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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们平均80%以上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每天呼吸的空气绝大部分来自于室内。
室内空气污染不仅破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且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室内可吸入颗粒物理化特征及毒理学研究》以北京市居室及校园公共场所室内空气为例，分析了室
内PM10。
和PM2.5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段的质量浓度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透射电
镜及能谱等单颗粒分析方法揭示出可吸人颗粒物的主要微观形貌类型及其来源，结合图像分析及分形
维数提出不同类型颗粒物的粒径分布特征；利用质子激发x荧光分析测定了不同污染源和不同类型的
居室室内PM10。
中化学元素的质量浓度，并利用富集因子法进行了颗粒物的源解析，同时使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
法测定了室内大气中PM10。
样品重金属元素组成特征；最后还通过质粒DNA损伤评价研究了可吸人颗粒物的潜在健康效应等。
全书数据翔实、内容丰富、方法先进，具有很强的科学性、资料性和实用性。
　　《室内可吸入颗粒物理化特征及毒理学研究》可供大气科学、环境科学、大气环境化学及环境地
质学等领域的科技人员、有关专业师生以及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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