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6：

福建理工大学

2026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课课程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名称: 资源与环境基础

二、招生学院（盖学院公章）：生态环境与城市建设学院

三、招生专业（专业代码）：土木工程（081400）、资源与环境（085700）、土木水利（085900）

资源与环境基础

一、课程性质

《资源与环境基础》适用于土木工程（包括市政工程方向、供热供燃气通风与空调工

程方向）、资源与环境以及土木水利（包括市政工程方向、人工环境工程方向）三个专业，

包含 A、B、C三个模块。A 模块为《环境工程概论》，B模块为《水力学》，C模块为

《传热学》。考生可以在 A、 B 、C三个模块中任选其一进行答题。本课程重点测试考

生观察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二、考纲范围

考生可以在 A、 B 、C 三个模块中任选其一进行答题

A 模块： 环境工程概论

1、绪论

理解环境的基本概念、分类；了解环境问题的类型和内容；了解历史上典型的环境污

染事件；理解环境保护的概念和内容；了解我国的环保方针和法规体系；掌握生态系统基

本知识；了解能源的内涵及分类；了解能源开采对环境的影响；了解我国的能源法基本知

识；了解清洁能源的概念；掌握环境污染对人体的危害；掌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两大

基石；掌握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措施；掌握环境污染控制类型及内涵；掌握我国的环

境管理政策和制度；掌握环境质量管理和环境监测的基本内容；掌握环境规划的概念及分

类。

2、水污染与控制

区分水与水体的概念；掌握常用的各种水质指标的内涵；了解常见的用水水质标准；

掌握污水排放标准的主要内容；掌握水污染物种类及其危害；掌握水体自净基本内容；了

解社会水循环的内涵；掌握各种污水常规处理技术及应用；了解地表水污染及防治原则。

3、空气污染与控制

掌握大气污染的概念及分类；了解大气层的分层结构及空气的组成；了解我国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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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空气质量标准的基本内容；掌握空气污染的来源、类型和主要的空气

污染物；了解我国空气污染近况及空气污染综合防治措施；理解空气污染影响因素的主要

内容；理解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与下垫面的关系；掌握颗粒污染物治理方法；掌握气态污染

物净化方法；掌握典型的全球性大气环境问题。

4、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利用

掌握固体废物的概念、特性及危害；了解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分类；理解固体废物全过

程控制管理和 “三化”防治原则；理解垃圾转运的必要性；掌握固体废物的常规处理、

处置技术；理解危险废物的概念和性质；掌握危险废物的固化法；掌握危险废物的最终处

置方法；掌握污泥的性质及处理处置方法；掌握污泥含水率的相关内容；了解垃圾分类的

含义。

5、其他污染与防控

了解土壤相关的概念；理解土壤组成和土壤生态系统；理解土壤的性质与功能；了解

土壤环境容量；理解土壤污染的来源和特点；了解土壤污染的危害；理解土壤修复的内涵；

理解治理与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原理与技术；理解土壤有机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了解

土壤退化的类型。

了解噪声和噪声污染的特点及危害；了解表征声的基本物理量；了解噪声控制的一般

原理； 了解常用的吸声技术和隔声技术；了解消声器的分类和基本特点；了解振动的危

害及振动控制的基本技术。

了解电磁辐射的危害和防护措施；了解放射性辐射污染的特点和危害；了解放射性辐

射防护方法；了解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技术；了解热污染的含义、类型及危害；了解光

污染的含义、性质和危害。

B 模块：水力学

1、绪论

了解作用在流体上的两种形式的力：质量力和表面力；理解流体的主要力学性质：惯

性、重力特性、压缩性和热胀性；掌握粘滞性；了解力学模型：连续介质、无粘性流体（理

想流体）、不可压缩流体。

2、流体静力学

掌握流体静压强的分布规律；掌握压强的计算基准和度量单位；了解液柱测压计；掌

握作用于平面的液体压力；掌握作用于曲面的液体压力。

3、一元流体动力学基础

了解描述流体运动的两种方法；理解恒定流动和非恒定流动；理解流线和迹线；了解

一元流动模型；掌握连续性方程；理解恒定元流能量方程；了解过流断面的压强分布；掌

握恒定总流能量方程式；掌握能量方程的应用；了解总水头线和测压管水头线；掌握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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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量方程。

4、阻力损失规律

了解沿程损失和局部损失；掌握层流与紊流的判别准则；掌握雷诺数；理解均匀流动

方程式；理解圆管中的层流运动；了解尼古拉兹实验；理解非圆管的沿程损失；掌握管流

的局部损失；理解减小阻力的措施。

5、孔口、管嘴和管路流动

掌握孔口自由出流；理解孔口淹没出流；掌握管嘴出流；了解简单管路；了解管路的

串联与并联；理解管网计算基础；了解有压管中的水击。

6、相似性原理和因次分析

理解流体力学中的量纲和谐原理，了解定理内容；理解几何、运动、动力相似之间的

关系，了解牛顿相似原理；理解弗汝德准则、雷诺准则，会弗汝德准则的应用；了解模型

设计过程。

7、明渠

掌握明渠恒定均匀流的计算公式，掌握水力最佳断面及允许流速；理解明渠恒定均匀

流的水力计算；了解明渠非恒定流的特性及波的分类，了解明渠非恒定流的基本方程式。

C 模块：传热学

1、绪论

掌握导热、热对流、对流换热、热辐射、辐射换热、传热、传质和热阻等基本概念；

理解壁面两侧的传热过程，掌握传热过程基本计算式。

2、导热基础

理解温度场、温度梯度、热流密度、导热系数和热扩散率等基本概念；掌握傅里叶导

热定律；了解导热微分方程式，导热过程的边界条件。

掌握平壁导热的温度分布，热流密度分布特性；理解圆筒壁和肋壁的导热特性，如温

度分布、热流密度分布、肋效率等；了解具有内热源的平壁导热特性，如温度分布和内热

源性质等。

了解无限大平壁瞬态导热的非正规状况阶段和正规状况阶段的特点；理解傅里叶准则

（Fo）、毕渥准则（Bi）和集总参数法；了解周期性非稳态导热的温度波特性，蓄热系数。

了解导热项的中心差分表达式，能够应用控制容积法建立内节点、边界节点的离散方

程；了解非稳态导热的显式离散格式和隐式离散格式。

3、对流换热

了解影响对流传热的主要因素；了解局部对流换热系数的定义式，对流传热微分方程

组的推导；理解流动边界层和温度边界层的特点及其作用；了解数量级分析与边界层微分

方程；理解努谢尔特数（Nu）、普朗特数（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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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入口段和充分发展段的概念；掌握管内受迫对流换热、外掠圆管对流传热的对流

换热系数曲线特性，换热量的计算；了解自然对流的基本概念、特点和类型；了解瑞利准

则（Ra）和格拉晓夫准则（Gr）；理解自模化现象。

了解膜状凝结和珠状凝结换热的概念；了解影响膜状凝结的因素和强化传热的措施；

理解大空间沸腾传热过程和沸腾曲线；了解热管的工作原理及影响因素。

4、辐射换热

了解辐射力和辐射强度的概念；了解普朗克定律、维恩位移定律、斯蒂芬—玻尔兹曼

定律、兰贝特余弦定律和基尔霍夫定律。

理解角系数、辐射空间热阻、辐射表面热阻的定义；了解气体辐射和太阳辐射的基本

特点；掌握两个黑、灰表面间辐射换热的计算。

5、传热和换热器

理解简单复合传热的传热特性、传热量计算；理解传热的强化和削弱方式；了解换热

器的形式、基本构造和性能评价；理解算术平均温度差和对数平均温差的定义。

三、其他相关考试要求

本科目考试方式是笔试闭卷考试，满分分值 150分，答题时间 180分钟。

参考书目（下列书目及相近书目均可参考）：

A模块考生参考书目：

1、朱蓓丽，程秀莲，黄修长.环境工程概论（第五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23
B模块考生参考书目：

1、吴玮，张维佳.水力学（第三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0
2、徐正坦.流体力学（第二版）.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C模块考生参考书目：

1、朱彤，安青松，刘晓华，等.传热学（第七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2
考试说明：

本考试科目不能使用任何形式的计算器， 考生入场不能携带计算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