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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 2026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环境监测 科目代码 805

一、考察性质

《环境监测》考试是为江汉大学招收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自主命题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学生

掌握大学本科阶段环境监测课程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以及综合应用多

种方法处理环境监测实践问题的能力，评价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

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保证被录取者具有较扎实的环境监测基础理论知识与操作技

能，有利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考察目标

《环境监测》考试旨在考查境监测的基本概念、环境监测技术进展、监测方案

的制订、样品采集及保存技术、样品预处理技术、分析测定技术、质量保证技术以

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环境监测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应能：

1.了解环境监测的目的、分类、主要内容、特点和环境监测技术进展；

2.掌握主要环境介质的监测方案制订、监测点位布设、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样

品的预处理、代表性指标的测定方法等内容；

3.掌握常用的监测数据处理方法及实验室内部质量保证措施。

三、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时间：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3小时。

2.试卷满分：150 分。

3.考试形式：闭卷、笔试。

4.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30分（共 10题，每小题 3分）

简答题 60分（共 10题，每小题 6分）

综合技能题 60分（共 3题，每小题 20分）

5.试卷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约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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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主要环境介质的监测点位布设、样品的采集与保存、样品的预处

理、主要监测方法的技术原理及方法的选择、监测数据处理方法等，约占 40%；

第三部分：监测方案的制订、监测数据的综合分析、实验室内部质量保证措

施的应用等，约占 40%。

四、考察内容

第一章 绪论

1. 掌握环境监测概念，理解环境监测与环境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2. 熟悉环境监测的目的、分类和环境监测的特点；

3. 掌握环境监测的一般过程；掌握环境标准的分类和分级；

4. 了解环境监测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 水和废水监测

1. 明确水质监测的对象和目的、监测项目；

2. 掌握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和水污染源监测的方案制订；地表水监测断面和

采样点的设置，工业废水采样点的设置，采样的时间和频率；

3. 熟悉水质监测方法体系及监测方法的选择原则；

4. 掌握水样保存方法和水样预处理的方法；

5. 了解水样温度、颜色、残渣、浊度、透明度等物理指标的测定；

6. 掌握水体重金属的测定方法；

7. 掌握水体有机污染指标的含义，重点掌握 COD、BOD5 和高锰酸盐指数的

测定；

8. 掌握 DO、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凯氏氮、总氮和总磷的含义及

其测定方法；

9. 掌握离子色谱法测定水体阴离子的方法原理；

10. 了解石油类样品采集及测定，了解酚类的测定。

第三章 空气和废气监测

1．了解大气污染源的类型、大气污染物的存在状态；掌握大气污染物浓度表

示方法及其换算；

2. 掌握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和大气污染源监测方案的制订，监测站（点）的布

设，采样频率和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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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常用的空气样品采集方法和采样仪器的使用；

4. 掌握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指标的采样技术、测定技术及

注意事项；

5. 掌握颗粒物的分类以及各种粒径颗粒物的采样方法及测定方法；了解颗粒

物中化学组分的测定；

6. 掌握环境空气质量指数的计算、环境空气质量状况的分析与判断；

7. 了解烟道气采样点设置；掌握烟气和烟尘样品的采集及监测技术；了解流

动污染源的采样监测方法；

8. 了解主要室内空气污染物及其监测方法。

第四章 土壤、生物和固体废物监测

1. 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方案的制订；掌握和土壤、生物和固体废物监测的

采样布点方法、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2. 掌握有害固体废物定义和鉴别方法；

3. 了解固体废物填埋场监测；

4. 了解土壤污染定义及土壤背景值，了解土壤污染监测特点和生物体污染的

途径；

5. 掌握土壤和生物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6. 掌握土壤样品和生物样品中重金属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测定步骤及注意

事项；

7. 掌握生物监测概念、类型与内容；了解水生生物毒性试验法。

第五章 噪声监测

1. 了解噪声的定义、噪声污染的特征；

2. 掌握级的叠加，计权声级、等效连续声级、噪声污染级、昼夜等效声级、

统计声级；

3. 掌握噪声测量仪器原理及测定注意事项；

4. 掌握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监测和交通噪声监测及其数据处理。

第六章 环境监测数据处理与质量保证

1. 掌握误差、准确度、精密度、灵敏度和检测限；

2. 掌握质量保证的意义和内容，掌握监测数据的五个质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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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质量控制图的绘制和使用；

4. 掌握常用的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措施及其应用；

5. 了解环境标准物质特性及作用。

五、参考书目

1. 《环境监测》（第五版），奚旦立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

六、考试工具（如需带计算器、绘图工具等特殊要求的，需作出说明，没有请

填写“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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