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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化学导论》

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水圈、陆圈、大气圈以及相关的生物圈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本书以此为纲，根
据基础化学的原理，并运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对人类环境中重要的化学污染物
质的来源、迁移、转化和归宿等主要化学过程，分析监测方法，环境污染的防治，环境
污染与人体健康等，分十九章作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每一章后面均附有相应习题，
供复习时参考。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院校环境化学及有关专业的教学参考用书。对在环境化学、环
境生态学、环境医学、环境保护等领域从事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和干部也有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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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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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中的钙
七 水合金属离子
八 水中的其他化学成分
第三节 水中的水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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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然水中的氧化还原反应
第一节 水中氧化还原反应的意义
第二节 电子活度及其表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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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微生物对有机硫化物的降解
第六节 微生物对铁的转化
一 细菌对铁的利用
二 酸性矿水
第七节 微生物对农药的降解
第八节 微生物的其他催化作用
一 微生物对硒的转化作用
二 微生物对金属腐蚀的催化作用
习题
第五章 天然水中的配位化学
第一节 配位化学的基本概念
一 配位化合物
二 配位化合物的稳定性
三 影响配位化合物稳定性的一些因素
第二节 天然水中的金属元素和配位体
一 天然水中的重金属元素
二 水中的配位体
第三节 配位化合物的生成
一 去质子化配位体的络合作用
二 质子化配位体的络合作用
三、NTA对铅的螯合作用
第四节 螯合剂对金属盐类的作用
一 螯合剂与金属氢氧化物的反应
二 螯合剂与碳酸盐的反应
三 钙离子对螯合剂的竞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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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氨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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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固体的表面吸附
一 固体表面的吸附性质
二 金属氧化物对金属的吸附
第三节 水－沉积物之间的反应
一 沉积物的形成
二 沉积物的阳离子交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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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沉积物对磷的交换作用
第四节 胶体微粒
一 胶体微粒的性质
二 粘土的胶体性质
第五节 胶体的聚集
一 胶体微粒的凝聚
二 聚电解质对胶体的絮凝作用
三 聚合物对细菌的絮凝作用
第六节 固体物质对痕量金属和有机物的吸附
一 沉积物和悬浮物中的痕量金属
二 悬浮物、沉积物和土壤对有机物的吸附
习题
第七章 水污染化学
第一节 水质与水污染物
一 水质及其标准
二 水污染
第二节 重金属污染物
一 汞
二 镉
三 铅
四 砷
第三节 水中的痕量元素污染物
第四节 水中其他无机污染物
一 氰化物污染
二 硫化氢污染
三 酸、碱及一般无机盐类的污染
第五节 水中的需氧污染物
第六节 水的富营养化与洗涤剂的污染
一 水体的富营养化
二 水中洗涤剂的污染
第七节 水中的放射性核素
第八节 水中的有机物污染
一 水中的农药
二 多氯联苯和多澳联苯
三 其他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
习题
第八章 水处理化学
第一节 饮用水的处理
一 自来水厂
二 固体物质的清除
三 水硬度的清除
四 铁和锰的净化
五 水的消毒
第二节 污水与废水处理
一 一级处理
二 二级处理
三 三级处理
四 废水的综合处理系统
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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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环境化学分析
第一节 环境化学分析的意义
第二节 容量法
第三节 分光光度法
一 基本原理
二 应用
第四节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一 基本原理
二 应用
第五节 原子发射光谱法
第六节 电化学分析法
一 电势分析法
二 伏安分析法
第七节 色谱法
一 气相色谱法
二 高效液相色谱法
第八节 中子活化分析和X射线荧光分析
一 中子活化分析（NAA）
二 X射线荧光分析
第九节 水样的常规检测
一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二 水样的一些常规测试项目
习题
第十章 土壤化学
第一节 土壤的形成
第二节 土壤的组成
一 土壤的结构
二 土壤中的无机成分
三 土壤中的有机成分
四 土壤中的水和空气
第三节 土壤的主要物理化学性质
第四节 土壤中的营养物质
一 常量营养物质
二 土壤中的氮
三 土壤中的磷和钾
四 土壤中的微量营养物质
第五节 土壤的污染
一 污染物质的来源和种类
二 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和转化
三 土壤污染的防治
习题
第十一章 大气的性质与组成
第一节 大气的结构和组成
一 大气的作用
二 大气的结构
三 大气的组成
四 大气的演变
五 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
第二节 大气中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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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化学反应
二 大气中的离子和自由基
三 大气氧的化学反应
四 大气氮的化学反应
五 大气中的羟基自由基和过氧羟基自由基
第三节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和颗粒物质
一 二氧化碳
二 大气中的水
三 大气中的颗粒物质
习题
第十二章 大气中的气态污染物
第一节 大气中的一氧化碳
一 来源
二 归宿
三 大气一氧化碳污染的危害性
四 一氧化碳排放的控制
第二节 大气中的二氧化硫
一 来源
二 化学反应
三 二氧化硫污染的危害性
四 二氧化硫的净化
第三节 大气中的氮氧化物
一 来源
二 大气中的NOx的化学反应
三 氮氧化物污染的危害性
四 氮氧化物污染的控制
第四节 酸雨
一 酸雨现象
二 酸雨的成因
三 酸雨的危害性
第五节 大气中的其他气态污染物
一 硫化氢、硫化羰和二硫化碳
二 氯、氟及其气态化合物
三 大气中的氨
习题
第十三章 大气中的颗粒物质
第一节 分类、来源与性质
一 大气颗粒物的类别
二 大气颗粒物的形成过程
三 颗粒物在大气中的运动
四 颗粒物的表面特性
五 大气颗粒的负荷及分布
第二节 无机颗粒物质
一 无机颗粒物质的组成
二 大气中的有毒金属
第三节 有机颗粒物
一 概述
二 多核芳香烃
第四节 大气颗粒物的危害及其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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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颗粒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
二 颗粒污染物的清除
习题
第十四章 光化学烟雾
第一节 光化学烟雾
一 光化学烟雾的发现
二 光化学烟雾的形成
第二节 大气中烃类化合物反应与NO－NO2光化反应动力学
一 大气中烃类化合物的反应
二 大气中NO与NO2光解反应及其动力学
第三节 光化学烟雾的形成机制
一 烟雾形成过程中的化学反应
二 光化学烟雾中的硫酸盐和硝酸盐
第四节 光化学烟雾的危害及其控制
一 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危害性
二 光化学烟雾污染的控制
习题
第十五章 大气中的有机污染物
第一节 自然源产生的有机化合物
第二节 大气中的碳氢化合物污染物
一 大气中烃类化合物的污染源
二 大气中的烷烃、烯烃和炔烃及其反应性
三 大气中的芳烃化合物
第三节 大气中的含氧有机化合物
一 大气中的醛和酮
二 大气中的其他含氧有机化合物
第四节 大气中的有机硫化物
第五节 大气中的有机氮化物
第六节 大气中的有机卤化物
习题
第十六章 大气污染的监测
第一节 大气污染监测的重要性
第二节 大气污染物的分类和监测标准
一 大气污染物的分类
二 大气质量标准和污染源排放标准
三 监测结果表示方法
第三节 大气样品的采集与标准气的配制
一 布点及采样的一般原则
二 样品收集装置
三 大气污染物监测中标准气的配制
第四节 重要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一 二氧化硫的分析
二 氮氧化物的分析
三 氧化剂的分析
四 一氧化碳的分析
五 总碳氢化合物分析
六 颗粒物的测定
七 恶臭物质的测定
第五节 直接光谱分析和污染源的“指纹”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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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气态大气污染物的直接光谱分析
二 污染源的“指纹”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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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环境生物化学和化学毒理学
第一节 生物化学基础与有毒物质对人体的损害作用
一 生物化学基础
二 有毒物质及其进入人体的途径与分布
三 有毒物质的代谢
四 酶功能的失调
第二节 某些重要有毒元素和化合物的生物化学效应
一 砷的生物化学效应
二 铅的生物化学效应
三 汞的生物化学效应
四 氰化物的生物化学效应
五 亚硝酸根离子的生物化学效应
六 农药的生物化学效应
第三节 某些有害气体的生物化学效应
一 一氧化碳的生物化学效应
二 二氧化硫的生物化学效应
三 臭氧和过氧硝酸乙酰酯的生物化学效应
四 氮氧化物的生物化学效应
第四节 有毒物质引起的人体病变及大气中有毒有害物质的人类接触标准
一 致诱变作用
二 致畸作用
三 致癌作用
四 大气中有毒有害物质的人类接触标准
习题
第十八章 有害废物的环境化学
第一节 有害废物污染环境的严重教训
第二节 有害废物的来源
一 有害废物的工业来源
二 有害废物的农业来源
三 城市固体废物
四 非城市来源的固体废物
第三节 有害废物的性质与分类
一 有害废物的性质
二 有害废物的化学分类
第四节 有害废物的处理与处置
一 有害废物组分的分类与回收
二 未分离废物的处理方法
三 有害固体废物处置前的固定
四 有害废物的填埋处置
第五节 有害废物在环境中的转化、迁移与归宿
一 水圈中有害废物的来源、转化与归宿
二 陆圈中有害废物的来源、迁移与归宿
三 大气中某些有害废物的去除机制与可能归宿
四 生物圈中的有害有机化合物的生物降解
习题
第十九章 自然资源、能源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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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资源
一 金属矿物资源
二 非金属矿物资源
三 木材――一种主要的可再生资源
第二节 能源与环境
一 能源问题
二 世界能源
三 能源保护
四 能的转换过程
第三节 石油、煤和核能
一 石油和天然气
二 煤
三 煤的转化
四 核能
第四节 其他能源及展望
一 太阳能
二 地热能
三 未来的能源的展望
习题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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