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精选5
篇)

我们得到了一些心得体会以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体会，这样能够给人努力向前的动力。我们想要好好写
一篇心得体会，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
于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篇一

第一段：简介

作为环境工程领域的从业者，我从事土建工作已有多年。在
这段时间里，我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体会。本文将分享
我在环境工程土建方面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环境工程土建中，理论与实践必须密切结合。仅仅拥有理
论知识是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我曾
参与多个环境工程项目，通过实际操作，我学会了如何正确
使用各种施工机械以及处理各类污染物的方法。与此同时，
我也意识到理论知识的重要性。理论指导实践，帮助我更好
地预测问题，并能够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决策。

第三段：工作中的挑战

环境工程土建工作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复杂的地形、大量的
废弃物处理、对环境影响的考虑等。面对这些挑战，我学会
了保持冷静，并灵活应对。有时候，我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
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解决问题并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同
时，我也注重与团队成员的沟通合作，共同面对挑战并取得
成功。



第四段：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是环境工程土建工作的核心目标。作
为环境工程从业者，我们不仅需要完成任务，在保护环境方
面也要负起责任。在工作中，我始终秉持着环保意识，努力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我会采
用环保材料、合理控制噪音和粉尘的产生，并确保废弃物能
够得到妥善处理。只有通过环境保护，我们才能为下一代创
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五段：不断学习与提升

环境工程土建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领域，我深刻理解只有不
断学习和提升自己，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时刻关
注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并积极参加各类培训和学习机会。
通过不断充实自己，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
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同时，我也努力向团队成员传授
新的知识，提高整个团队的专业水平。

总结：

在环境工程土建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要注重对环境的保护，秉持着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
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们可以
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为环境工程的发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篇二

为期一周的监测实习在我们按时完成了实验要求的情况下，
圆满结束了。回想一周的监测，可以说是一言难尽啊，这期
间有迷茫，有汗水，有激情，有无奈，有辛苦，但更多的是
笑容，是收获，是财富。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虽然不能完
全掌握监测所有的内容，但是我们对于一些基本的技能以及



注意事项都有了大致的了解。虽然监测是分工进行的，但是
小组的每个人都对水质以及大气的监测都有了相当的深刻的
了解，在一周时间内，大家都轮流进行了水样采集，水样监
测，大气采样，大气监测等工作，可以说分工合作并不代表
大家只了解自己负责的部分，而是全面的了解了小组每个成
员负责的部分，因为那些都将成为自己以后要进行的工作。

在这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之前大家的思维里似乎都没有标
准溶液配制的原则以及方法，以为只是按照要求的浓度，算
出质量就直接在天平上称重，溶解之后就可以用了，就是标
准溶液了，其实不然，标准溶液是需要标定的。有的标准溶
液，例如氧化锌，氯化钠都是需要经过高温灼烧之后恒重才
能使用的，还有重铬酸钾，碳酸钠，磷酸二氢钾等等都是需
要在105度下烘干之后才能用作标准溶液来做试验的，这些标
准溶液不需要标定，只需要按以上的'步骤恒重之后，才可以
溶解配制了。然后用这些标准溶液进行其他标准溶液的标定。
例如用氧化锌标准溶液标定edta标准溶液，用重铬酸钾标定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等等。

顺便提一下edta标准溶液，也就是乙二胺四乙酸二钠，它是
一种钠盐而不是所谓的乙二胺四乙酸，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于水是蓝色的，通过它的颜色变化来标
定总硬度。

还有缓冲溶液的配制。之前对于这些基本上没什么了解，经
过查书才发现了它的配制方法。例如氨氯化铵缓冲溶液的配
制，原来是用氯化铵和氨水经过一定的体积比配制的。缓冲
溶液的配制很重要，之后有用到缓冲溶液的地方，由于我们
第一次配的不准，造成了滴定实验现象不明显，滴定终点不
明确，造成数据的严重失真。

熟练使用分光光度计，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为以后
大气的监测打好基础，之后的大气监测都要用到分光光度计
来测量。当然，经过老师讲解，发现分光光度计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操作也很容易熟练。

采集水样，需要在现场固定溶解氧，并进行温度的测量。每
天带回一桶水样。其实水样的采集也很简单，主要是使用硫
酸锰和碱性碘化钾进行溶解氧的固定。其实ph和电导率也应
该在现场测定，但是由于有仪器可以直接测量，所以就将水
样带回来再进行测定。

首先进行的是ph和电导率的测定，直接将水样拿到ph和电导
率的测定仪上，直接读数就行了。

具体的水样监测，包括总硬，总碱，溶解氧，高锰酸钾指数，
氯化物，总磷，硫酸盐，ss等的监测。其中总硬，总碱，溶解
氧，高锰酸钾指数，氯化物都是滴定实验，基本上原理是一
样的，了解了一种的方法就了解了全部的滴定方法。总磷的
测定要用到分光光度计，至于ss则是用重量法，而硫酸盐的
测定则是这里面最耗时一项实验，工序很复杂，时间很长，
第一次做的时候，由于我错误的估计了形式，导致时间没有
掌握好。

总的来说，水样监测其实原理并不是很难，只是我们最初都
不了解，并且对于细节的关注不够，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通过一星期的熟悉，以及操作次数的累计，操作经验的
积累，我们已经对于水样的监测得心应手了。我发现，只有
亲身操作过，才能了解到监测的真谛，光凭书本上的东西，
永远不够。在操作的过程中，我们都应用到了平时书本上学
习到的注意事项，让我们对于书本上的东西更融会贯通了。

空气采样的步骤比较简单。主要是先选好采样点，然后选好
采样时间，在选好的采样点上架起仪器，进而在规定的时间
内读数就行了。包括tsp采样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采样器
以及噪声的测量。

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tsp的测定。前两个都需要



按照配制方法，将收集的吸收液配成溶液之后在分光光度计
上测量就行了，至于tsp则需要用重量法称量，当然称量之前
需要恒重。

总的来说，这次监测实习，我们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增加
了团队意识，只有小组成员之间相互配合才能很好地完成一
项任务。我们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融会贯通了课本上的知
识，增强了动手能力，也拓展了思维，懂得了一切都可以自
己动手完成，而不是什么药品没有了都去向老师要，什么仪
器不会用都去找老师问，什么原理不会了都去找老师讲解，
而是自己先动脑想一想，实在解决不了了再去请教老师。

为期一周的监测实习，锻炼了我们的身体也锻炼了我们的意
志，让我们保持一种踏实的心态，而不是看什么东西都只看
表面，以为自己明白了，其实并没有了解事物的本质，尤其
是实验的一些原理，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灵活的应对实验
中出现的一些突发事故，或者完善一些实验的测定步骤。

总之，监测实习锻炼了我们，使我们深刻的了解了本专业的
应用现状，对本专业的前景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篇三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运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提前实践专
业知识。2015年的第一周学校给了我们一次实习的机会。1号
元旦放假，2号就正式开始了。当天李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交通
安全的宣传教育片，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让我们深切认识到
交通事故的危害性，更让我们这些未来交通工程方面的工作
者有一种任重道远的感觉，我们需要做的太多了。

纵观历年的交通事故，其主要原因可分为五类，无证、疲劳、
超速、酒后及超载。这些都是人为因素，当然不排除有一些
路面环境及周边设施的不善。交通事故的危害性不仅反映在
伤亡人数上，它在经济方面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相对



发达国家我国的交通事故相当严重，随着车辆数目的增长交
通事故亦呈上升趋势。xx年发生交通事故66.75万起，死伤人
数分别为10.4万和49.4万，直接经济损失33.69亿。xx年
为25.46起，死伤人数4.95万和21.16万，经济损失13.14亿。
相比xx年有所减少，说明我国的交通设施状况有所改进，但
仍需进一步提高。

实习中我们一班分为3个组，每组自己商量选定一个路线，并
交到老师那，让他们对我们的行动有一个大概了解也可给一
些指导。

3号我们每组就根据自己所选路线外出实习观察。我们组的第
一站是乘坐天津新建的1号线地铁。这也是这次实习中几乎所
有组的路线之一。地铁作为轨道交通的一种也是未来缓解地
面交通拥挤的一个方向。1号线：刘园至双林全长26.188公里，
共设车站22座。我们乘坐的站点是西横堤站----小白楼站，
票价4元，相对公交是稍贵一点，这也是我国交通事业相对有
些国家比较落后的一个表现。当天的人并不多，可能是由于
节假日也可能是票价比较贵。

西横堤站位于辰昌路和规划泉兴道交叉路口以北。本站为路
中单层高架站，侧站台宽4.0m。站台位于道路中心上方，站
厅布置在车站东、西出入口及站房内，位于道路两侧。大家
都是第一次坐，进站就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地铁1号线的车
票采用一次性磁卡或ic磁卡的形式，共设五类票种，售票、
检票也将全部采用全自动系统。自动售票机器操作方便快捷，
系统根据所选站点自动记费，纸币与硬币均可。一般乘客常
用的是单程票和储值票。单程票采用一次性磁卡或可重复使
用的ic卡，仅限当日使用，一次有效，并且只设成人票。储
值票则采用非接触式ic卡，持这种磁卡通过闸机，只需将ic卡
靠近感应板，便可顺利通过乘车。

除了车票，新地铁里的不少服务设施与老地铁相比都可



谓“更新换代”。以前一走进老地铁，手机、呼机一概没有
信号，这种现象在新地铁里就不会出现。但由于地铁刚营运
不久，有些设施欠缺比如便利店等。但总体方面还是非常完
善的。

而且天津地铁在全国第一个设置了安全门，有了它就不会再
发生地铁内跳轨和意外落入铁轨的事件了。安全门系统是现
代化地铁工程的必备设施，它沿地铁站台边缘设置，将列车
与地铁站台候车室隔离。安全门主要分为可以开启的活动门
和不能开启的固定门两个部分。其中活动门高度为1.3米，其
余门体为1.45米。活动门与列车门一一对应，列车进站并停
稳后，活动门与列车门同时打开，乘客上下列车后，活动门
与列车门同时关闭，列车才能驶离站台。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篇四

大四下学期，我们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进行了大学最后一次实
习――毕业实习。毕业实习是在我们学完所有的专业课程和
专业选修课后，在环境监测实习、生产实习基础上又一次重
要的实践环节，也是毕业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巩
固、验证和强化我们所学习过的知识，培养理论联系实际，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我们即将开始的
毕业设计和将来的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次毕业实习，能使我们将课堂学过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
相联系，加深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充分利用实习基地
的有利条件培育我们分析工程实例的能力，强化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的综合能力，得到环境工程实习心得。

随着经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人们对市政自来水水质以及水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
自来水处理工艺以不能完全满足需要，传统的自来水工艺有
待于进一步改进，要求有更高的过滤速度以及更高的过滤精
度来满足当前的需求。



工艺特点

此工艺由高效混合器、da863过滤技术组成。各组成工艺特点

环境工程实习心得环境工程实习心得

3、絮凝剂自动加药系统采用游动电位原理，可在线测量水中
加入絮凝剂后的净电荷强度，可实时改变投加量以获得最佳
絮凝效果，节约药剂，提高絮凝效果。

因此本工艺具有投资省、效率高的特点。一般适用于水质较
好的水库水、地下水和溪水等。

工艺特点

此工艺由高效混合器、絮凝池、沉淀池和da863过滤技术组
成。各组成工艺特点

1、高效混合器和絮凝剂自动加药系统的特点(见前述);

4、da863过滤技术特点(见前述)。

因此本工艺具有处理效果好、操作简单、设计灵活(可根据需
要选用不同类型的构筑物和增减水处理工艺)等特点，可满足
一般的饮用水要求。

环境工程施工技术心得体会篇五

第一段：引言（100字）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工程建设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
利和舒适，但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我曾参
与过一些工程项目，深刻体会到环境保护在工程中的重要性。
在大规模的工程中，我们应积极采取措施来减少对环境的破



坏，保护和修复生态平衡。下面我将分享一些关于工程中环
境保护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合理规划与设计（250字）

在工程项目的开始阶段，我意识到合理的规划和设计对环境
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特点，
避免选址在对生态系统有重大影响的地区。同时，使用可持
续发展的材料和技术，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减少环境污染
和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尽可能采用低碳、低能耗的设计理念，
降低对环境的压力。此外，合理规划和设计可以降低工程施
工阶段对环境的破坏，减少噪音、粉尘和废水的排放。

第三段：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300字）

在工程施工阶段，为了保护环境，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首先，要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落实防尘、防噪音、防
震动等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其次，合理处理
施工废弃物，做到垃圾分类收集和合理处置，尽量减少废弃
物对环境的污染。同时，要做好环境监测，随时掌握施工过
程对环境的影响，并调整施工方法，以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
响。最后，要注重生态保护，保护原有植被和动物栖息地，
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确保工程建设不破坏生态平衡。

第四段：后期管护与环境修复（300字）

工程项目完成后，我们应该加强对工程设施的后期管护，保
证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环境的稳定。及时清理施工遗留下的问
题和隐患，确保设施的安全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
对受损的环境进行修复工作，恢复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功能。
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水体治理等方式，净化水和空气，提高
自然环境的质量。在管护和修复过程中，我们要注重与当地
社区和居民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好环境的整体状态。



第五段：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250字）

工程中的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环保要求，更是为
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环境保护的措施，可以减少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绿色、低碳
的发展模式。同时，环境保护还可以提高工程项目的社会形
象和声誉，增强社会对工程建设的认可。只有将环境保护作
为工程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将责任融入到整个工程项目的
全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相辅相成。

总结（100字）

工程中的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而持续的任务，需要我们积极
参与和努力。通过合理规划与设计、施工阶段的环境保护、
后期管护与环境修复等措施，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工程
对环境的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只有形成全社会的
共识和努力，才能建设出更加美丽、健康的环境，造福于后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