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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为适应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满足社会对具有从事环境保护与监测工作综合职业能
力，并在生产、服务、技术和管理第一线工作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的需求，许多高职高专院校都
开设了环境类专业。
环境工程技术是环境类专业的主干专业课程，对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起着重要作用。
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环境工程技术》教材。
　　本教材依据职业教育的特点及本课程的性质，力求体现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及前瞻性。
对目前环保领域广泛采用的成熟技术及工艺进行了重点介绍，同时注意介绍和反映当前国内外最新技
术和科技成果，力求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
着重突出了能力的培养，注重生产实际，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本教材力求体现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
根据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在每一章开头设置了“学习指南”，以引导学生做到有的放矢地学习；章
后添加了“本章小结”，以帮助学生消化理解和融会贯通所学知识；并通过编入形式多样、内容紧扣
教学的习题与思考题，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检验学习效果。
　　本教材力求体现能力为本的思想。
将实验教学内容以技能训练形式及现场教学形式紧跟于相应的理论教学内容之后，以强调实践能力的
培养。
此外，在每章的最后增设了“知识超链接”栏目，用于介绍本课程或相关章节内容有关的新知识、新
技术、新工艺及其他相关知识，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扩大其视野，激发其学习兴趣，增加教材的
可读性。
　　全书由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薛叙明任主编，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靳慧霞、常州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李东升任副主编，辽宁省本溪化工学院王玉强参与了编写工作。
具体分工为：薛叙明编写了第1～7章和附录，李东升编写了第8～11章，靳慧霞编写了第12～15章，王
玉强编写了第16～18章。
全书由薛叙明统稿。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化学工业出版社及有关单位领导和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同时
还参考借鉴了大量国内高校、高职高专及其他类型学校的相关教材、相关网页和文献资料，主要参考
文献名录列于书后。
在此谨向上述各位领导、专家及参考文献的原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又很仓促，尽管力图完美，但不足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1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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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工程技术》从环境工程技术领域中最新发展及工程应用角度出发，对环境污染控制领域中
的主要污染控制技术、主要处理设备与装置的结构及应用等方面都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全书分四篇共18章。
第一篇为水污染控制技术，内容包括水体污染基本知识、污水的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物理化学
处理法、生物化学处理法和污泥的处理与处置；第二篇为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内容包括大气污染控制
基本知识、燃烧过程中各种污染物的形成、气态污染物的治理和粉尘的治理；第三篇为固体废物污染
控制技术，内容包括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基本知识、固体废物处理方法、资源化利用和最终处置；第四
篇为其他公害防治技术，内容包括噪声、振动、电磁辐射与放射性污染及其防治技术。
　　《环境工程技术》为高职高专院校环境类专业学生用教材，也可作为中等职业学校环境类专业学
生和从事环保工作的工人培训教材，此外，还可供其他关心环保工程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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