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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八章，包括环境化学、环境检测、环境微生物、水处理技术、水文地球化学、环境生态学、环
境土壤学、大气污染控制等，共六十个实验。
以环境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实验为主线，较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验的目的、基本原理，
详细介绍了各实验的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并附有一定数量的思考题，以供读者对实验深入思考和理
解。
     本书为普通高等院校本科环境科学、环境工程、水文学与水资源、生态学、土壤学等专业以及相关
专业的实验教材，也可供从事相关专业研究工作的人员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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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境化学实验   实验一 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日变化曲线   实验二 环境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  
实验三 环境空气中烷烃的光催化氧化   实验四 室内空气中多环芳烃的污染分析   实验五 水体富营养化
程度的评价   实验六 有机物的正辛醇?水分配系数   实验七 土壤对铜的吸附   实验八 土壤中砷的污染分
析   实验九 重金属在土壤?植物体系中的迁移转化   实验十 鱼体中氯苯类有机污染物的分析 第二章 环
境监测实验   实验一 废水悬浮固体的测定   实验二 水中氨氮的测定   实验三 水中氟化物的测定   实验四 
水中六价铬的测定   实验五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实验六 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测定   实验七 水中挥发酚类
的测定   实验八 溶解氧的测定   实验九 土壤中砷的测定   实验十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土壤中的重
金属（铜、镉）   实验十一 环境综合质量监测   实验十二 植物中有害元素（汞）的监测与评价 第三章 
环境微生物实验   实验一 光学显微镜的使用及细菌形态的观察   实验二 微生物细胞数的计数   实验三 
微生物的染色   实验四 培养基的制备   实验五 培养基的灭菌与无菌水的制备   实验六 细菌纯种的分离
、培养和接种   实验七 水中细菌总数的测定   实验八 水中大肠杆菌数的测定   实验九 空气微生物的采
集与培养   实验十 空气微生物的测定与计算   实验十一 土壤中微生物数量的测定 第四章 水处理技术实
验   实验一 颗粒自由沉淀实验   实验二 压力溶气气浮实验   实验三 混凝沉淀实验   实验四 酸性废水的过
滤中和  实验   实验五 消毒实验（折点加氯）   实验六 活性炭吸附实验   实验七 离子交换软化实验   实
验八 活性污泥性质的测定  实验   实验九 污染物生物可降解性快速测定 第五章 水文地球化学实验   实
验一 离子交换吸附实验   实验二 铬的迁移及其地球化学垒梯度的测定   实验三 岩石容水度、给水度、
持水度的测定 第六章 环境生态学实验   实验一 低温对植物叶片细胞膜透性的影响   实验二 大气中氯气
污染对植物叶片澄清液pH值的影响   实验三 紫外辐射对植物叶片叶绿素a、叶绿素b含量及比例的影响 
 实验四 生态因子的综合测定技术   实验五 水分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实验六 盐胁迫对植物的影响 第七章
环境土壤学实验   实验一 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实验二 土壤pH值的测定   实验三 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实验四 土壤可溶盐总量的测定   实验五 土壤中有机化合物苯并［a］芘的测定 第八章 大气污染控制实
验   实验一 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实验二 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实验三 臭氧检测   实验四 气态
酸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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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环境化学实验实验一 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日变化曲线大气中氮氧化物（NO2）主要包括一氧化氮
和二氧化氮，主要来自天然过程，如生物源、闪电均可产生NOR。
NOX的人为源绝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的燃烧过程，包括汽车及一切内燃机所排放的尾气，也有一部分
来自生产和使用硝酸的化工厂、钢铁厂、金属冶炼厂等排放的废气，其中以工业窑炉、氮肥生产和汽
车排放的NOX量最多。
城市大气中三分之二的NOX来自汽车尾气等的排放，交通干线空气中NOX的浓度与汽车流量密切相关
，而汽车流量往往随时间而变化，因此，交通干线空气中NOX的浓度也随时间而变化。
NOX对呼吸道和呼吸器官有刺激作用，是导致支气管哮喘等呼吸道疾病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
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共存时，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不仅比单独NOX严重得多，而且大于各
污染物的影响之和，即产生协同作用。
大气中的NOX能与有机物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
NOX能转化成硝酸和硝酸盐，通过降水对水和土壤环境等造成危害。
一、实验目的1.掌握氮氧化物测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绘制城市交通干线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日变化曲线。
二、实验原理在测定NOX时，先用三氧化铬将一氧化氮低价氮氧化物氧化成二氧化氮，二氧化氮被吸
收在溶液中形成亚硝酸，与对氨基苯磺酸发生重氮化反应，再与盐酸萘乙二胺偶合，生成玫瑰红色偶
氮染料，用比色法测定。
方法的检出限为0.01uG／mL（按与吸光度0.01相应的亚硝酸盐含量计）。
线性范围为0.03-1.6uG／mL。
当采样体积为6L时，NOX（以二氧化氮计）的最低检出浓度为0.01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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