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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应急监测技术与实用》对应急监测的前期准备、如何编制《应急监测预案》、监测方案和
监测报告的编写、应急监测现场的组织与实施及注意事项、应急监测采样方法和设备、现场监测分析
方法和设备、应急监测实验室分析方法和设备、质量保证、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论述，并列举了大量的
相关实例，还附有环境应急及监测工作中依据的国家法律法规、文件、标准和规范，供读者在实际工
作中参考使用。
可供从事环境应急管理、应急监测技术、实验室监测分析、监测科研人员和应急处置专家及相关人员
借鉴和参考，也可作为应急监测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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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流动源就有可能遇到麻烦，当出事的交通工具驾驶者或货主不在，不能得到运
输货物的相关资料时，无法准确判断泄漏污染物品种和数量，需要采取一些简单的方法进行排查以获
取初步的信息，排查的方法如下： 第一，尽量寻找物品的包装、化学品准运证、危险品“三联单”、
行车证、驾驶证和车牌号等信息。
 第二，在事发地寻找现场特征，如残留物、气味、颜色、化学反应现象或物理现象，这些信息对判断
污染物种类非常重要。
通过对残留物取样化验或根据其他现象通过信息系统查询或咨询专家都可以对泄漏污染物品种做出初
步判断。
例如：盐酸（或含盐酸的物质如四氯化硅）泄漏会散发有强烈刺激气味的白色雾状气体，有机物苯泄
漏会产生强烈的芳香味等。
 第三，受污染人员的生理反应，河流水生生物和水质的变化。
人体对不同的化学物质生理反应不完全一样，例如无机物氯化氢的人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黏膜和呼吸
道的刺激，产生咳嗽、胸痛、咽痛、流泪、流涕等现象，而有机物苯对人体的作用是麻痹中枢神经系
统产生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现象。
 ②环境信息 主要是通过信息查询系统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针对污染源周围环境状况及污染波及的环
境介质，获取污染源周围地面水体分布情况，河流走向及下游情况，水质情况，受污染的环境介质范
围如地表水、地下水、空气和土壤，污染源周围敏感点情况如饮用水水源、居民点、其他生态敏感点
。
 ③水文、气象参数 主要是通过事发地水文、气象机构获取污染河流的流速、流量，空气污染区域风
向、风速、气压等历史资料，污染地瞬时信息可通过直接测试获得。
 2.实施初步监测 为了将事故的危害降至最低，事故处置指挥机构必须迅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污染物形态、浓度，在环境介质中扩散的速度、范围等是必需的信息。
事故处置指挥机构希望尽快得到监测数据，监测队伍到达现场后，在第一时间就要开展初步监测，初
步监测的基本原则是简单快速，解决指挥机构关心的主要问题。
另外，在全面开展监测前也需要通过初步监测获得最基本信息完善监测方案。
 （1）测量水文和气象参数 对于河流污染首先要知道当时的流速，通过流速和污染物进入河流的时间
能够计算出污染团所到达的位置。
对于空气污染，风速和风向是确定监测位置和污染物扩散情况的主要参数。
水的流速和风向风速指标在事故发生地用流速仪和风向风速仪即可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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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环境应急监测技术与实用》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可供从事环境应急管理、
应急监测技术、实验室监测分析、监测科研人员和应急处置专家及相关人员借鉴和参考，也可作为应
急监测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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