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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监测》教材经过遴选，被评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目前是教育部高等学
校环境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十一五”期间，为了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国务院发布了加
强节能工作，促进节能减排的决定。
与之相适应，环境保护总局增加和修订了许多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由于教材《环境监测》是以原来的环境标准为依据，故教材的修订势在必行。
此次修订，原教材的章节没有变化，其内容紧扣目前最新颁布实施的国家标准进行修订，同时对本书
第1版存在的文字错误进行了更正。
本次修订的参与人员：梁红，第1、3、9章；吴风林，第2、5、7、8章；王红云，第6、10章。
另外，第4章由周国强进行了改编。
实验部分由张青修订。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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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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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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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可作为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环境工程、环境管理及环境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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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2）水质污染监测水质污染的监测对象包括未被污染和已受污染的天然水（江、河、湖、海
、地下水）、各种各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
主要监测项目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水质污染的综合指标，如温度、色度、浊度、pH值、电导
率、悬浮物、溶解氧（DO）、化学耗氧量（COD）和生化需氧量（BOD5）等。
另一类是一些有毒物质，如酚、氰、砷、铅、铬、镉、汞、镍和有机农药、苯并芘等，除上述监测项
目外，还应测定水体的流速和流量。
（3）土壤和固体废弃物监测土壤污染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引起，一是工业废弃物，主要是废水和
废渣浸出液污染；另一方面是化肥和农药污染。
土壤污染的主要监测项目是对土壤、作物中有害的重金属如铬、铅、镉、汞及残留的有机农药等进行
监测。
固体废弃物包括工业、农业废物和生活垃圾，主要监测项目是固体废弃物的危险特性监测和生活垃圾
特性监测。
（4）生物污染监测地球上的生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是从大气、水体、土壤、阳光中直接或间
接地吸取各自所需的营养.在它们吸取营养的同时，某些有害的污染物也会进人生物体内，有些毒物在
不同的生物体中还会被富集，从而使动植物生长和繁殖受到损害，甚至死亡。
环境污染物通过生物的富集和食物链的传递，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生物污染监测是对生物体内环境污染物的监测，监测项目有重金属元素、有机农药、有毒的无机和有
机化合物等。
（5）生态监测生态监测通过监测生物群落、生物种群的变化，观测与评价生态系统对自然变化及人
为变化所作出的反应，是对各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格局的度量。
生态监测是比生物监测更复杂、更综合的一种监测技术，是利用生命系统（无论哪一层次）为主进行
环境监测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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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监测(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高等学校类环境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推荐教材,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环境类专业新编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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