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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列丛书的一本，详细论述了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噪声、振动、放射性、电
磁、光、热等要素的污染和对人类的影响及防范措施，并简要介绍了污染物在大气、水、土壤中的迁
移转化规律，及人们对物理性污染利用的最新科研动态。
本书信息量大，内容全面，不仅包含了环境物理学理论，而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全书分八章。
绪论介绍了物理性污染和环境物理学的有关内容；第1章介绍了噪声的产生、传播、危害、评价和控
制；第2章介绍了振动的产生、传播、测量、影响、评价以及隔震、防震措施；第3章介绍了电磁辐射
产生、传播、危害和控制措施；第4章介绍了放射性的度量、危害及控制；第5章介绍了适宜于人类的
热环境，热污染对人和生物的影响；第6章介绍了适宜人类的光环境，光污染的危害及控制；第7章介
绍了污染物的迁移转化规律；第8章介绍了物理性污染因素利用的研究动态。
    本书适于高等学校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市政工程等相关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供从事环境保护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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