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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空气颗粒物污染与防治》由白志鹏、王宝庆、王秀艳、姬亚芹等编著，是编者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空
气颗粒物污染防治相关工作，针对我国空气颗粒物污染与防治存在的问题与实际管理需求，编写的适
合我国国情的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实用图书。
《空气颗粒物污染与防治》中介绍了空气颗粒物污染的危害、相关标准以及空气颗粒物监测、空气颗
粒物污染的防治规划、我国重点地区空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对策以及空气颗粒物污染源防控对策。
本书兼顾理论阐述与实际应用，可供从事环境科学、环境规划、环境管理等领域的科研人员、管理人
员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为大中专院校环境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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