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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系统工程》以环境系统数学模型、环境系统规
划和环境问题的科学决策等原理及方法为重点内容较全面地阐述了环境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系统工程》主要内容包括环境系统工程的基本理论
和方法、环境系统模型化技术、环境系统规划、水环境系统模型、水污染系统控制规划、大气环境质
量模型与控制规划等，也涉及环境系统思想与方法的现实应用⋯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环境决策、工
业生态系统工程等。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环境系统工程》既有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又有应用
实例，可作为高等院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城市规划、市政工程、资源管理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本科生、
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环境规划、评价和管理以及市政、水利等有关部门的科技人
员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系统工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环境系统工程概述第一节 系统及其特征第二节 系统工程方法论第三节 环境系统工程第二章 环
境系统模型概述第一节 数学模型的定义和分类第二节 环境系统模型的建立过程与方法第三节 环境数
学模型参数的估值方法第四节 模型的验证和误差分析第五节 灵敏度分析第三章 环境质量基本模型第
一节 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运动特征第二节 基本模型的推导第三节 环境质量基本模型的数值解第四
章 水环境系统模型第一节 污染物在河流中的迁移转化过程第二节 河流水质模型第三节 河口水质模型
第四节 海口水质模型第五节 湖泊和水库的水质模型第六节 地下水水质模型第五章 水污染控制系统规
划第一节 水污染控制系统规划的组成和分类第二节 水环境容量与允许排放量的计算第三节 水污染控
制系统的费用分析第四节 污水输送系统的规划第五节 其他系统的最优规划第六节 水资源水质系统规
划第六章 大气环境系统模拟及规划第一节 大气污染扩散特征分析第二节 源强预测与有效源高估算第
三节 大气扩散模型概述第四节 高架连续点源扩散模型第五节 线源和面源排放模型第六节 复杂条件下
的大气质量模型第七节 大气环境系统规划第七章 环境决策分析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常用的环境决策分
析方法第三节 多目标环境决策分析第八章 多介质环境数学模型第九章 环境污染事故的突发性预测第
一节 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及其预测第二节 系统简化及其划分第三节 风险识别第四节 风险事故源项分
析第十章 工业生态系统工程第一节 工业生态学原理第二节 工业生态系统的模拟与分析第三节 工业生
态系统建模方法第四节 工业生态系统的集成及调控第五节 工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系统工程>>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环境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环境系统工程是系统工程方法在环境系统中的应用。
因此，环境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主要来源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和系统科学与工程两大学科。
环境科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际学科。
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一环境”系统。
即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系统的发生、发展、预测、调控、改造和利用的科学，其目的是探讨在人类活
动的影响下，环境质量发生变化的规律及其对人类产生的后果，从而为改善环境和创造新环境提出科
学依据。
环境科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全球范围内环境演化的规律；研究人类活动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探索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研究区域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
因此，环境科学的基础理论不仅是自然科学，也涉及社会科学。
为了分析环境系统的结构与特性，环境化学、环境生态学、环境地学、环境水文学、污染气象学的知
识十分重要。
环境工程如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噪声污染控制等，是污染控
制系统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环境经济学的方法在评价建立的环境污染控制系统的性能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环境预测方法和环境评价方法，以及环境污染控制工程原理和技术在环境系统模拟和系统最优化过程
中发挥巨大作用。
系统工程理论是在系统科学、控制理论、信息论、运筹学、管理科学以及计算科学等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
这些是系统工程的基础理论。
因而，系统工程作为在许多学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本身涉及应用数学、自动控制理
论、电子计算技术和管理科学等。
联系到具体研究对象，又涉及不同门类的工程技术，因此系统工程的领域也具有多学科的基础。
系统科学与工程学科内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是环境系统工程中系统思想的主要来源。
数理统计方法、运筹学和最优化技术是环境系统工程中模型化和最优化的主要工具。
四、环境系统工程的发展、研究与应用（一）环境系统工程发展概况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世界各
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环境公害首先在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肆虐，各国开始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但
在污染排放口进行的治理工作并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因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使得环境
保护工作十分被动。
这种情况下环境问题的全局性、复杂性和综合性等特点才被人们逐渐认识。
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只有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综合考虑，通过动员区域内社会各方面的
力量，协调配合，才可能有成效。
美国、英国和日本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建立全国性的环境保护管理和科研机构，进行区域环境污
染综合治理实践活动，这为环境系统工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环境系统工程学科诞生之后，又对环境保护工作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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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系统工程》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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