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化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 

《环境工程》考试大纲 
（本考试大纲包含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工程和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 水污染控制工程（35分） 

 

一．适用的招生专业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 

二．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各种水处理工艺的基本原理、运行特点，了解各种处理工艺

的适用范围。要求考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了解水污染的概况、各类废水的特征及水污染控制的基本原则； 

2．掌握水和废水化学及物理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工艺、发展方向及主要装置或构筑

物的设计计算; 

3．掌握水和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的基本原理、工艺、发展方向及主要装置或构筑物的设

计计算， 

4．初步具有对各类水处理工艺系统的规划与设计能力。 

三．考试的方法和考试时间 

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小时。 

四．考试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1．总论 

了解水中杂质的种类与性质，了解并掌握水体自净的基本原理，了解污水的排放标准和

用水水质标准，了解主要单元水处理方法。 

2. 格栅 

了解格栅的分类与设计及其适用的处理对象 

3. 混凝 

掌握胶体的稳定存在的主要原因、混凝机理，了解混凝剂的分类及使用，掌握影响混凝

的主要因素，了解混凝反应动力学及主要混凝设备。 

4. 沉淀和气浮 

掌握沉淀的分类及不同沉淀类型主要特点；掌握沉淀池的分离效率的计算；掌握各种形



式的沉淀池的基本构造、原理及适用范围；掌握气浮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应用的气浮装置

的类型及特点。 

5. 过滤 

掌握过滤的基本；了解原理快滤池的构造和工作过程；掌握滤料层污染物分布的规律；

了解配水系统的主要形式及适用范围；掌握影响滤池的反冲洗效果的主要因素；了解过

滤技术的新发展。 

6． 吸附 

了解主要吸附剂的特点及主要性质；了解吸附效果的评价方法；掌握活性炭的吸附性能

与影响因素；了解活性炭吸附装置的主要运行形式与再生方法。 

7. 氧化还原与消毒 

了解并掌握氧化还原的主要工艺的特点及适用条件；掌握主要消毒方法及常用消毒剂的

主要特点。 

8. 离子交换 

了解离子交换剂的种类及主要性质；掌握水软化及除盐的主要工艺；了解离子交换装置

的实际应用情况。 

9. 膜法 

了解并掌握膜的分类，掌握电渗析、超滤及反渗透工艺的主要特点及运行时的要求。 

10. 其他物化处理方法 

了解化学沉淀、中和法的主要运行形式及特点。 

11. 活性污泥法  

了解活性污泥法的基本概念与流程；掌握活性污泥法的净化机理与影响因素，包括微生

物增殖曲线、 影响活性污泥运行的主要因素；掌握活性污泥法的动力学基础，包括米

--门公式、莫诺方程式及推论、劳伦斯—麦卡蒂方程式；掌握活性污泥法的各种变化及

特点；掌握曝气池的需氧与供氧，包括 双膜理论、影响氧传递的主要因素；了解并掌

握活性污泥系统的工艺设计；掌握活性污泥法污水处理系统的过程控制与运行管理；了

解并掌握活性污泥法的发展与新工艺，包括氧化沟、SBR 工艺、膜生物反应器的主要特

点。 

12. 生物膜法 

了解生物膜法的基本概念与流程；掌握生物膜法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包括生物滤池、

生物转盘、生物接触氧化法、生物流化床工艺运行的主要特点；并掌握生物膜法与活性

污泥法的主要异同点。 

13. 厌氧生物处理 

掌握厌氧生物处理的基本机理及影响厌氧生物处理运行的主要因素；了解厌氧生物处理

的主要工艺及特点；了解厌氧生物处理的启动与运行。 

14. 自然生物处理 



了解自然生物处理的基本原理；了解稳定塘、土地处理系统的主要运行形式及特点。 

15. 废水的深度处理与回用 

了解营养物质的危害；掌握物化法脱氮除磷的基本方法及适用条件；掌握生物脱氮、生

物法除磷的基本原理及主要工艺的特点。 

16. 污泥的处理与处置 

了解污泥的分类、特征与性质；了解污泥的稳定化处理方法、污泥的干化与脱水、污泥

的干燥与焚烧和污泥的综合利用和最终处置。 

17. 废水处理厂的规划与设计 

掌握污水处理工艺系统选择的原则和基本思想，并能根据实际水质情况选择恰当的处理

工艺流程。 

五．试卷结构 

本部分试卷满分 50 分，全部为解答题。 

六．主要参考书 

张自杰编著，《排水工程》下册（第四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 6月 

 

第二部分 固体废物工程（35分） 

 

一．适用的招生专业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 

    二．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 

1．了解固体废物的定义、性质与污染危害特性; 掌握有关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经济政

策,并学会使用这些知识对固体废物进行管理。 

2．了解城市生活垃圾的来源、分类与组成; 掌握城市生活垃圾的存放、收集与运输方

法, 并会设计垃圾的收运路线。 

3．掌握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处置技术, 包括垃圾的物理处理、厌氧消化、生物堆肥、

热解气化、焚烧处理和卫生填埋处置。要求掌握这些方法的基本工作原理, 主要设

备工作原理和工艺过程、特点及应用。 

4．了解工业固废的产生、分类、性质与污染危害特性；掌握冶金、矿业、石油化学工

业典型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和利用方法, 重点掌握各种处理方法的基本工作原理和

典型工业固废的处理处置方法和资源化利用途径。 

5．了解农业固废的产生、性质和污染危害特性；掌握作物、动物和食品加工业固体废

物的处理处置和利用方法, 重点掌握各种处理方法的工作原理和典型农业固废的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途径。 



6．了解危险废物的定义、性质与污染危害特性；掌握危险废物贮存、收集和运输特点，

以及常用的处理处置方法。重点掌握危险废物固化处理的基本工作原理、方法和应

用特点，以及危险废物焚烧处理和安全填埋处置的特点。 

三．考试的方法和考试时间 

考试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小时。 

四．考试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一) 总  论   

1. 固体废物的定义、特性与污染危害  

——什么是固体废物？固体废物有哪些特有的性质？固体废物对环境有哪些危

害？ 

2. 固体废物的来源、分类与组成  

——固体废物来自于哪些地方？根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它可分为哪些类别？固体废

物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组成？ 

3. 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政策  

——固体废物的全过程管理原则、“三化”原则和危险废物优先管理原则包含的内

容有哪些？ 

4. 固体废物管理的经济政策 

——国内外固体废物管理有哪些经济手段和方法？各有哪些特点？ 

(二) 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工程  

1. 城市生活垃圾的来源、分类与组成 

——城市生活垃圾的定义是什么？它有哪些来源？可分为几类？其物理、化学和生

物组成的特点有哪些？ 

2. 城市生活垃圾的存放、收集与运输 

——城市生活垃圾是如何存放的、收集与运输的？又是如何中转的？垃圾的收运路

线是如何设计的？ 

3. 城市生活垃圾的物理处理  

——城市生活垃圾的压实、破碎和分选方法有哪些？作用和工作原理分别是什么？

主要设备的工作过程如何？  

4. 城市生活垃圾的厌氧消化处理 

——厌氧消化处理的原理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厌氧消化反应器有哪些类

型？各种厌氧消化反应器的工作过程和特点如何？ 

5. 城市生活垃圾的堆肥化处理 

——堆肥化处理的原理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堆肥化设备和工艺有哪些类

型？其工作过程、特点和适用范围如何？ 

6. 城市生活垃圾的热解处理 

   ——热解处理的原理是什么？影响因素有哪些？热解反应器有哪些类型？各种热解 

反应器的工作过程和特点如何？ 

7. 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 

——焚烧处理的原理是什么？影响焚烧的因素有哪些？焚烧设备有哪些类型？各

种焚烧设备的特点如何？焚烧尾气的组成、特点和处理方法是什么？焚烧余热是如

何利用的？二恶英的化学结构、危害性质和处理方法是什么？ 

8. 城市生活垃圾的卫生填埋  



——垃圾卫生填埋的发展历史、类型和工作原理是什么？垃圾卫生填埋场是如何设

计和运行的？垃圾在卫生填埋场内是如何降解的？填埋气的产生、成分组成和收集

利用方法是什么？渗滤液的产生、成分组成和处理方法是什么？卫生填埋场的后期

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9. 城市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回收利用  

——如下回收物是如何收集、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包括废纸、废塑料、废橡胶、

废旧电池、废旧电器等。 

(三) 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工程  

1.冶金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炉渣是如何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钢渣是如何

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有色冶金固体废物是如何产

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2.矿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粉煤灰是如何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煤矸石是如

何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3.石油化学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石油炼制业固体废物是如何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氯碱业、纯碱业、酸业和化肥工业固体废物是如何产生、分类的？有何特有的性质？处理与

利用方法有哪些？ 

(四)危险废物处理与利用工程  

1. 危险废物的来源与分类 

——危险废物是如何定义和分类的？危险废物来源于哪些行业？它有哪些性质和特点？ 

2.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危险废物的贮存、收集和运输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有哪些？固化

处理的原理、方法是什么？水泥、玻璃、塑料等固化工艺和应用范围是什么？危险废物的焚

烧处理和安全填埋处置有哪些特点和特殊的要求？ 

(五)农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工程  

1.作物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作物固体废物的来自于哪里？作物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2.动物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动物固体废物的来自于哪里？动物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3.食品工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 

——食品固体废物的来自于哪里？食品固体废物处理与利用方法有哪些？ 

五．试卷结构 

本部分试卷满分为 35 分，全部为解答题。 

六．主要参考书 

李秀金．固体废物工程．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第三部分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30 分） 

 

一．适用的招生专业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 

二．考试的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地理解大气污染控制的基本理论、各种控制方法的基本原理、典型控制设

备的结构特征，以及典型工艺和设备的设计计算。要求考试具有分析和解决大气污染控制工

程问题的能力。 

1. 了解主要大气污染物及其发生源，大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综合防治措施； 

2. 了解大气扩散的基本原理，初步学会估算大气污染物浓度和烟囱高度； 

3. 掌握有关除尘技术的基本理论，具有选用除尘设备、设计除尘系统的能力； 

4. 掌握气态污染物控制的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能进行一般气态污染物控制系统的设计

和典型设备的工艺计算。 

三．考试的方法和考试时间 

考试为闭卷笔试，可以使用无字典和编程功能的电子计算器；考试时间为 1小时。 

四．考试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1. 概论 

掌握大气污染的概念，大气污染物常见的分类及形式。 

掌握大气环境标准的种类、作用。 

了解国内外大气污染概况，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措施。 

2. 燃烧与大气污染 

掌握燃料燃烧的性质及影响燃料燃烧的主要因素及煤的成分的表示方法及相关的

计算。 

了解燃烧过程中 SOX、颗粒物等污染物的形成与控制。 

掌握燃烧过程中所需要的理论空气量与烟气量的计算。 

3. 大气污染气象学 

了解大气层的结构及气温、气湿、气压、风等主要气象要素的含义及表示方法和大

气边界层中风随高度的变化。 

掌握气温直减率和大气稳定度的概念，两者关系，及对大气扩散的影响。 

了解逆温的定义，种类以及与大气污染的关系。 

4. 大气扩散浓度估算模式 

掌握点源的高斯扩散模式及浓度估算。 

掌握烟囱的设计计算。 



了解厂址选择。 

了解特殊气象条件下的扩散模式及城市和山区的扩散模式及线源和面源扩散模式。 

5. 颗粒物染物控制技术基础 

了解颗粒的粒径的定义方法及其物理性质。 

掌握粉尘粒径分布的定义、表示方法及净化装置技术性能的表示方法及计算。 

了解颗粒捕集运动过程中受到各种外力（阻力、重力、离心力、电场力等）作用时

的受力和运动情况。 

6. 除尘装置 

掌握重力沉降室的工作原理，性能，设计计算。 

掌握旋风除尘器的工作原理，性能，设计计算及选型及电除尘器的工作原理，结构，

除尘过程，驱进速度和捕集效率的计算公式及其设计。 

了解惯性除尘器的工作原理，结构形式。 

掌握湿式除尘器的除尘机理，文丘里洗涤器的设计及过滤式除尘器的工作原理，性

能，设计。 

了解除尘器的选择和发展情况。 

7. 气态污染物控制技术基础 

掌握吸收过程中存在的气液平衡关系。 

掌握吸收过程中的传质速率方程。 

了解双膜理论，吸附的定义，分类及吸附剂性质、种类、吸附机理，吸附工艺与设

备计算。 

了解催化作用的概念及催化反应器的设计。 

8. 硫氧化物的污染控制 

掌握低浓度二氧化硫烟气脱硫的方法，工艺及原理。 

了解燃烧前燃料脱硫方法。 

掌握高浓度二氧化硫尾气的回收与净化原理，方法。 

9. 固定源氮氧化物污染控制 

了解我国氮氧化物污染状况和治理措施，氮氧化物的产生原理 

了解主要的 NOx的燃烧控制技术 

掌握烟气脱硝技术（SCR）的原理、系统组成，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了解 NOx的 SCR控制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其他 NOx控制技术 

10. 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 

了解挥发性有机物的性质和危害。 

了解挥发性有机物的污染预防及其污染控制方法。 

11. 城市机动车污染控制 

了解交通源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 

掌握汽车发动机污染物的形成与控制。 

了解柴油机污染物的形成。 



了解减少空气污染的交通管理对策。 

12. 大气污染和全球气候 

掌握温室效应。 

掌握臭氧层的破坏。 

了解酸雨的形成与危害。 

五．试卷结构 

本部分试卷满分 30 分，题型比例如下： 

名词解释 约 20%；简答题   约 20%；计算题   约 30%；论述题   约 30%。 

六．主要参考书 

郝吉明、马广大 主编，《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