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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是于2002年经辽宁省政府审批，辽宁省教育厅与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联合创
办的与石化产业紧密对接的独立高职院校，2010年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骨干高职立项建设学校”。
多年来，学院深入探索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2007年，以于雷教授《高等职业教育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理论与实践》报告为引领，学院正式启动
工学结合教学改革，评选出10名工学结合教学改革能手，奠定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人才基础。
 2008年，制定7个专业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确立21门工学结合改革课程，建设13门特色校本教材，
完成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初步探索。
 2009年，伴随辽宁省示范校建设，依托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优势，多元化投资建成特色产学研实训基地
，提供了项目化教材内容实施的环境保障。
 2010年，以戴士弘教授《高职课程的能力本位项目化改造》报告为切入点，广大教师进一步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全面进行项目化课程改造，确立了项目化教材建设的指导理念。
 2011年，围绕国家骨干校建设，学院聘请李学锋教授对教师系统培训“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高职课
程开发理论”，校企专家共同构建工学结合课程体系，骨干校各重点建设专业分别形成了符合各自实
际、突出各自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全面开展专业核心课程和带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材建设工作。
 学院整体规划建设的“项目导向系列教材”包括骨干校5个重点建设专业（石油化工生产技术、炼油
技术、化工设备维修技术、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工业分析与检验）的专业标准与课程标准，以及52
门课程的项目导向教材。
该系列教材体现了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在整体设计上，摈弃了
学科本位的学术理论中心设计，采用了社会本位的岗位工作任务流程中心设计，保证了教材的职业性
； 在内容编排上，以对行业、企业、岗位的调研为基础，以对职业岗位群的责任、任务、工作流程分
析为依据，以实际操作的工作任务为载体组织内容，增加了社会需要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规范、新
理念，保证了教材的实用性； 在教学实施上，以学生的能力发展为本位，以实训条件和网络课程资源
为手段，融教、学、做为一体，实现了基础理论、职业素质、操作能力同步，保证了教材的有效性； 
在课堂评价上，着重过程性评价，弱化终结性评价，把评价作为提升再学习效能的反馈工具，保证了
教材的科学性。
 目前，该系列校本教材经过校内应用已收到了满意的教学效果，并已应用到企业员工培训工作中，受
到了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高度评价，希望能够正式出版。
根据他们的建议及实际使用效果，学院组织任课教师、企业专家和出版社编辑，对教材内容和形式再
次进行了论证、修改和完善，予以整体立项出版，既是对我院几年来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一次总结，
也希望能够对兄弟院校的教学改革和行业企业的员工培训有所助益。
 感谢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我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各位专家与同仁，感谢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工作，感谢
化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教学改革和本次出版的系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持续改进。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2012年春于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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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环境监测技术&rdquo;是环境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程。
《环境监测技术》结合环境监测岗位任务、监测项目和监测方法，依据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编写而成。
打破了传统教材学科体系的构建模式，按照&ldquo;行动导向，工学结合，理实一体&rdquo;的教学理
念重组教材结构。
全书以环境监测对象为主线，基于环境监测岗位任务、项目和方法，分别介绍了水和污水、大气和废
气、土壤、噪声的监测，并设计了环境监测的情境和监测项目，突出实用性，重点培养环境监测人员
的综合素质、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完成岗位监测任务。
《环境监测技术》为高职高专环境类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各类学习环境专业、分析专业师生及相关
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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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⑦比例组合式自动采水装置。
采水装置在固定采样点、不同时间内，按水的流量比例确定各份水样量，注入采样容器后，得到一份
混合水样，如图1—9所示。
 ⑧其它采水器。
还有直立式采水器、塑料手摇泵采水器以及电动采水器、连续自动定时采水器等。
 7.水样类型 （1）瞬时水样 瞬时水样是指在某一时间和地点从水体中随机采集的分散水样。
当水体水质稳定，或其组分在相当长的时间或相当大的空间范围内变化不大时，瞬时水样具有很好的
代表性；当水体组分及含量随时间和空间变化时，就应隔时、多点采集瞬时水样，分别进行分析，摸
清水质的变化规律。
 （2）混合水样混合水样是指在同一采样点于不同时间所采集的瞬时水样的混合水样，有时称“时间
混合水样”，以区别于其它混合水样。
这种水样观察平均浓度时非常有用，但不适用于被测组分在贮存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化的水样。
 （3）综合水样把不同采样点同时采集的各个瞬时水样混合后所得到的样品称综合水样，这种水样在
某些情况下更具有实际意义。
例如，当为几条污水河、渠建立综合处理厂时，以综合水样取得的水质参数作为设计的依据更为合理
。
 8.质量控制样品 （1）现场空白样在采样现场，用纯水按样品采集步骤装瓶，与水样同样处理，以掌
握采样过程中环境与操作条件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2）现场平行样 现场采集平行水样，用于反映采样与测定分析的精密度，采集时应注意控制采样操
作条件一致。
 （3）加标样 取一组平行水样，在其中一份中加入一定量的被测标准物溶液，两份水样均按规定方法
处理。
 三、地下水的采集 地下水即储存在岩石空隙（孔隙、裂隙、溶隙）中和地表之下的水，地下水的采
集还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①地下水流动较慢，所以水质参数的变化慢，一旦污染很难恢复甚至无法恢复。
 ②地下水埋藏深度不同，温度变化规律也不同。
近地表的地下水的温度受气温的影响，具有周期性变化，较深的年常温层中地下水温度比较稳定，水
温变化不超过0.1℃，但水样一经取出，其温度即可能有较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能改变化学反应速率，从而改变原来的化学平衡，也能改变微生物的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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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职高专项目导向系列教材:环境监测技术》为高职高专环境类专业教材，也可供其他各类学习环境
专业、分析专业师生及相关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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