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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监测”是环境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其应用性和实践性很强。
绝大多数的。
理科和工科环境类专业都开设“环境监测实验”这门课程。
本书根据全国高校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大纲中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编写。
　　本书所确定的实验内容主要是面向环境科学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的本科学生实验教学，也可以供
研究生及科研工作人员参考。
内容主要涉及环境样品中水、大气、土壤等类型，涵盖了环境监测的各种方法，样品分析既有化学法
，又有现代仪器分析方法。
实验类型按模块进行设计，分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研究探索型实验，分阶段对学生进行各种技能
的训练。
其中，第一章到第四章为基础实验，第五章是综合实验，第六章是研究探索型实验。
这部分实验所用到的仪器都是近年国内外较先进的、性能优良的精密仪器。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对环境监测的过程，如现场调查、监测计划设计、优化布点、样品采集、运
送保存、分析测试、数据处理、综合评价等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掌握，在样品的分析测试上可以接触到
先进的大型精密仪器，初步了解环境监测最新的分析测试技术，并具备独立从事环境监测工作的能力
。
本书特色模块设计：本书分为三大模块，从环境监测基础实验、环境监测综合实验到环境监测研究探
索型实验，循序渐进分阶段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
其中基础实验为验证性实验，侧重于基础实验技能的训练。
综合实验是建立在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设计了水和大气监测的综合实验，让学生全面掌握区域环境
监测的全过程，并附有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总结归纳而成的教学案例。
研究探索型实验将教师的部分科研成果转化为学生的实验项目，让学生接触环境监测领域的研究前沿
，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学生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以及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内容实用、适用性强：内容的选取既符合环境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又与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分析方
法相适应。
既有环境监测经典项目也有创新性项目，可操作性强。
适用于高等学校环境类学生实验教学，也可以供研究生及科研工作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时参考。
　　图文并茂：很多实验都涉及非常复杂的实验装置，配以实物图片，直观鲜明，便于学生参考和预
习。
　　注重学生独立实验能力的培养：基础实验中部分实验设计由学生独立完成（从配液到结果的测定
），使学生在基础实验开始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实验完成的全过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实验能
力。
而综合实验和研究探索型实验从实验准备到实验实施全过程都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学生自主实验部分在目录中以“*”号标注。
　　参考性强：在相关实验后以专题形式附上相应的实验基本技术、仪器的介绍和使用、综合实验案
例，富有启发性，也便于学生在预习中查阅，具有工具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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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监测实验》内容实用、适用性强：内容的选取既符合环境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又与国家环
境保护标准分析方法相适应。
既有环境监测经典项目也有创新性项目，可操作性强。
适用于高等学校环境类学生实验教学，也可以供研究生及科研工作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时参考。
　　图文并茂：很多实验都涉及非常复杂的实验装置，配以实物图片，直观鲜明，便于学生参考和预
习。
　　注重学生独立实验能力的培养：基础实验中部分实验设计由学生独立完成（从配液到结果的测定
），使学生在基础实验开始较为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实验完成的全过程，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独立实验能
力。
而综合实验和研究探索型实验从实验准备到实验实施全过程都要求学生独立完成。
学生自主实验部分在目录中以“*”号标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监测实验>>

书籍目录

前言学生实验守则实验室安全知识第一部分 环境监测基础实验第一章 水质监测实验一 水中常见理化
指标的测定——水温、色度、臭、浊度、透明度、pH值、电导率、酸度与碱度专题1 环境水样的采集
和保存实验二 水中钙和镁总量、总硬度的测定——EDTA滴定法实验三 103℃-105℃烘干的不可滤残渣
——Ss悬浮物专题2 103℃～105℃烘干的总残渣和可滤残渣的测定实验四 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酸
性法实验五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钾法（COD）专题3 环境分析中玻璃器皿的洗涤及常见洗液
的配制实验六 水中溶解氧的测定——碘量法实验七 生化需氧量（BOD）的测定——稀释接种法实验
八 水中铁含量的测定——邻二氮菲分光光度法专题4 752N型紫外一可见分光光度计的使用介绍实验九 
水中挥发酚的测定一一氨基氨替比林直接光度法实验十 水中硝酸盐氮和亚硝酸盐氮的测定实验十一 
水中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光度法专题5 特殊要求的实验用水制备方法实验十二 废水中铬的价态分
析实验十三 废水中油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专题6 水中有机污染物的提取方法第二章 大气监测实
验十四 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甲醛吸收一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实验十五 大气中氮氧化物
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实验十六 空气中苯系化合物的气相色谱测定——活性炭吸附二硫
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实验十七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专题7 空气样品的采集方法第三
章 土壤样品监测实验十八 土壤中氟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专题8 土壤样品的预处理方法第四章 物
理监测实验十九 环境噪声监测专题9 8925型数位式噪音器使用介绍第二部分 环境监测综合实验第五章 
综合设计型实验实验二十 区域水质监测专题10 （案例一）地表水水质监测方案——大学城某大学校园
内水质监测实验二十一 区域空气质量监测专题11 （案例二）校园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方案——大学城某
校园空气质量监测第三部分 环境监测研究探索型实验第六章 研究探索型实验实验二十二 甲醛蒸气的
测定——催化发光法测定甲醛蒸气光谱的绘制实验二十三 头发中含汞量的测定——原子荧光光度法实
验二十四 水中铬、锌、铅元素含量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实验二十五 水样中常见
阴离子含量的测定——离子色谱法实验二十六 水样中铜、镉等金属元素的测定——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专题12 底质样品的预处理附录附录一 国际原子量表（以C=12相对原子质量为标准）附录二 常用化
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附录三 一些难溶化合物的溶度积常数（18℃）附录四 常用酸碱溶液的浓度及其配
制附录五 环境监测常用指示剂和特殊试剂的配制附录六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附录七 
生活饮用水水质规范附录八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附录九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附录十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附录十一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参
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环境监测实验>>

章节摘录

　　关于防火安全方面最主要的，也是经常遇到的一些应注意的事项。
万一不慎失火，除拨打119报警电话求救外，首先要冷静，并迅速切断电源，用石棉布或防火沙子将火
扑灭。
绝对不可用水去灭火，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会助长火势，因为水的密度较大，使有机溶剂上浮更
易燃烧，应特别注意。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泡沫灭火器或四氯化碳灭火器去灭火，前者污染环境，后者易在高温下
生成对人体有毒的光气，只有在火势较大，用简单的方法难以扑灭时，才用这类灭火器。
　　（2）强氧化剂。
强氧化剂都是氧化物或具有很强氧化能力的含氧酸及其盐类，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发生爆炸。
例如，硝酸铵、硝酸钾（钠）、高氯酸（也属强腐蚀剂）、高氯酸钾（钠）、过硫酸铵及其他过硫酸
盐、过氧化钠（钾）、过氧化钡、过氧化二苯甲酰等，这类物质严禁与还原物质，如有机酸、木屑、
碳粉、硫化物、糖类等易燃、可燃物质或易被氧化的物质接触，应严格隔离，存放在低于300I二的阴
凉通风处。
　　实验室中常用高氯酸与硝酸或硫酸的混酸消解样品，实验时要小心操作，严禁将高氯酸加入到热
的含有机物的溶液中（注意：在加高氯酸之前，先用硝酸进行预消解，将大量还原性的有机物破坏之
后，才能加人高氯酸进行最后消解）。
高氯酸盐常积聚在通风橱或排气系统中，积聚的高氯酸盐与有机物相遇会发生猛烈爆炸，故应定期进
行清洗。
　　（3）压缩气和液化气。
压缩气和液化气，如氢气、氧气、乙炔气、二氧化碳、氮气、液化石油气，在受热、撞击、日光照射
、热源烘烤等条件下易发生爆炸。
压缩氧气若与油类接触也能爆炸。
此类物品应储存于防火仓库，并应避免日晒和受热，放置要平稳，避免震动，运输时不许在地面上滚
动。
　　2.有毒有害物质的管理　　（1）砷及其化合物。
无机砷的化合物用于制备标准溶液，也可能存在于工业废水中。
砷的毒性很大，特别是有机砷化物，可引起肺癌和皮肤癌，要避免吸人口中和接触皮肤。
　　（2）汞及其化合物。
汞盐常用于制备标准溶液，液态汞是一种具有毒性的挥发性物质。
有机汞的毒性更大，因此对含汞的废水样品的处理要在通风橱中操作，避免汞蒸气污染环境。
如有液态汞撒落在地上，要立刻将硫黄粉撒在汞上面以减少汞的蒸发量。
　　（3）氰化物。
氰化物常用作络合剂、滴定钙镁时的掩蔽剂，大多数氰化物是有毒的，严禁人口。
氰化物常存在于工业废水中，因此处理含氰化物的样品时要在通风橱内进行操作，防止吸人。
因含氰的酸性溶液会产生有毒气体氰化物，所以切忌酸化氰化物溶液，严禁将氰化物直接倒入下水道
。
　　（4）叠氮化合物。
叠氮化钠在很多分析方法中应用，包括溶解氧的测定。
它有毒，并与酸反应产生更加毒的叠氮酸，当排入下水道时，可与铜质或铅质管配件起作用并蓄积起
来。
此种金属的叠氮化合物很易爆炸，采用10％氢氧化钠溶液来浸泡处理可消除蓄积在排水管道和存水弯
头中的叠氮化合物。
　　（5）有毒和致癌性的有机化合物。
在许多测定实验中需要用到一些有毒有机溶剂和固体的有机溶剂，如氯仿、乙醚、苯、2一萘胺、六
六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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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应注意避免通过口、肺、皮肤而引起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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