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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控制技术基础研究学术丛书·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
征》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及其成因”
（编号2002CB211601）研究成果的总结。
利用以荷电低压撞击器（ELPI）为核心的稀释采样系统，对中国典型的燃烧源，包括燃煤电厂、燃油
电厂、工业锅炉、生物质炉灶和生物质开放燃烧等固定源以及汽油车、柴油车和替代燃料车等流动源
，所排放的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试与分析。
《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控制技术基础研究学术丛书·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
介绍了不同燃烧源排放可吸入颗粒物的典型粒径分布、微观形态和化学组成，以及不同燃烧条件对可
吸入颗粒物物理化学特征的影响。
基于已有的测试结果，《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控制技术基础研究学术丛书·燃烧源可吸入颗
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还总结了各种燃烧源的可吸入颗粒物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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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吉明(1946.8.25-)，环境工程专家。
出生于山东省梁山县。
1984年毕业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博士学位。
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
经过20年的系统研究，在酸雨控制规划方面取得的成果，为确定我国酸雨防治对策起了主导作用。
建立了城市机动车污染控制规划方法，促成我国轻型车排放标准与欧洲标准的接轨。
针对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特点，在大气复合污染的形成及控制策略方面有深入研究。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二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一项。
代表性箸作有：《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燃煤二氧化硫污染控制技术手册》、《酸沉降临界负荷及
其应用》、《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等。
兼任教育部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工程与环境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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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燃烧尖可吸入颗粒物排放的研究意义与研究内容可吸入颗粒物是指通过鼻和嘴进入人
体呼吸道的颗粒物的总称，用PM10表示（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10um的颗粒）。
其中更细的为PM2.5（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05um），又称为细微颗粒物或可入肺颗粒物，它能够进入
人体肺泡甚至血液循环系统，直接导致心血管病等疾病。
当前PM10污染已成为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它对于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也是导致大气能见度降低、酸沉降、全球气候变化、光化学烟雾等重大
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
1.1　可吸入颗粒物对大气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近十多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较小颗粒物与人体健康
危害的相关程度显著高于较大的颗粒物，细颗粒物和超细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远远高于粗颗粒物
。
PM10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在一定颗粒物浓度下暴露的时间长短与多种健康指标密切相关。
近年来，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因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死亡率增加与短期内大气颗粒物的
小幅度增加有关。
这些结果虽然颇具争议，但却推动了决策者和研究人员重新考虑大气颗粒物污染的控制标准，并促进
了更多的流行病学、毒理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揭示了长期或短期暴露的颗粒物（通常以环境空气中的PM10和PM2.5的质量浓度表征）与多
种健康指标，如就诊率、呼吸系统发病率、肺活量和死亡率等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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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与控制技术基础研究学术丛书·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
可供从事大气环境科学和大气污染控制的研究人员参考，也可供从事环境规划和管理的人员阅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燃烧源可吸入颗粒物的物理化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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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