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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控制工程》

前言

　　空气是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一刻也不能脱离空气。空气一直处于不同尺度的运
动之中，污染物在空气中的扩散几乎不受限制。被污染的空气，不但直接影响生态，危害人体健康，
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由此可见空气环境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随着社会发展，能源、资源
消耗增大，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同时，人们的环境意识增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虽然人
们在环境整治方面已做了巨大努力，但目前的环境空气质量仍不能尽如人意。因此防治污染、改善空
气环境是当今的迫切任务。　　“空气污染控制工程”是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的主干专业课之一。
本书是在总结20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的教材，主要对象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也可供环境科
学、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等专业的学生选用，同时也适合工程技术人员参考。教材必须具有系统性和
适当的覆盖面，符合教学要求，为此编著者在内容选取和安排上做了仔细斟酌，以保证教学效果。专
业课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对此本书特别注重：在阐明基本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主要污染控制技术、控
制设备的原理、结构及其工程应用，并且强调控制系统的整体性和实用性。　　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
迅速，空气污染控制技术也日新月异。本书力求既要把基本内容讲透，也对近年研发的新技术进行必
要的评价，并适当介绍学科当前主要发展前沿和热点。实践证明仅靠工程技术不能完全解决治理污染
、改善环境的问题。若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给未来的环境工作者以完整、系统的概念，所以本书适当
增加了大气环境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内容。室内空气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最为直接，是空气污染控制
工程的一部分，近年来受到普遍关注，本书也引入了这方面的新内容。　　本书第1章概述空气环境
及近期污染的发生、影响与综合防治措施；第2章介绍污染气象学和大气扩散方面的内容；第3章阐述
污染物动力学原理，侧重于颗粒物动力学，对气态污染物动力学等在基础课中已有的内容均不重复；
第5章主要介绍城市空气质量管理，包括体系、法规、大气环境规划和城市空气环境质量报告和预报
；第4章、第6章、第7章、第8章依次阐述污染物的产生、散发及控制原理和技术；第9章是污染控制设
施的系统化和工程应用；第10章介绍室内空气环境品质和污染防治。　　本书第2章、第3章、第6章、
第9章由季学李编写，第5章、第7章、第8章、第10章由羌宁编写，第1章、第4章由季学李、羌宁合写
。本书编写过程中刘道清、郭小品、沈秋月、王晨昊、裴冰和樊奇等参与了大量的工作，在此表示感
谢。　　本教材为同济大学“十五”规划教材，得到了同济教材、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资助，在
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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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空气污染的产生、扩散及管理控制方面的思想、理论和技术，重点论述空气污染控
制的技术原理、装置及设计计算，并更强调管理在空气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同时引入了室内空气污
染控制方面的基础内容。书中还简要介绍了当今空气污染控制工程方面的新技术和发展趋势，注意引
导学生开拓思路。全书力求做到系统全面、层次分明。每章节均给出了“本章提要”，有利于读者学
习领会。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教材，也可供环境保护的管理人员、有关的工程技术
人员和相关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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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呵呵这本书比较权威
2、拿到货好多天了，挺快的，一直忘评了，正在用
3、空气污染控制工程的教程比较多，高教的最好。
4、好好学习 就是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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