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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化学》

前言

随着我国水利事业与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水利高等教育也得到很
大的发展与提高。与1999年相比，水利学科专业的办学点增加了将近一倍，每年的招生人数增加了将
近两倍。通过专业目录调整与面向新世纪的教育教学改革，在水利学科专业的适应面有很大拓宽的同
时，水利学科专业的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与组织下，从2003年
到2005年，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了本学科专业发展战略研究与制定专业规范的工作。在水利部
人教司的支持下，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也组织课题组于2005年底完成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制定了
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以及农业水利工程四个专业规范。这些专
业规范较好地总结与体现了近些年来水利学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果，并能较好地适用不同地区、
不同类型高校举办水利学科专业的共性需求与个性特色。为了便于各水利学科专业点参照专业规范组
织教学，经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与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共同策划，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高等学校
水利学科专业规范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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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化学》

内容概要

《水环境化学》为水利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全书分为8章，涵盖了地球上的水资源、天然
水的组成与性质、天然水的污染及其主要污染物、天然水中的化学平衡、水环境中的界面过程、水环
境中的微生物化学过程、水环境中的光化学过程以及水环境化学的主要研究方法等基本内容，比较全
面地介绍了水环境化学的主要理论知识，并突出了其与地学、生物学相结合的多学科交叉特色。
《水环境化学》可作为高等院校水环境领域相关专业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从事水环境保护与治理
研究的专业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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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化学》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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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化学》

章节摘录

插图：在湖泊中，除了表层光合细菌起着初级生产者的作用外，湖泊水体中的细菌主要扮演分解者的
角色。好氧细菌通过好氧呼吸作用将溶解状态的有机物转化为简单的无机物，例如将有机态碳转化为
无机态一二氧化碳，将有机态氮转化为无机态氨氮或硝酸盐氮，将有机态金属转化为无机态离子等，
使其重新进入自然界的光合循环。深水层和底泥中的厌氧细菌能够将沉积下来的不溶性的或者颗粒态
的有机物转化为溶解态的有机物，这些溶解态的有机物能够经过扩散进入有氧水层参与好氧细菌的代
谢。在比较深的湖泊，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好氧反应与厌氧反应的分界层，又称为活性区，是生物
氧化与还原交替反应最活跃的区域。活性区随着季节的转换而不断上下迁移。当生活污水或各种面源
污染物进入湖泊后，由于有机物和营养盐的浓度大大增加，水中腐生性细菌和原生动物大量繁殖，如
变形杆菌属、大肠杆菌和原生动物中的纤毛类、鞭毛类和根足虫类。营养盐的增加同时使湖水中的蓝
细菌和藻类大量繁殖，有的蓝细菌还能固定分子态的氮进一步提高水体中氮素的含量，从而使水体中
有机物的数量急剧上升，腐生型细菌也随之大量增加。因此湖泊中异养细菌的数量随着湖泊营养水平
的增加或受有机物和无机物营养盐污染程度的上升而增加（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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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水环境化学》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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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环境化学》

精彩短评

1、买过来才发现王晓蓉是挂名的 还以为她主编的。。。不过书质量还行  只能说看的像正版 我看不出
正版盗版什么区别来
2、没有例题，习题不是很不适当，就是很乱。对于主编们和参编们，简直无话可说，因为从书可以
想象他们对教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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