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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10章，内容主要包括水污染监测、大气污染监测、噪声污染监测、土壤与固体废物污
染监测、生物与生态监测、环境放射性污染监测、自动监测与遥测遥感技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以及
环境监测实验等，突出了环境监测的核心内容和体系，既注重使学生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原理，又体
现了环境监测工作方法的综合性。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生态、环境化学等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
供从事环境监测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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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4水质物理性质监测 2.4.1水温 水的物理化学性质与水温密切相关，如密度、黏度
、pH值、溶解氧、水生生物活动以及水体自净的生物化学反应等。
因此，水温是水质监测中的现场必测项目。
 表层水水温测定，一般将普通温度计（灵敏度0.1～0.2℃）在水面下0.5m处测3min，读取水温值；深
层水水温测定，需用数显温度计，并将温度传感器加长导线或用颠倒温度计深入到水下测定。
 2.4.2色度、浊度、透明度 色度、浊度、透明度都是水质的感官指标，体现了被污染的水质与纯净水物
理指标的差异。
由于天然水中常含有生物色素、有色的金属离子以及废（污）水中常含有有机或无机染料及生物色素
等，使水体着色，影响水生生物的生长和感观。
 2.4.2.1 色度 水体颜色分为真色和表色。
真色是指去除水中悬浮物的水体颜色；表色是未去除悬浮物的水体颜色。
对于不同的水样分别采用铂钴比色法、稀释倍数法、分光光度法来测量。
 （1）铂钴标准比色法设定每升水中含1mg铂和0.5mg钴所具有的颜色为1个色度，称为1度。
分别配制不同色度的标准色列，用水样与色列相比较来确定水样的色度，此法适用于清洁的天然水、
饮用水等。
 （2）稀释倍数法 对于色度重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只能用文字描述其颜色，如深蓝、暗紫等，再
逐级稀释至无色，并以其稀释倍数的大小来表示色度的深浅。
 （3）分光光度法 对于清洁水样也可以采用国际（CIE）制定的分光光度法，以色（λmax）、明、纯
三个参数更加精确细致地表示水体色度。
 2.4.2.2 浊度 浊度是水中含有的泥沙、胶体物等悬浮物对光的吸收、散射及阻碍作用所造成水体浑浊不
清的程度。
监测方法有目视比浊法、分光光度法及浊度法三种（GB 13200—19）。
 （1）目视比浊法 以150目（0.1mm粒径）的硅藻土（白陶土）配制浊度标准液，每升水含1m9硅藻土
（白陶土）时其浊度为1度，水样与之目视比较，确定水样浊度，以反映悬浮物对光线的阻碍程度，
单位为JTU（杰克逊浊度）。
 （2）分光光度法 当每升水含0.1 25mg硫酸肼与1.25mg六次甲基四胺聚合成白色高分子悬浮物所产生的
浊度为1度，体现悬浮物对光线的散色和吸收程度，单位为NTU（散色浊度）。
 （3）浊度计法通过测量水中悬浮物对890nm红外线吸光度的大小来反映水的浊度。
测定浊度时，必须将水样震荡摇匀后取样，对于高浊度的水样应稀释后再测定。
 2.4.2.3 透明度 透明度是水的澄清透明的程度。
透明度综合反映了以悬浮物为主的浊度和以有色物质为主的色度对光线的阻碍和吸收作用。
一般而言，浊度和色度高时，透明度低。
测定透明度有铅字法和塞氏盘法。
 （1）铅字法 将水样注满于33cm高、2.5cm内径的具有刻度的无色玻璃筒，由上而下观测筒底的符号。
当水位高度超过30cm仍能看清水下符号时，为透明水样。
当水样浑浊时，逐步降低水样高度，刚好看清水下符号时的水柱高度（以cm计）即为水样透明度。
 （2）塞氏盘法 在监测现场，将直径200mm黑白相问的圆盘沉入水中，刚好看不到圆盘时的水深（
以cm计）表示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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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环境监测》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生态、环境
化学等专业本科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监测及相关工作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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