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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近来由于淡水资源的短缺和水体污染加剧，已日益引起人们
的忧虑。随着全球人口的剧增和工业的发展，很多城市废水和工
业污水不经处理任意排放。在农业生产中施用了大量的农药和化
肥，通过径流或渗漏也污染了水体。本教材在近年来水环境污染
及其防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介绍水资源、水体污染源、水
体污染物在环境中积累、转移、变化或降解的规律，水质模型，最
后还介绍了水体污染防治的一些基本原理。本教材不仅适用于高
等农林院校环保专业，对于其他院校，例如环境科学系、环境工
程、环境卫生、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等专业和广大的环保工作者，
也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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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ms读的是这本，起因是要写一篇演讲稿~所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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