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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开设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验手段培养学生对大气污染控制过程的理解与分
析能力，配合理论课程掌握当代大气污染控制技术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学习与大气污染控制
工程相关的常用技术、方法、仪器和设备，学习如何用实验方法判断控制过程的性能和规律，引导学
生了解实验手段在大气污染控制工艺与设备研究、开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使学生获得一定程度的用
实验方法和技术研究大气污染控制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的独立工作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正确和
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科学作风。
　　基于上述的课程目的，根据教育部环境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教学要求，在多年
教学和科研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该实验教材。
在实验内容上，选取了那些在实验方法和技术上有代表性的实验，注意介绍现代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研
究中常用到的一些重要的实验技术，注意吸取我国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
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使学生对该领域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教材中介绍了一些新的仪器、装置和测
量方法等，给出了相当数量的应用现代分析仪器和先进实验设备的实验项目，其中包括一些面向新技
术开发、具有一定探索性的研究型实验。
本教材的内容可以归结为大气污染物监测、除尘器性能测定和气态污染物净化三大类，共二十七个实
验项目，其中机动车尾气催化净化、烟气脱硫脱硝、颗粒物排放在线监测和VOCs的生物法去除等研
究型实验占有较大的比例。
由于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课程涉及面广，值得开设的实验种类多，而学生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做实
验，因此各院校在安排教学实验时，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性地开设部分实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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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与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第2版，郝吉明、马广大
主编）及《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例题与习题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电子教案》等构成“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课程的立体化教材。

　　根据教育部环境工程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基本教学要求，本书在遴选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
较为成熟的实验项目之外，还设计了相当数量的应用现代分析仪器和先进实验设备的实验项目，其中
包括一些面向新技术开发的、具有一定探索性的实验。

　　全书选编了大气环境监测、除尘器性能测定和气体污染净化三大类、共二十七个实验项目。
其中机动车尾气净化、烟气脱硫脱硝、颗粒物排放在线监测和VOCs的生物法去除等新增实验占到实
验总数的一半以上。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的实验教材，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的科技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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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实验一 大气环境中TSP、SO2和NOx浓度监测
实验二 室内空气污染监测
实验三 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
实验四 烟气流量及含尘浓度的测定
实验五 冲击法测定粉尘粒径分布
实验六 库尔特法测定粉尘粒径分布
实验七 荷电低压捕集器(ELPI)测定粉尘粒径分布
实验八 粉尘比电阻的测定
实验九 颗粒物排放浓度的在线监测
实验十 隧道实验法测定交通源颗粒物排放因子
实验十一 机动车尾气排放的车载测定
实验十二 旋风除尘器性能测定
实验十三 袋式除尘器性能测定
实验十四 湿式文丘里除尘器性能测定
实验十五 电除尘器除尘效率测定
实验十六 电除尘器伏安特性测定
实验十七 油烟净化器性能测定
实验十八 活性炭吸附气体中的二氧化硫
实验十九 碱液吸收气体中的二氧化硫
实验二十 氧化镁湿法烟气脱硫
实验二十一 炉内喷钙脱硫
实验二十二 生物质型煤成型实验
实验二十三 生物质型煤燃烧固硫
实验二十四 催化转化法去除氮氧化物
实验二十五 甲苯的光催化净化
实验二十六 生物洗涤塔降解挥发性有机物
实验二十七 脉冲电晕放电等离子体烟气脱硫脱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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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机动车污染排放特征调查和建立污染物排放清单，是开展机动车排放控制的一项基础
工作。
机动车排放因子的确定，是建立排放清单的关键。
确定排放因子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公路隧道实验法近年来得到了有效的应用。
通过本实验，学习隧道实验法测定交通源颗粒物排放因子的方法，了解交通流量和道路边大气污染物
浓度的相关性，掌握颗粒物滤膜采样的基本操作步骤。
在交通隧道内，通过监测过往隧道的机动车排入隧道内的污染物浓度分布和隧道内风速等环境和气象
要素，再经过计算，可以得出在一定机动车组成和流量下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和排放因子。
公路隧道实验中的调查和实验方法对取得有代表性的资料至关重要。
首先需对隧道的自然条件进行详细调查，隧道选取的主要条件包括：隧道尽可能长，平坦且直，坡度
和弯度较小，隧道内为单向通车；同时，隧道与外界连通的通风口尽可能少。
其次，对机动车数量和类型的调查是另一个关键环节。
机动车组成应具有代表性，机动车流量应尽可能大。
但是，在不同的实验中，各种机动车所占比例的变化范围应该尽可能大，车速要有一定幅度的变化。
选择可以反映交通源污染的污染物并进行监测，可以全面反映隧道内的污染状况和污染特征。
此外，隧道肉风速、温度、湿度等气象因素也会影响交通源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和污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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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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