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监测技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环境监测技术>>

13位ISBN编号：9787122078834

10位ISBN编号：7122078833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化学工业

作者：张晓辉 编

页数：179

字数：28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监测技术>>

内容概要

本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水与废水、大气和室内空气、土壤污染、放射性及噪声污染监测等环境监测的
基本原理、技术方法和监测过程的质量保证，突出环境监测的特点，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上，强调实践
，注重专业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本书为高等职业学校环境保护与监测专业教材，亦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环境类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或
作为环境保护科技人员、管理干部、环保职工培训教材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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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环境标准的分类和分级　　中国环境标准依据其性质和功能分为六类：环境质量标准、污染
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环境方法标准、环境标准样品标准和环境保护其他标准。
它由政府部门制定，属于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效力。
　　环境标准分为两级：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国家标准是国家对环境中的各类污染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允许浓度所做的规定，适用于全国范围。
地方标准是地方政府参照国家标准而制定的，地方标准是国家标准的补充、完善和具体化。
　　1.环境质量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所做的规定
。
它是在保护人体健康、维持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对环境中污染物的允许含量所做的限制性规定。
它是国家环境政策目标的体现，是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依据，也是环境保护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环境
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
按照环境要素和污染要素分为大气、水质、土壤、噪声、放射性和生态环境质量标准等。
　　2.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为了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目标，结合技术经济条件和环境
特点，对排人环境的污染物或有害因素的控制所做的规定。
它是实现环境质量标准的主要保证，也是对污染进行强制性控制的主要手段。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按其性质和内容分为部门行业污染物、通用专业污染物、一般行业污染物、地方
污染物四种排放标准。
　　3.环境基础标准　　环境基础标准是指在环境保护标准化工作范围内，对有指导意义的符号、代
号、图示、量纲、指南、导则、规范等所做的国家统一规定，是指定其他环境标准的基础，处于指导
地位。
　　4.环境方法标准　　环境方法标准是指在环境保护工作范围内以抽样、分析、试验、统计、计算
、测定等方法为对象制定的标准。
污染环境的因素繁杂，污染物的时空变异性较大，对其测定的方法可能有许多种，但从监测结果的准
确性、可比性考虑，环境监测必须制定和执行国家或部门统一的环境方法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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