆菌或球菌，酶制剂等)；

[0036] 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13的厚度为10-40cm，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为生物炭基

质或生物炭与粉砂的混合，该结构能够加速拦截及吸附地表径流中的污染物，强化土壤的

净化能力。

[0037] 快速入渗+草籽土层14的厚度为10-40cm；快速入渗+草籽土层的功能是降低坡面

侵蚀，防止强降水时净化槽内填充物外溢。同时，本结构具有加速地表径流快速入渗的功

能。快速入渗+草籽土层中混有地毯草(Axonopuscompressus)和狗牙根(Cynodondactylon)

草籽，快速入渗+草籽土层有本土植物，多年生、易种植，适合林下耐阴环境和易收割、不易

腐败的特点。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更具体的，级配砂石过滤层11的厚度为10cm，凋落物和微生物作用

层12的厚度为20cm，生物炭吸附过滤净化层13的厚度为15cm，快速入渗+草籽土层14的厚度

为30cm。

[0039] 在本实施例中，相邻净化槽1之间的海拔高度相差5m。

[0040] 净化槽1为长方体结构，净化槽1的槽口宽为50-100cm，槽深为50-150cm。在本实施

例中，更具体的，净化槽1的槽口宽为50cm，槽深为80cm。

[0041]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并不限

于上述实施方式中的具体细节，在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实用新型的技

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这些简单变型均属于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42]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中所描述的各个具体技术特征，在不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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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任何合适的方式进行组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实用新型对各

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

[0043] 此外，本实用新型的各种不同的实施方式之间也可以进行任意组合，只要其不违

背本实用新型的思想，其同样应当视为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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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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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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