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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技术》

内容概要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环境监测技术(第2版)》是教育部“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和教
材建设规划”的系列教材之一，在2003年第一版的基础上经修改整理而成。《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
教材·环境监测技术(第2版)》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水体、空气、噪声、土壤、固体废物、生物污染、放
射性监测和应急监测等环境监测的基本原理、技术方法和监测过程的质量保证，突出环境监测的特点
，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强调实践，注重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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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学习指南本章介绍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和各类环境标准。学习本章内容时要了解环境监测
的内容、目的、原则和要求，了解主要分析测试技术，了解主要的水质标准、空气标准和噪声标准等
环境标准。第一节 环境监测的目的和分类一、环境监测的概念环境监测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环境监测是环境工程设计、环境科学研究、企业管理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手段。“监测”一
词可以理解为“监视”、“监控”、“测定”等。因此，环境监测就是通过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
表值的测定，确定环境质量（或污染程度）及其变化趋势。随着工农业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出
现，人们对环境质量的理解和要求不断提高，环境监测的概念不断深化，其内涵不断扩大，由工业污
染源的监测逐步发展到对大环境的监测，即监测对象不仅是影响环境质量的污染因子，还延伸到对生
物、生态变化的监测。二、环境监测的目的环境监测的目的是及时、准确、可靠、全面地反映环境质
量和污染源现状及发展趋势，为环境管理、环境规划、污染源控制、环境评价等提供科学依据。具体
可归纳为：①根据环境质量标准，评价环境质量；②根据污染物或其他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分布，追
踪污染路线，寻找污染源，建立污染物空间分布模型，为实现监督管理、控制污染提供科学依据；③
根据长期的环境监测资料，为研究环境容量，实施总量控制、目标管理，预测预报环境质量提供依据
；④为保护人类健康，保护环境，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制定环境法规、标准、规划等服务；⑤为环境
科学的研究提供依据。三、环境监测的分类（一）按环境监测的目的分类1．监视性监测监视性监测
也称例行监测或常规监测，是监测工作的主体，是监测站第一位的工作。一般指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
定，对环境中已知污染因素和污染物质定期进行监测，以确定环境质量及污染源状况，评价控制措施
的效果，判断环境标准实施的情况和改善环境取得的进展，建立各种监测网络，积累监测数据，据此
确定一定区域内环境污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这类监测包括如下2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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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环境监测技术(第2版)》为中等职业学校环境保护与监测专业教材，亦
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环境类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或作为环境保护科技人员、管理干部、环保职工培训
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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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买这书是考试用的，内容刚好对上了，物流很快啊，在许诺的时间内送到，本来还很担心的说，
希望今后能一如既往。还会光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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