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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

内容概要

《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对各级政府环境保护行政和技术管理人员、各级环境监测站的技术人员、
环境监测仪器行业的技术人员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纵观国内出版的环境监测分析方面的图书，均
以手工分析方法为主，有的虽篇幅庞大，但对于连续监测系统的集中描述不够，也缺乏专门论述环境
连续监测技术的专著。为此，李虎博士召集了近30位在国际机构和各国环境自动连续监测领域具有丰
富经验的作者，在社会环境保护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历时近3年，多方收集资料，编著成此书。未来
我国经济仍将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话题日趋重视，环境连续监测之必要性也日益为各
级政府所熟识。目前，我国环境连续监测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的出版对
我国的环境连续监测事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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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污水处理和排放的自动连续监测：　　1．1 概述　　造成河流、湖泊、海洋等水质污染的
污染源大体上可分为生活污水、农业污水和工业污水三类。近年来，由于工业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
提高，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远远超出了自然净化功能所允许的环境容量，严重危及到了人类的健
康并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湖泊、海湾等封闭性水域，因富含高浓度的营养盐类，导致有毒的
蓝藻等微生物异常繁殖，并发生赤潮现象，破坏了食物链，在水域内部发生富营养化的水质污染。另
外，在对人类健康危害极大的重金属污染方面，其污染来源由原来的矿山和冶炼污水逐渐扩大到半导
体制造和化工生产等产生的工业污水。为了确保水环境以及水资源的清洁，必须对造成水质污染的污
染源采取必要的措施。　　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以及生活环境，世界各国都分别制定了与公用水域的
水质污染有着密切关系的环境标准。例如，日本为了维持环境质量，对向特定水域排放污水的污染源
（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等），依据《水质污染防止法》规定了相应的污水排放标准和水质总量控制标
准，并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具体来说，在生活污水方面，普及配备下水道和生活污水处理厂；在工厂
污水方面，普及配备污水处理设施等。污水排放连续监测技术，也随着污水处理设施性能的提高而得
到发展。污水排放连续监测技术不只是单纯对标准值进行监测，在污水处理设施的有效运行管理以及
在保护、改善水环境等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处理向公用水域排放的生活污水的代表性设施是下水
道和生活污水处理厂。下水道和生活污水处理厂最初的作用只是“改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当初
只是为了提高下水道的普及率，而被广泛使用。其结果就世界范围来看，大城市的普及率较高，而人
口蜜度较低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的普及率较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下水道和生活污水处理厂
不是单纯汇集处理污水的设施，而是与自然界的水环境和水循环相关的一个重要系统。如果从流域管
理的角度来看下水道，则今后我们的课题将是积极引进保持水质清洁的高技术处理手段，以及采取措
施防止内分泌干扰物质等微量化学有害物质流入下水道。另外，有效利用水质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剩余
污泥，并建立再利用体系，开发减少污泥产生的系统等。在未配备污水排放设施的地区，普及困难的
原因是人口密度低，投资效率低。在这样的地区，应该普及使用分散型的小型处理设施。　　本章就
公共下水道和生活污水处理厂、小规模分散型的典型农村污水排放设施和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概要
介绍，并介绍系统的维护管理，以及在污水排放监测方面必要且有效的水质监测仪器的种类、原理、
构造、使用的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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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的作者在全球范围从事环境监测事业的开发、设计、规划、标准制定
和管理工作，并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在阐述环境自动连续监测体系的同
时，也综合了全球国际机构和各国环境自动连续监测不断发展的经验。 《环境自动连续监测技术》主
题明确，把环境连续自动监测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就污染源和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的采样、通信、质
量管理、质量控制和保障体系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进行了全面集中的论述，而且特别注重比较和归纳
当今世界上主导的各种先进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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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正版，专业，详实。
2、比80元的那本所谓专家培训的那本好多了。
3、本书整体逻辑性差，估计是由于日本人写的各章内容，没做好编辑，而且内容上不是实用，总之
是买了之后不如原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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