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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颗粒物与区域复合污染》

内容概要

《大气颗粒物与区域复合污染》(作者贺克斌、杨复沫、段凤魁、马永亮)围绕反映区域复合污染综合
信息的大气颗粒物，总结了在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典型地区，通过现场观测、实验室分析和模
型模拟获得的一系列关于其污染特征、形成机制和来源识别的研究结果;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论述了
大气颗粒物质量浓度、水溶性离子和含碳组分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体现的大气复合污染本质;探讨了大
气颗粒物与区域复合污染的控制。《大气颗粒物与区域复合污染》还介绍了大气颗粒物的基本性质、
采样、分析表征和源解析方法。
《大气颗粒物与区域复合污染》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流行病学等专业的教学参
考书，也可供科研院所及环境管理部门从事大气环境科学和大气污染控制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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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和“区域
复合大气污染与控制-”创新团队带头人。长期在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领域开展研究，主要研究方
向为大气颗粒物与复合污染识别、复杂源排放特征与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机动车污染与控制以及酸沉
降与硫氮排放控制等。发表学术期刊论文160多篇，被SCI收录75篇。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各1项，省部级奖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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