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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沉积物质量调查评估手册》由姜霞、王书航等人编著，紧密围绕湖泊沉积物质量调查评估方法的建
立，在收集、整理和总结国内外沉积物调查和评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沉积物调查
与质量评估的标准方法和程序。
全书共7章。
第1章介绍了如何编制湖泊上覆水、沉积物和生物样品的采集方案，包括流域历史和现状资料收集、
采样点布置、采样量、采集方法、样品命名方式及样品的运输与保存等；第
2～5章摘选了国内外相关的上覆水与间隙水、沉积物和生物等样品理化和生物相关指标的标准化分析
测试方法；第6章介绍了如何运用相关统计学软件对获得的分析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沉积物质
量评估作准备；第7章介绍了沉积物质量评估的总体框架和程序，包括质量评估目标的建立、评估指
标的构建、初步调查评估和详细调查评估方法等。

《沉积物质量调查评估手册》可供从事湖泊、水库等水体的环境化学、沉积学、环境保护、环境工程
、水利和流域管理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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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样品采集方案 1.1 概 述 水、沉积物和生物样品的采集、分析是沉积物质量调
查评估的基本手段之一。
一般来说，在流域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水文水动力学的作用下，湖泊、水库沉积物中污染化合物含量在
水平和垂直空间分布上都存在很大差异。
尤其在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其差异性更大，这时的采样误差可能比分析误差大若干倍。
因此，样品采集方案编制的科学性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沉积物质量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采样区域、采样频率、采样点布设方式、采样方法的选择，以及样品的预处理、保存和储藏方法的确
定，对水、沉积物分析测试数据的可比性及准确把握湖泊和水库水环境质量状况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样品采集方案的编制，应充分考虑沉积物质量调查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掌握研究区域的
历史和现有数据，按照调查程序进行全面分析和筛选，最终确定一套正确、清晰、简单易行的样品采
集和保存方案。
本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1）研究区域背景资料和现有资料的收集。
 （2）采样点的布置。
 （3）样品量大小、样本数量和平行样的数量。
 （4）沉积物样品的命名。
 （5）样品的采集方法。
 （6）沉积物样品的采集频率。
 （7）现场记录和测量。
 （8）样品的保存。
 （9）样品的运输。
 （10）后勤保障和安全防范。
 1.2 研究区域背景资料和现有资料的收集 研究区域背景资料和现有资料的收集对水环境质量的调查和
评估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影响样品采集的数量和采样点的布置；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后续的分析测定
和质量评估的结果。
如果现有数据符合并能够满足沉积物质量评估所需的数据要求，可直接进行沉积物质量评估。
但是，如果发现现有沉积物相关数据与其他历史数据不符合，或者不足以代表当地的污染状况，则需
要补充调查，以获得足够的数据信息支持研究区域沉积物质量评估。
 1.2.1 流域污染源信息 对某一区域沉积物质量进行评估，需要收集和整理目标区域相关的历史和现状
信息。
首先，需要了解流域内“三产”（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比例、重点行业的排污状况、污水处理厂的
位置、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入湖河流的污染负荷，以及该流域内其他相关历史、现状和未来可能进行
的活动，通过这些信息确定该地区可能存在的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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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沉积物质量调查评估手册》可供从事湖泊、水库等水体的环境化学、沉积学、环境保护、环境工程
、水利和流域管理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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