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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详细阐述了各种常规检验项目的概念、测定的环境意义、以国标方法
为主的方法原理和测定的基本步骤。
对于部分饮用水非常规检验项目，《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亦作了专章介绍，其中既有以国标方法
为主的常见指标，也有尚处于研究阶段、缺乏统一分析方法的新项目。
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自动化监测系统也是《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的必要组成部分。
书后所附的实验部分列出了部分代表性水质指标的具体分析步骤。
《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兼具理论性与可操作性，既可供高等院校的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给水排
水专业作为教学用书，也可成为环境保护和水工业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全面论述饮用水监测的基本概念，各种分析方法，饮用水水质及水源
水质监测方案的制定，水样采集、一保存和预处理的方法，饮用水的感观指标和一般化学指标、有机
物综合指标、毒理学指标、细菌学指标、放射性指标以及其他非常规指标的概念、环境意义、测定的
原理和方法，最后简要介绍了监测质量控制方法和最新的便携式以及自动化监测系统。
《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书后附加了18个最为常用的实验指导以及水质控制最常用的标准，方便了
读者的使用。
　　《饮用水水质监测与分析》适用于从事水环境保护工程设计、水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士以及
相关领域的管理者，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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