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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国环境化学领域若干著名专家和部分海外学者撰写而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学科的
主流研究方向与水平。
书中第一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环境化学“十二五”规划的主体内容，通而读之，
有益于了解环境化学前沿并把握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篇至第八篇较为系统地总结了环境分析化学、大气和水体污染与控制、土壤污染与修复、污染物
环境过程与消减、污染生态化学与毒理学、理论环境化学等方面的新进展。
第九篇选择了相关的热点问题加以论述，如纳米材料的环境应用与生物效应、环境污染与健康、化学
污染与食品安全、放射化学、风险评估与管理等。
作者们从不同角度研讨了环境化学的机遇与难点，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见解与思考。

　　本书可供从事环境化学研究的学者以及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环境专业的师生阅读，亦可供相关人
员参考。
有兴趣的读者可在此基础上开展进一步探索或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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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化学科学丛书》序
前言
第一篇
　我国环境化学学科发展现状与展望
第二篇
　环境样品的采集与前处理技术
　形态分析及其进展
　高分辨色谱-质谱在环境分析中的应用
　生物检测在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多种环境介质中新型有机污染物的分析方法
　环境分析仪器研制的若干进展
第三篇
　我国的大气复合型污染及其形成机理
　灰霾与大气化学过程
　大气污染控制的主要化学问题、研究进展及发展方向
　机动车氮氧化物污染及控制
　大气颗粒物污染及控制:前沿与展望
　室内有机污染及控制技术研究
　工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控制材料与反应过程
第四篇
　水中溶解态有机质对污染物环境行为的影响
　湖泊富营养化产生、成灾机理及控藻研究进展
　我国水质基准的研究进展
　纳米技术在地下水污染控制与修复中的应用
　有机废水的资源化
　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化学过程及其处理技术
第五篇
　有机污染物土壤界面吸附行为
　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生物有效性及其评价方法研究
　土壤-植物系统中污染物的生物过程及控制
　土壤有机污染的缓解与修复技术原理
　沉积物风险评估中的生物可利用性问题
第六篇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大气长距离传输
　重金属的化学与生物形态及生物有效性
　环境汞污染研究进展
　砷和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从环境化学过程到健康效应
　新型污染物——卤系阻燃剂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有毒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光降解及其机理
　持久性卤代有机物在环境介质中的光化学转化和形成机制
　典型工业生产过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成机制与控制原理
第七篇
　污染生态化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新型羟基自由基产生的分子机理
　全氟及多氟化合物的生态毒理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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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s低剂量长期暴露的生态毒理效应
　基于毒理基因组学的化合物毒性分类与预测
　DNA加合物及其毒理效应
　手性污染物的对映体选择性环境效应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筛选及其毒性作用机理
第八篇
　计算毒理学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量子化学计算在环境化学机理研究中的应用
　有机污染物生物效应的QSAR 预测与机制探索
第九篇
　环境纳米材料在水质控制中的研究进展、应用及生态效应
　环境污染与健康效应
　中国环境放射化学战略
　化学污染物暴露与食品安全
　纳米颗粒与有机物间的相互作用及环境效应
　固体废弃物污染及其控制与资源化
　典型电子垃圾污染区域的污染特征及其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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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交叉学科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向学科交叉是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积极
与地球科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和医学等学科交叉，环境化学才能在认识环境规律和解决新的环境问
题中取得新突破，推动环境化学学科在关乎国家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的若干重要交叉领域取得原创性
成果，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要特别重视环境化学与以下学科的交叉和发展方向：1）与地学和生物学交叉，在污染物多介质界面
行为与区域环境过程等领域取得若干原创性成果。
2）与材料科学和环境工程交叉，深入研究纳米材料的环境行为、环境友好，功能材料在污染控制中
的应用等，为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3）与毒理学和医学等交叉，在化学污染物暴露与食品安全、化学品的风险评估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
、纳米颗粒物的生物效应等方向开展系统研究，为国家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服务。
（二）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的平衡目前我国在环境化学学科中环境污染化学和污染控制化学研究占明
显的优势，尤其是污染控制化学；环境分析化学和污染生态化学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多年来一直呈稳
步发展的势头；理论环境化学、区域环境化学、环境污染与健康等则相对薄弱，但近年来随着新的环
境热点问题的提出，这些领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为实现环境化学各学科领域的平衡发展，未来要在继续保持优势学科领域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有较
好基础的领域，重点扶持薄弱学科。
学科发展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一个学科的强弱与该学科拥有的优秀人才数量密切相关。
要特别重视优秀人才的培养，通过人才培养带动研究团队的建设，通过研究团队的建设实现学科领域
的健康快速发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

编辑推荐

《环境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是中国化学科学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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