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与区域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与区域大气传输》

13位ISBN编号：978703043440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被动采样与区域础�

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大气被动采样和其他环境介质的观测数据，讨论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在我国天津-
山东长岛地区、成都-卧龙山区等地的浓度水平、组成特征、空间分布和季节变化，进而研究其区域性
大气传输、山地冷捕集效应、土-气分配、森林过滤效应等环境过程，也分析了POPs的主要来源，源
区和受体地区关系，区分其历史残留和近期输入。书中还详细介绍了POPs相对组成探针技术方法，其
具体应用从几百至几千公里尺度、应用实例包括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全球范围的大气观测与研究
。书中也介绍了大气被动采样的原理、技术方法与装置；综述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大气传输研究的现
状与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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