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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以监测对象为主线，监测方法与技术贯穿其中。
内容主要包括：水污染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土壤、生物体和固体废物污染监测，物理性污染监测，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现代环境监测技术专题等，简单介绍了超痕量分析技术、自动监测与遥感技术、
环境应急监测与生态监测等新技术和新方法。
　　本书条理清晰，结构紧凑，紧密联系实际，可作为环境类专业本、专科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环
境保护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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