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城市学院 2025 年“专升本”招生考试

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监测》科目考试要求

I．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涵盖环境监测概述、水和废水监测、空气和废气

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土壤质量监测、环境污染生物监测、噪声监测、

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等方面的内容，主要考察考生应用环境监测

相关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环境标准，解决环境监测实际问题的能

力，熟悉特定的监测项目的测定程序与内容，以及综合运用环境监测

的知识解决一些较复杂的应用实例的能力。

一、环境监测概述

考试内容：

环境的概念，环境监测的概念及其分类，环境优先污染物的概念；

环境标准的分类，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关系；环境监测的发展历史，

主要环境监测技术；环境监测的目的与任务，环境标准的作用及应用；.

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的特点。

考核要求：

1.识记：环境的概念；环境监测的概念及其分类；环境优先污染

物的概念。

2.了解：环境标准的分类，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关系；环境监

测的发展历史；主要环境监测技术。

3.简单应用：环境监测的目的与任务，环境标准的作用及应用。

4.综合运用：污染物排放的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的特点。

二、水和废水监测

考试内容：

水样类型、水样预处理方法、水样保存方法；地表水、水污染源



监测布点方法；基本分析测定方法：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法、气相

色谱法、原子发射光谱法等；溶解氧、酸度、碱度、铜锌铅镉、含氮

化合物、含磷化合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

有机碳等指标的标准分析方法及其相关计算；环境监测、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溶解氧等基本概念；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内容。

7.综合运用：运用以上内容解决水与废水监测问题、制定监测方

案。

考核要求：

1.识记：水样类型、水样预处理方法、水样保存方法。

2.了解：地表水、水污染源监测布点方法。

3.了解：基本分析测定方法：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法、气相色

谱法、原子发射光谱法等。

4.简单应用：溶解氧、酸度、碱度、铜锌铅镉、含氮化合物、含

磷化合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总有机碳等指

标的标准分析方法及其相关计算。

5.识记：环境监测、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

溶解氧等基本概念。

6.了解：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内容。

7.综合运用：运用以上内容解决水与废水监测问题、制定监测方

案。

三、空气和废气监测

考试内容：

主要空气污染质量指标如 API、PM10、PM2.5、TSP 等的概念；

空气污染的特点；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环境空气监测布点方法，



空气样品采集方法与采样仪器的组成，直接采样法和富集采样法的适

用情况；大气采样时注意事项；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等气态和

蒸汽态污染物测定的采样方法、标准分析方法；采气体积换算为标况

体积，空气质量监测中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含量测

定数据的计算，了解空气中污染物的存在形态及其时空分布特点；空

气质量监测方案的制定。

考核要求：

1.识记：主要空气污染质量指标如 API、PM10、PM2.5、TSP等

的概念。

2.了解：空气污染的特点；碳达峰、碳中和的意义。

3.了解：环境空气监测布点方法，空气样品采集方法与采样仪器

的组成；直接采样法和富集采样法的适用情况；大气采样时注意事项。

4.简单应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氧等气态和蒸汽态污染物

测定的采样方法、标准分析方法。

5.简单应用：采气体积换算为标况体积；空气质量监测中二氧化

硫、颗粒物、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含量测定数据的计算。了解空气中污

染物的存在形态及其时空分布特点。

6.综合运用：空气质量监测方案的制定。

四、固体废物监测

考试内容：

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等的概念；危险废物的特点，生

活垃圾分类，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固体废物监测方法；危险废物的

危险特性。

考核要求：

1.识记：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等的概念。



2.了解：危险废物的特点；生活垃圾分类；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

固体废物监测方法。

3.简单应用：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

五、土壤质量监测

考试内容：

土壤、土壤背景值等的概念；土壤污染的特点，土壤背景值的意

义，土壤污染监测的采样方法，土壤样品的采集、加工与保存方法，

土壤样品的预处理方法；土壤监测方案的设计，土壤样品中水分，金

属化合物和有机物测定的一般步骤与方法，注意事项，以及测定数据

的计算。

考核要求：

1.识记：土壤、土壤背景值等的概念。

2.了解：土壤污染的特点；土壤背景值的意义；土壤污染监测的

采样方法；土壤样品的采集、加工与保存方法；土壤样品的预处理方

法。

3.简单应用：土壤监测方案的设计；土壤样品中水分、金属化合

物和有机物测定的一般步骤与方法，注意事项，以及测定数据的计算。

4.综合运用：土壤污染监测方案的制定。

六、环境污染生物监测

考试内容：

生物监测、生态监测等的概念；生物监测、生态监测的特点，生

物样品采集制备方法，预处理方法、生物监测、生态监测方法；生物

监测、生态监测在实际应用中相比于物理、化学监测手段的优点。

考核要求：

1.识记：生物监测、生态监测等的概念。



2.了解：生物监测、生态监测的特点；生物样品采集制备方法，

预处理方法。

3.简单应用：生物监测、生态监测在实际应用中相比于物理、化

学监测手段的优点；生物监测、生态监测方法。

七、噪声监测

考试内容：

噪声、声压级、等效连续声级、分贝、响度、响度级等的概念；.

噪声的特点，等效连续声级的意义，噪声监测的布点方法，噪声监测

的注意事项；噪声叠加，声音响度，响度级的叠加；昼夜等效连续声

级的计算，等效连续声级的计算。

考核要求：

1.识记：噪声、声压级、等效连续声级、分贝、响度、响度级等

的概念。

2.了解：噪声的特点；等效连续声级的意义；噪声监测的布点方

法；噪声监测的注意事项。

3.简单应用：噪声叠加；声音响度、响度级的叠加。

4.综合运用：噪声监测方案制定、数据统计与处理；等效连续声

级的计算。

八、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

考试内容：

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相关概念，空白试验、校准曲线、检出

限、检测范围、标准分析方法等基本概念；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

的目的、意义，实验室内和实验室间质量保证内容与方法；环境监测

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方法；环境监测数据修约规则、离群数据检验方法，

监测结果的表达方法。



考核要求：

1.识记：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相关概念；空白试验、校准曲

线、检出限、检测范围、标准分析方法等基本概念。

2.了解：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的目的、意义；验室内和实验

室间质量保证内容与方法。

3.简单应用：环境监测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方法；环境监测数据修

约、离群数据检验、监测结果的表达法。

Ⅱ．考试形式、试卷结构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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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不带存储功能的计算器。

二、试卷结构

试卷包括名词解释、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

其中，名词解释 20分，填空题 20分，选择题 40分，判断题 30分；

简答题 50分；计算题 40分。

三、参考书

1、《环境监测》(第五版），奚旦立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