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华学院 2024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环境工程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一、考试概况

本课程考试是为在环境监测技术及相关专业中选拔优秀专科毕业生进入本

科阶段学习而组织的考试。《环境工程学》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核心

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环境工程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较

全面掌握水与废水处理、水质管理、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物管理和电离

辐射等基本概念、原理和工艺特性等，了解环境工程的最新进展。考试的指导思

想是考查学生对本课程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掌握程度，培养学生能独立分析和

解决环境工程问题的基本素质与创新能力，为以后从事环境治理技术工作、科学

研究与设计奠定良好基础。

二、考试方式与考试时间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满分为 150 分

（3）考试时间：90 分钟

三、参考书目

（1）蒋展鹏等编《环境工程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

（2）《环境工程学》，郑正编著，科学出版社，2004 年。

第二部分 考试范围、考试内容及试卷结构

一、 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

1.绪论与第一章 水质标准和水体净化

【内容与要求】

（1）熟悉掌握水质指标的定义和分类；水体自净原理；水环境容量的定义；

废水性质；水中污染物的种类；给水和废水处理的方法和工艺流程。

（2）了解地球上水的分布及循环以及水体的自然污染和人为污染。

【考核要点】

重点：氧垂曲线的定义、机理，水质污染指标种类。



难点：水质指标的分类及具体的含义；氧垂曲线的意义。

2.水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内容与要求】

（1）熟悉掌握水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2）掌握水中粗大颗粒、胶体和溶解性物质的去除方法；

（2）掌握水中有害微生物的去除方法；

（3）重点掌握混凝机理、消毒原理；

（4）了解水的其他物理化学处理方法。

【考核要点】

重点：沉淀、混凝、吸附、离子交换。

难点：混凝机理及影响因素。

3.水的生物化学处理方法

【内容与要求】

（1）掌握水的生物化学处理方法；

（2）掌握好氧悬浮、好氧附着、厌氧悬浮、厌氧附着生物处理技术；

（3）掌握污泥处理技术。

（4）了解废水处理的微生物学基础；

（5）了解废水土地处理技术和人工湿地处理技术。

【考核要点】

重点：好氧生物处理原理、厌氧生物处理原理、活性污泥法定义、生物膜法

定义

难点：好氧生物处理原理、厌氧生物处理原理、活性污泥法定义、生物膜法

定义。

4.水处理工程系统与废水最终处置

【内容与要求】

（1）掌握给水与排水工程系统以及再生水系统的组成及用途；

（2）了解废水最终处置的流程及意义。



【考核要点】

重点：给水与排水工程系统；再生水系统。

难点：再生水系统。

5.大气污染污染与空气质量管理

【内容与要求】

（1）掌握大气污染的定义、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和来源；

（2）掌握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方法；

（3）掌握大气的结构及组成；

（4）掌握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考核要点】

重点：大气污染定义、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大气污染的来源和影响。

难点：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方法。

6.颗粒污染物控制技术

【内容与要求】

（1）掌握颗粒污染物控制原理、颗粒物的粒径及其分布、颗粒物物理性质

及其捕集的理论基础；

（2）掌握机械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掌握电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4）掌握布袋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5）掌握除尘设备的比较和选择方法。

【考核要点】

重点：颗粒污染物控制原理；机械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布袋除尘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除尘设备的比较和选择方法。

难点：布袋除尘、机械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除尘设备的比较和选择方法。

7.气态污染物控制技术

【内容与要求】

（1）掌握气态污染物净化原理与控制方法（吸收法、吸附法、催化法）；

（2）掌握吸收平衡及吸收速率方程；



（3）掌握二氧化硫污染控制技术；

（4）掌握氮氧化物污染控制技术；

（5）了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技术。

【考核要点】

重点：气态污染物净化原理与控制方法；二氧化硫污染控制技术；氮氧化物

污染控制技术；布袋除尘、机械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除尘设备的比较和选择

方法。

难点：布袋除尘、机械除尘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除尘设备的比较和选择方法。

8.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

【内容与要求】

（1）掌握汽油车污染物的形成机理；

（2）掌握汽油车污染物控制技术；

（3）了解柴油发动机污染物的形成机理与控制技术。

【考核要点】

重点：汽油车污染物的形成机理；汽油车污染物控制技术。

难点：汽油车污染物控制技术。

9.固体废物管理系统

【内容与要求】

（1）掌握固体废物的涵义、产生途径、分类与性质；

（2）掌握固体废物的产量与减少产量的途径；

（3）掌握城市垃圾的收集、贮存与运输；

（4）了解固体废物对人类环境的危害；

（5）了解危险废物的含义及鉴别。

【考核要点】

重点：固体废物的产量与减少产量的途径；城市垃圾的收集、贮存与运输；

难点：固体废弃物减量化途径。

10.城市垃圾处理技术

【内容与要求】

（1）掌握压实的含义与性质；



（2）掌握垃圾破碎的意义；

（3）掌握城市垃圾分选原理及分类；

（4）了解城市垃圾的压实技术、破碎机械技术；

（5）了解固废的脱水及危险废物的处理技术。

【考核要点】

重点：城市垃圾的压实技术、城市垃圾的破碎技术、城市垃圾分选技术、城

市垃圾的脱水与干燥、有毒有害废物的化学处理与固化。

难点：城市垃圾的压实技术以及脱水与干燥。

11.固体废物资源化、综合利用与最终处置

【内容与要求】

（1）掌握城市垃圾的焚烧与堆肥技术；

（2）掌握固废的最终处置技术；

（3）了解固废资源化的意义及资源化系统。

【考核要点】

重点：城市垃圾的焚烧与堆肥技术；固废的最终处置技术

难点：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途径。

12.噪声、电磁辐射、放射性与其他污染防治技术

【内容与要求】

（1）掌握噪声的基本概念及对人体的危害；

（2）掌握电磁辐射危害；

（3）掌握放射性废物的危害；

（4）了解噪声的测量及控制技术；

（5）了解电磁辐射及放射性废物的控制技术；

（6）了解振动污染及防治技术。

【考核要点】

重点：噪声污染与防治技术；电磁辐射污染与防治技术。

难点：噪声、电磁辐射、放射性污染物污染原理。

二、试卷结构

1．命题范围



命题范围涵盖课程的所有章节，本大纲所提到的知识点是重点。

2．难易程度

本试题难易程度可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试卷中所占的

比例约为 2:3:3:2。

3．试卷分值

试卷满分为 15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