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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编写以环境工程学的基本操作单元及其材料为连接，全书共8章，包括吸附分离、絮凝与沉淀
、催化反应、过滤，以及噪声控制、电磁波防护与环境修复等内容。
在分别介绍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讨论和分析了这些材料的结构、性能和在环境工程及相关领域的应用
。
每章内容以材料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为编写思路，并落实到环境工程的应用上。
     本书可作为环境学科各专业、材料学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和参考书，也可以
供有关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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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材料与环境治理　　导读　　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材料指对环境进行净化、
修复或替代等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所使用的材料，开发和利用这种材料，对于发展环境科学，改善、
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章分别从纯天然材料、生态材料、环境降解材料、金属类生态环境材料等介绍资源、材料和环境特
征，生态环境与材料产业的关系。
通过本章学习从总体上了解水处理、大气处理、固体废物处理、环境修复与环境替代等方面的环境污
染控制工程材料的特征、研究开发、应用范围，使学生更加容易理解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材料的发展趋
势。
　　1.1 引言　　人类在创造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人口膨胀、资
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问题。
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正对人类社会生存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威胁。
在现代文明社会，人类既期望获得大量高性能或高功能的各种材料，又迫切要求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
，以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并使文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资源、能源和环境的角度出发，材料的提取、制备、生产、使用、再生和废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的过程。
材料一方面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而另一方面又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并在生产、使用和废弃
过程中排放大量的污染物，污染环境和恶化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显然材料及其产品生产是导致能源
短缺、资源消耗乃至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促使各国材料研究者从头审视材料的环境负担性，研究材料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定量评价材料生命
周期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开发环境协调性的新型材料。
20世纪90年代初，在材料科学与环境科学之间诞生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环境材料学。
1990～1999年，日本学者山本良一针对复杂的全球性资源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调和型材料”的概念
，通常简称为环境材料，并指出环境材料是指那些具有较低环境负荷和较大再生率的材料。
他认为，环境材料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目的是防止对环境的损坏，在人类活动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
和保证材料有较好的性能等。
他也承认环境材料本身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概念。
我国学者提出，环境材料可以定义为同时具有满意的使用性能和优良的环境协调性，或者是能够改善
环境的材料，即指那些具有良好使用性能或功能，并对资源和能源消耗少，对生态与环境污染小，有
利于人类健康，再生利用率高或可降解循环利用，在制备、使用、废弃直至再生循环利用的整个过程
中，都与环境协调共存的一大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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