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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福建理工大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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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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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085701）、安全工程（085702）、

土木水利（085900）

基本内容:

环境学导论

一、课程性质

《环境学导论》是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在向学生介绍环境工程基本理论和

基本概念的同时，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点阐述各主要环境要素中由于人类活动而出现的

污染问题；污染产生的原理及对人类的危害；污染控制和防治技术的基本原理、技术和方

法。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后，能够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和环保意识，掌握环境工程基础

知识，对环境工程问题能够进行基本的分析、表达并解决。

二、考纲范围

1、引言

环境及环境系统的基本概念及特点；环境分类及环境特性；环境质量的定义；环境功

能的定义及分类；环境容量及环境自净能力的定义；环境问题的分类、成因、现象及联系；

环境污染的定义；环境问题的典型表现及变化趋势；环境问题的实质及解决；环境科学的

定义及研究内容；环境工程的定义及任务。

2、环境工程建筑学

环境工程建设基本程序及各阶段主要任务；建筑物的组成；构筑物设计的主要任务及

影响安全度的主要因素；地基局部处理的方法；“三算”制度的含义；设计概算的定义及

作用；施工图预算的定义及作用；竣工决算的定义及作用。

3、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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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的组成；大气层的结构及各层特点；大气污染源的类型；大气污染物定义、种类

及来源；掌握几种常见的大气污染现象的定义及成因，包括硫酸烟雾、光化学烟雾、酸雨、

臭氧空洞、温室效应；大气污染的危害；颗粒污染物控制技术的类型、原理、特点及适用

条件；主要气态污染物的化学特性及控制技术；大气污染物稀释控制法的定义及原理，恶

臭气体主要控制方法；双碱法脱硫工艺。

4、水污染控制技术

区分水与水体的概念；水体污染物分类及来源；水质与水质指标的定义、分类及相互

关系；水体自净的定义、特征和机理；废水的性质；区分 BOD 与 COD；废水一级、二级、

三级处理的原理及主要方法；废水处理的主要方法，包括物理处理法、化学处理法的原理

及作用；生物处理法的种类、原理及适用情况；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流程及各环节的作用；

发酵、呼吸、好氧生物处理、厌氧生物处理及脱氮除磷的基础理论；理解酸度、碱度、溶

解氧浓度，了解水俣病和骨痛病的成因。

5、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及其资源化技术

固体废弃物的定义、特点及危害；固体废物的主要来源、分类及产生量；固体废物管

理的主要内容；我国固体废物管理的主要制度；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主要方法、定义或原

理；固体废物的压实、破碎与分选的定义及原理；固体废物分选常用方法及其原理；污泥

的来源及产生量；污泥含水率与污泥体积的计算；污泥处理技术及其原理；区分好氧消化

与厌氧消化；固体废物高温处理技术的种类、原理及区别；固体废物好氧堆肥和厌氧消化

的机理、过程及工艺要求；危险废物的定义、特性、危害及种类；危险废物的固化/稳定化

常用处理技术的种类、原理和特点；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理技术的种类；填埋场的选址原则。

6、噪声污染控制技术

基本概念及环境噪声的主要特征；噪声的分类；声源类型确定；掌握声速和波长的计

算；声的衰减及声音三要素；噪声的控制措施；工业噪声源的综合整治；工业小区的防噪

规划。

7、其他污染控制技术

常用的振动污染控制方法；放射性废液、固体废物的处理及处置方法；热污染的定义；

城市热岛效应；热污染的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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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相关考试要求

（ 本科目考试方式是笔试闭卷考试，考试题型包括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判断

题、计算题、简答或分析题、综合论述题等，满分分值 150 分、答题时间 180 分钟。

参考书目：

《环境工程概论》（李铌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1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四版）下册（高廷耀、顾国维、周琪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宁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01

考试说明：

专业课考试科目可以携带计算器(不具有编程、记忆功能的)、丁字尺、三角板等绘图

工具。

说明：

1、考试基本内容：一般包括基础理论、实际知识、综合分析和论证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有些课程还应有

基本运算和实验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字数一般在 300 字左右。

2、难易程度：根据大学本科的教学大纲和本学科、专业的基本要求，一般应使大学本科毕业生中优秀学

生在规定的三个小时内答完全部考题，略有一些时间进行检查和思考。排序从易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