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 2025 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专业科目考试要求

《环 境 学 概 论》课程专升本考试大纲

Ⅰ. 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提供全面的环境科学基础知识，旨在培养学

生对环境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解决能力。课程内容覆盖水、大气、土壤、固体

废物等环境要素，深入探讨各要素的组成、特性、污染机制及其防治策略。

学生将学习水资源管理、大气和土壤污染控制、废物处理技术，以及物理和

生物环境的保护策略。课程还涉及全球变化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人与

环境和谐相处的原则，以及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通过本课程，

学生不仅能够识记环境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而且能够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

性，学会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问题，为后续学习各种污染控制

工程课程及环境影响评价等相关课程打下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第一章 水环境

理解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基本概念，掌握地球上水循环的主要过程，识记

全球水资源的分布与管理策略。熟悉水灾害的类型、成因及预防措施，了解

水污染的主要来源、特征污染物及其环境效应。掌握水环境质量标准和评价

方法，学会应用水污染控制技术和策略。

第二章 大气环境

理解大气的成分、分层结构及边界层特征，识记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和

污染物。掌握空气质量的评价标准和监测方法，熟悉大气污染控制的技术手



段和相关环境政策。

第三章 土壤环境

理解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形成过程，掌握土壤环境的物理性质和胶体物

质。熟悉土壤酸度、氧化还原性及矿化作用，了解土壤污染的来源、污染物

迁移转化规律和自净能力。掌握土壤环境标准和污染防治措施，学会应用土

壤污染防治技术和策略。

第四章 固体废物

理解固体废物的来源、分类、定义和排放量，掌握固体废物污染的控制

和管理方法。熟悉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技术，了解固体废物资源化与综合利

用的途径。学会应用固体废物管理策略，预测其对环境的影响。

第五章 物理环境

理解物理环境问题的形成机制和影响，识记物理环境问题的主要来源和

控制方法。掌握噪声、电磁辐射、放射性污染、光污染和热污染的防治技术

和策略，学会综合解决物理环境问题。

第六章 生物环境

理解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识记环境污染对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的

影响。掌握环境生物技术在解决全球变化问题中的应用，学会应用生物技术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提升生物安全。

第七章 全球变化

理解全球变化的概念、研究重点和影响后果，掌握气候变化的历史趋势

和预测方法。熟悉全球变化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学会评估全球变化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



第八章 环境多样性原理

理解多样性原理的核心概念，识记自然环境多样性的组成要素。掌握人

类活动对多样性的影响和保护策略，学会应用多样性保护方法。

第九章 人与环境和谐原理

理解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基本原则，识记适应生存和生态适应的基本原

理。掌握环境安全、健康、舒适和欣赏的概念，学会应用和谐相处策略。

第十章 规律规则原理

理解规律规则原理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识记环境基准和质量标准的关

键要素。熟悉环境技术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方法，学会应用环境规则解决实际

问题。

第十一章 五律协同原理

理解五类现象与五类规律的关系，掌握五律协同原理在环境管理中的应

用。学会应用五律协同原理解决环境问题。

第十二章 环境科学

理解环境科学的发展历程和学科体系，掌握环境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论。熟悉环境科学的研究动态和应用实践，学会应用环境科学研究方法。

Ⅱ . 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试卷满分200分，考试时间150 分钟。

二、试卷结构



试卷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

其中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等客观题总和约占总分的25%-35%，名词解

释、简答题、论述题等主观题约占总分的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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