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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监测》是应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大专指导组要求编写的“环境
工程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按照高职高专实用型技术人才的培养要求，教材编写中突出了环境监测的实践性和操作性的特点，力
求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提高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效果。
为了便于读者在学习中查阅对照，将全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两者可相辅相成配套使用
。
　　教材紧密结合我国环境监测的现状，反映了当前国内外的发展水平。
所涉及的标准均为最新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环境专业学生，也可用作环境监测和相关领域技术人
员的参考书。
　　教材的理论教学部分共分10章，分别介绍绪论、水质、大气、固体废物、土壤、噪声、生物、放
射性、居室污染监测以及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等内容；实验教学部分包括水质、大气、土壤等章节
的典型教学实验22个。
　　本教材的建议教学学时为100学时，其中理论教学60学时，实验教学40学时。
　　本书由梁红任主编，吴风林任副主编。
章节编写分配如下：第1、3、9章由梁红执笔，第2、5、7、8章由吴风林执笔，第6、10章由王红云执
笔，第4章、实验部分由高辉执笔。
梁红负责全书统稿。
本书部分内容由王宜民教授、曾祥镇教授审稿，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编写时间仓促，书中内容难免存在疏漏和错误，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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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以现行的国家环境监测标准为依据，详细介绍了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土壤、生
物、居室环境中含有的主要污染物的监测原理、监测方法和监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环境监测》注重介绍环境监测中使用的新方法、新技术，力求反映当前环境监测学科的发展水平。
　　《环境监测》可作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工程、环境管理、环境监测以及相关
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环境保护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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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环境标准物质标准　　环境标准物质是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用来标定仪器、验证测量方法
、进行量值传递或质量控制的材料或物质。
对这类材料或物质必须达到要求所做的规定称为环境标准物质标准。
　　环境基础标准、环境方法标准和环境标准物质标准，则应尽量采用国际通用或统一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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