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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本书将分析化学的基础理论和主要技术领域与它们在分析、检测环境中主要污染物的应
用结合在一起，参考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等颁布的最新检验标准方法，并借鉴了国际上最新的分析标准
方法和测定技术，力求内容全面并反映国内外现代环境分析化学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
与其他已出版的同类教材相比，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除了本教材外，另有《环境分析化学实验教程》和《环境分析化学例题与习题集》配套，
内容新颖、丰富和全面。
　　（2）现有的分析化学教材内容主要只有传统的化学分析和几种常用的仪器分析，没有与环境相
结合；而已出版的环境分析化学教材尽管涉及了环境，但主要讲述现代仪器分析和样品处理技术，对
没有学过分析化学课程的学生并不适用。
本书既包括传统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又介绍了应用于环境检测的现代仪器和样品处理技术，并将分
析化学的方法、技术和理论与环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适合环境工程、市政工程和其他相关专业学生
的学习。
　　(3)将国内外最新的与环境分析化学有关的科研成果引入本书，特别是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现代
样品处理技术。
介绍、采用了国家环境保护部等最新颁布的有关环境污染物质的国家检测标准方法，并参考引用国际
上最新的分析标准方法和测定技术，尽量与国际接轨。
　　（4）连续自动环境监测是国际上通行的监测环境质量和污染源变化的有效手段，随着环境自动
分析监测系统在我国的广泛使用，学习和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就越来越重要。
本书专门安排了环境自动分析监测系统这一章，介绍了流动注射分析、水自动分析系统、大气自动监
测系统的基本构成、功能、监测仪器以及它们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5)由于对环境样品中未知物以及对待测物的形态分析的需要，色谱与其他仪器联用的使用越来
越多，为此本书设联用技术分析法一章，阐述了目前使用广泛的气相色谱?质谱、液相色谱?质谱、气
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和液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联用技术及其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本书由孙福生教授任主编，朱英存副教授和李毓副教授任副主编。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苏州科技学院孙福生（第一、十五章），天津城建学院于静洁（第二章），苏
州科技学院朱英存（第三、十一章及附录），苏州科技学院张俊强（第四章），华东交通大学刘春梅
（第五章）、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曹鹏（第六章、附录），天津城建学院李毓（第七章），成
都信息工程学院印红玲（第八章），河北工程大学宋吉娜（第九章），上海海洋大学印春生（第十章
），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杨晓庆（第十二章），东南大学邵云（第十三章），北京建工学院王
崇臣（第十四章）。
孙福生教授对全书进行了统稿、审核和定稿。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3月于苏州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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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分析化学》为环境学科专业的主干课程教材之一，将分析化学与基本的环境分析监测融为
一体，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
本书系统阐述化学分析和基本仪器分析的基本理论及在环境分析监测中的应用、环境样品的现代处理
技术和方法以及分析质量保证。
内容主要包括绪论、环境分析化学基础和质量保证、酸碱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沉
淀滴定分析和重量分析法、分子光谱分析法、原子光谱分析法、电化学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离子
体质谱法、其他仪器分析法、联用技术分析法、环境自动分析监测系统、环境样品现代处理技术和定
量分析方法以及附录等。
本书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和最新技术及方法的发展，以及它们在环境分析中的
主要应用。
　　另外与之配套出版的还有《环境分析化学实验教程》和《环境分析化学例题与习题集》。
　　《环境分析化学》可供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其他环境类专业以及给水排水等专业作为教材，也
可供从事环境分析化学及监测的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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