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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抗风浪实验围隔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抗风浪实验围隔，包括支撑

平台、2个以上围隔主体以及石笼，支撑平台由立

杆和网状支架构成，网状支架由横杆和纵杆纵横

交错编织构成，立杆与网状支架榫卯连接，立杆

的下端位于水底的泥土中，围隔主体通过扣带与

网状支架连接、其开口位于水面上方并且与网状

支架的网孔相对，相邻两个围隔主体通过连接线

系紧连接，连接线的端部系紧于立杆上；围隔主

体的底部设有卷边，卷边中包裹有带扣环的钢丝

绳或钢筋，扣环上设有线绳，扣环与石笼通过线

绳连接，石笼以及卷边均埋于水底的泥层中，扣

环中设有地锚桩；围隔主体通过硬质支撑平台支

撑，多个围隔主体形成围隔群，整体结构强度高，

保证风浪状态下围隔主体外的水体不会进入围

隔主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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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风浪实验围隔，至少包括围隔主体以及与围隔主体底部连接的石笼，石笼和

围隔主体的底边均埋入水底的泥土中，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由立杆和网状支架构成的支撑

平台，网状支架由横杆和纵杆纵横交错编织构成，立杆与网状支架榫卯连接，立杆的下端位

于水底的泥土中，所述围隔主体设有2个以上，各围隔主体的顶部均设有2根以上扣带，围隔

主体通过扣带与网状支架连接，各围隔主体的开口分别与网状支架的各网孔相对并且围隔

主体的开口位于水面上方，围隔主体的中部沿水平方向安装有线管，线管中穿设有连接线，

相邻两个围隔主体通过连接线系紧连接，连接线的端部系紧于立杆上；围隔主体的底边向

外卷起构成卷边，卷边与围隔主体缝合连接，卷边中包裹有钢丝绳或钢筋，钢丝绳或钢筋上

套设有扣环，扣环上设有线绳，扣环与石笼通过线绳连接，围隔主体与卷边的缝合处以及石

笼均埋于水底的泥层中；扣环中设有地锚桩，地锚桩的下部位于水底的泥层中、上部位于扣

环中并且上部的最大直径大于扣环的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网状支架与水面的间距为1.0m

～1.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所述围隔主体的横截面呈方形

或圆形，围隔主体的横截面积为6m2～10m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所述扣环包括2个大扣环和8个

小扣环，大扣环和小扣环均均匀分布于围隔主体的底部，线绳位于大扣环上，地锚桩的上部

位于小扣环中。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围隔主体的间距为

50cm～8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地锚桩插入水底泥层的插入深

度不小于0.5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杆、横杆和纵杆均为硬

质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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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风浪实验围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抗风浪实验围隔，属于生态环境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河流、湖泊、水库、溪流和湿地提供了大部分饮用、农业、卫生和工业用水，然而人

类活动越来越频繁和深刻地影响着水生态系统，我国水域环境富营养化呈现加速恶化的趋

势，河流、湖泊生态系统严重退化。

[0003] 水体富营养化引起藻类的快速生长繁殖形成“水华”，已经造成灾害性后果，控制

藻类的过度生长繁殖是水环境治理及水源地保护方面的重要内容。现有控藻技术包括化学

法、物理法、生物操纵法、沿岸带湿地重建、围隔内的生态修复等等，研究形式主要包括实验

室模拟水体环境以及现场围隔实验，前者可依托专业设备进行研究，但是室内实验通常只

能进行单种群或几个种群的研究，而且获得的信息大不一样，围隔实验的优点在于比自然

生态系统简单，它是生态系统水平的实验，围隔实验可以提供生态系统尺度的信息，而室内

实验一般获得种群尺度的信息；围隔实验一般在现场进行，较之室内模拟，环境条件与自然

状况更为相似，所得结果能较好地反映自然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

[0004] 已见报道的现场围隔实验有多种设计，但在设计成本、实验针对性、装置的牢固性

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另外，大多生态围隔装置的体积庞大、费用较高、组装繁琐，给野

外现场围隔实验的实施及普及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目前围隔的形式主要有硬性围隔和柔性

围隔两种，在生态实验的应用中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硬性围隔一般为固定式，超高较小容

易引起围隔内外湖水的交换，超高较大则会影响光照和大气复氧；柔性围隔会随水位上下

浮动影响水量，遇强风浪时易损坏，同时影响取样随机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并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强度高的抗风浪

实验围隔，围隔内部不易发生混水并且各围隔之间可形成对照实验。

[0006] 实现本发明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抗风浪实验围隔，至少包括围隔主体

以及与围隔主体底部连接的石笼，石笼和围隔主体的底边均埋入水底的泥土中，还包括由

立杆和网状支架构成的支撑平台，网状支架由横杆和纵杆纵横交错编织构成，立杆与网状

支架榫卯连接，立杆的下端位于水底的泥土中，所述围隔主体设有2个以上，各围隔主体的

顶部均设有2根以上扣带，围隔主体通过扣带与网状支架连接，各围隔主体的开口分别与网

状支架的各网孔相对并且围隔主体的开口位于水面上方，围隔主体的中部沿水平方向安装

有线管，线管中穿设有连接线，相邻两个围隔主体通过连接线系紧连接，连接线的端部系紧

于立杆上；围隔主体的底边向外卷起构成卷边，卷边与围隔主体缝合连接，卷边中包裹有钢

丝绳或钢筋，钢丝绳或钢筋上套设有扣环，扣环上设有线绳，扣环与石笼通过线绳连接，围

隔主体与卷边的缝合处以及石笼均埋于水底的泥层中；扣环中设有地锚桩，地锚桩的下部

位于水底的泥层中、上部位于扣环中并且上部的最大直径大于扣环的直径。

说　明　书 1/3 页

3

CN 105803996 B

3



[0007] 网状支架与水面的间距为1.0m～1.5m。

[0008] 所述围隔主体的横截面呈方形或圆形，围隔主体的横截面积为6m2～10m2。

[0009] 所述扣环包括2个大扣环和8个小扣环，大扣环和小扣环均均匀分布于围隔主体的

底部，线绳位于大扣环上，地锚桩的上部位于小扣环中。

[0010] 相邻两个围隔主体的间距为50cm～80cm。

[0011] 地锚桩插入水底泥层的插入深度不小于0.5m，以达到水底硬底层为宜。

[0012] 所述立杆、横杆和纵杆均为硬质杆。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抗风浪实验围隔的优点如下：

[0014] 1、通过硬质支撑平台支撑各围隔主体，围隔主体顶部通过扣带与硬质支撑平台连

接、底部通过石笼埋入水底的泥层中，围隔主体隔离围隔主体内的水体与围隔主体外的水

体形成封闭的实验区，由于围隔主体中的水来自于围隔主体所在水域，因此围隔主体内部

保留了该水域的原生态环境，所得结果能较好地反映自然生态系统的真实状况；

[0015] 2、各围隔主体均通过硬质支撑平台支撑，支撑平台的网状支架位于水面上方1.0m

～1.5m，为围隔主体的安装提供足够的空间，围隔主体通过连接线连接为一体，多个围隔主

体形成围隔群，围隔群具有良好的消浪效果，并且相互连接使得单个围隔主体整体结构强

度提高，不易受风浪损坏，围隔主体的开口位于水面上方，围隔群区域内的围隔主体外的水

体受外部风浪拨动的影响小，可保证风浪状态下围隔主体外的水体不会进入围隔主体内，

并且围隔主体内的水体的水量不会因风浪而变动；

[0016] 3、支撑平台由立杆和网状支架构成，网状支架由横杆和纵杆纵横交错编织构成、

呈网状结构，立杆与网状支架榫卯连接，横杆与纵杆之间以及立杆与网状支架之前的连接

均未使用任何连接线，避免连接线老化断裂造成支架松散，网状支架为编织成型的网状结

构，因此横杆和纵杆的位置可调，即网状支架的网孔尺寸可调，适用于固定不同型号的围隔

主体，立杆、横杆和纵杆均为硬质杆，保证支撑平台的结构强度；

[0017] 4、围隔主体的横截面积为6m2～10m2，围隔主体内的水体在较短的周期内即可出现

实验结果，相邻两个围隔主体的间距为50cm～80cm，保证各围隔主体均可获得充足的光照

和氧气供给，各围隔主体之间形成对照实验，一次实验可获得多组实验数据；

[0018] 5、围隔主体的底部通过石笼和地锚桩固定，地锚桩插入水底泥层至少0.5m，以达

到水底硬底层为宜，石笼和地锚桩均通过扣环与围隔主体连接，扣环套于钢丝绳或钢筋上，

围隔主体的底边向外卷起进而包裹钢丝绳或钢筋，卷起的底边缝合后埋入水底的泥层中，

扣环的安装不会破坏围隔主体，围隔主体与石笼和地锚桩之间通过钢丝绳或钢筋以及扣环

进行力的传递，钢丝绳或钢筋均匀受力、实现拉力分流，通过上述连接结构可保证围隔主体

与石笼和地锚桩牢固连接并且围隔主体的自身强度得到保障。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抗风浪实验围隔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单个围隔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其中，1-支撑平台，2-围隔主体，3-扣带，4-石笼，5-地锚桩，6-线管，7-连接线，8-

围隔主体内的水体，9-围隔主体外的水体，10-泥层，11-大扣环，12-小扣环，13-卷边，14-钢

丝绳，15-立杆，16-网状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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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内容不局限于以下

实施例。

[0023] 本发明提供的抗风浪实验围隔，其结构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支撑平台1、2个以上

围隔主体2以及与围隔主体底部连接的石笼4，所述支撑平台1由立杆15和网状支架16构成，

网状支架16由横杆和纵杆纵横交错编织构成，立杆、横杆和纵杆均为硬质杆，立杆15与网状

支架16榫卯连接，立杆的下端位于水底的泥土中，网状支架与水面的间距为1.0m～1.5m，所

述围隔主体2为方形围隔，围隔主体的横截面积为6m2～10m2，各围隔主体2的顶部均设有2根

以上扣带3，围隔主体通过扣带与网状支架连接，各围隔主体的开口分别与网状支架的各网

孔相对并且围隔主体的开口位于水面上方，相邻两个围隔主体的间距为50cm～80cm，围隔

主体的中部沿水平方向安装有线管6，线管中穿设有连接线7，相邻两个围隔主体通过连接

线系紧连接，连接线的端部系紧于立杆上；围隔主体的底边向外卷起构成卷边13，卷边与围

隔主体缝合连接，石笼以及围隔主体与卷边的缝合处均埋于水底的泥层中，彻底隔离围隔

主体内的水体8与围隔主体外的水体9，卷边中包裹有钢丝绳14，钢丝绳14上套设有2个大扣

环11和8个小扣环12，2个大扣环位于围隔主体底部的其中一对角上，8个小扣环分别位于围

隔主体底部的四边的中点以及四角上，大扣环上设有线绳，大扣环11与石笼通过线绳连接，

8个小扣环12中均设有地锚桩5，地锚桩的上部位于小扣环中并且上部的最大直径大于扣环

的直径、下部位于水底的泥层中，地锚桩插入水底泥层的插入深度不小于0.5m，以达到水底

硬底层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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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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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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