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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工程技

术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 环境保护概论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环境保护概论》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环境生态工程和生态环境工程技术专业学生

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课程系统介绍了有关环境保护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重点阐述水体

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生态环境、物理等环境的自然特征以及污染的产生、发展和危

害，使学生了解各种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措施，理解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环境规划与

管理等相关内容及研究进展，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必要的专业基础，帮助学生掌握系

统的专业知识，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试卷包括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简答题和论述题。单项选择题是四选一。名词解释

20分，选择题 60分，简答题 40分，论述题 30分。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绪论

1、知识范围

环境及其组成、环境问题和环境科学、环境与人类健康的关系、环境保护的发展历程。

2、考核要求

(1) 了解环境、环境质量、环境问题、环境科学的概念，了解环境的分类、环境问题的

分类。

(2) 理解环境的功能、环境污染物对人体作用的影响因素、环境污染物在人体内的转化、

环境容量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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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环境问题的性质和实质、环境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二、生态系统与资源保护

1、知识范围

生态系统的组成及功能、生态平衡及其失调、环境保护中的生态学。

2、考核要求

(1) 了解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概念与特征、生态失衡。

(2) 理解维持生态平衡的途径、生态学的一般规律、碳循环的影响、氮循环的影响。

(3) 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及功能、生态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三、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循环经济

1、知识范围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循环经济及其特征、清洁生产与清洁

生产审核。

2、考核要求

(1) 了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意义、清洁生产与清洁生产审核的概念。

(2) 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循环经济的特征、循环经济的 3R原则、清洁生产的

主要内容。

(3) 掌握实施清洁生产的基本途径。

四、大气污染及其防治

1、知识范围

大气的结构与组成、大气污染源及大气污染物、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大气污染的

防治。

2、考核要求

(1) 了解大气的结构与组成、大气污染与大气污染物的含义、对流层的特点。

(2)理解大气稳定度的变化、酸雨的形成、臭氧层的破坏、温室效应、主要大气污染物

控制技术。

(3)掌握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来源、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大气污染的危害、大气污

染综合控制的原则。

五、水污染及其防治

1、知识范围

水体环境、水体污染及危害、水污染的综合防治、废水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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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要求

(1)了解水体、水体污染、水体污染源的概念。了解天然水中的主要物质、水体污染源

类型。

(2)理解水体污染综合防治的基本原则、废水处理的基本方法、城市污水的处理。

(3)掌握水体主要污染物及其指标、水体自净理论、水体富营养化成因及防治。

六、土壤污染及其修复

1、知识范围

土壤污染、土壤有机污染与修复、土壤无机污染与修复。

2、考核要求

(1)了解土壤组成、土壤污染的概念与特点、土壤污染物与污染源、土壤污染的发生类

型、土壤背景值。

(2)理解土壤环境容量含义、土壤的自然净化过程、土壤有机污染的修复、土壤无机污

染的修复。

(3)掌握有机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降解和残留，塑料制品在土壤中降解、残留和危害，

土壤的酸化、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与修复。

七、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

1、知识范围

固体废物的分类、特点和危害，固体废物的综合防治，固体废物的处理和资源化。

2、考核要求

(1)了解固体废物的概念、特点、分类和危害，了解危险废物的概念。

(2)理解固体废物的一般处理技术。

(3)掌握固体废物的资源化途径及应用。

八、噪声及其他物理污染与控制

1、知识范围

噪声污染及其控制、放射性污染及防治、电磁辐射污染及控制、热污染与光污染。

2、考核要求

(1)了解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热污染、光污染的概念。

(2)理解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污染、热污染的来源和危害。

(3)掌握噪声污染的控制途径、放射性污染的防治、热污染的防治。

九、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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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范围

环境保护法、环境管理制度、环境标准。

2、考核要求

(1)了解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和作用，环境管理的含义及内容、环境标准的定义。

(2)理解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环境标准的作用。

(3)掌握环境保护法体系构成、中国主要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标准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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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环境保护概论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

置上。)

1. 环境质量

2. 环境污染

3. 生态系统

4. 可持续发展

5. 土壤环境容量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

中，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下列哪一种环境不属于聚落环境的范畴 。

A. 院落环境 B. 村落环境 C.地理环境 D.城市环境

2、下列哪一个原则不属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基本原则 。

A.公平性原则 B.持续性原则 C. 共同性原则 D. 全球性原则

3、环境污染按污染产生的来源分为 。

A.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运输污染、水污染等

B.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等

C.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大气污染、生活污染等

D.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运输污染、生活污染等

4、大气的臭氧层对人体是有益的因为它能 。

A.吸收紫外线 B.吸收红外线 C.阻挡微波辐射 D.防止酸雨

5、颗粒污染物中，粒径在 10微米以下的称为 。

A. TSP B. 飘尘 C.降尘 D. 烟尘

6、下列不属于生态系统功能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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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能量流动 B.物质循环 C.生态演替 D.信息传递

7、雷雨天气发生的闪电现象产生电离作用，可以使大气中的氮氧化物氧化成硝酸盐，经雨

水而进入土壤，这一过程属于 。

A.大气固氮 B.生物固氮 C.工业固氮 D. 岩浆固氮

8、自然和人为活动排入大气中的污染物主要在 活动。

A. 对流层 B. 平流层 C. 中间层 D. 电离层

9、 不属于按照污染物发生的类型划分的大气污染源。

A. 生活污染源 B. 固定污染源 C. 工业污染源 D. 农业污染源

10、 属于大气气态颗粒污染物。

A. 粉尘 B. 飞灰 C. 雾 D. 黑烟

11、 属于最有效的大气污染控制对策与措施。

A. 加高烟筒向高空释放污染物 B. 多设置废气处理设施

C. 采用清洁能源及清洁煤技术 D. 加强对汽车尾气的治理

12. 美国科幻电影《后天》描述了“明天之后”的未来世界：北半球冰川融化，地球进入第

二冰河期，海啸、龙卷风在全世界肆虐……，所有者一切都起源于 。

A. 温室效应 B. 酸雨危害 C. 森林破坏 D. 土地沙漠化

13、下列除尘设备中， 的除尘效果最差。

A. 离心力除尘器 B. 洗涤式除尘器 C. 静电除尘器 D. 重力除尘器

14、下列方法中， 不属于去除氮氧化物污染气体的吸收法技术。

A. 碱液吸收法 B. 硫酸吸收法 C. 活性炭法 D. 熔融盐法

15、以下不属于有毒的化学水质指标的是 。

A. 重金属 B. 多环芳烃 C. 各种农药 D. 溶解氧

16、BOD和 COD这两个水质指标是用来表示水中 的含量的。

A. 悬浮固体 B. 细菌总数 C. 有机物 D. 氰化物

17、在水污染中，下列哪一类污染不属于物理性污染？ 。

A. 酸碱污染 B. 悬浮物污染 C. 热污染 D. 放射性污染

18、以下不属于污水处理技术化学法的是？ 。

A. 混凝 B. 磁力分离 C. 气浮 D. 溶剂萃取

19、一般的污水处理厂中采用的活性污泥法，主要是去除 。

A. 酸 B. 氮 C. BOD D. 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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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下列选项中，哪一个属于根据土壤污染物属性划分的土壤污染类型？ 。

A. 化学污染型 B. 大气污染型 C. 综合污染型 D. 农业污染型

21、土壤净化类型中， 可真正实现将污染物从土壤中去除的目的。

A. 物理净化 B. 化学净化 C. 生物净化 D. 物理化学净化

22、下列哪种污染物不属于土壤有机污染物的来源？ 。

A. 重金属 B. 石油 C. 农药 D. 多环芳烃

23、下列哪一个不属于土壤污染特点？ 。

A. 隐蔽性和潜伏性 B. 不可逆性和长期性

C. 以自然污染为主 D. 危害的严重性

24、下列不属于固体废弃物特点的是 。

A. 不可利用性 B. 污染的特殊性 C. 危害的严重性 D. 资源性

25、城市垃圾是一类重要的固体废弃物，下列选项中不属于焚烧城市垃圾的意义的

是 。

A. 保护大气环境 B. 回收热资源

C. 减少垃圾体积 D. 杀灭各种病原微生物

26、在电磁辐射波谱中，光不包括 。

A. 红外线 B. 可见光 C. X射线 D. 紫外线

27、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主要是 。

A.化学物质 B.细菌 C.放射性物质 D. 热

28、下列哪种物质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属于慢性危害 。

A. 农药 B. 一氧化碳 C. 铅 D. 甲醛

29、下列不属于根据环境管理的职能及性质而划分的环境管理类型的是 。

A. 环境规划管理 B. 环境质量管理 C. 微观环境管理 D. 环境监督管理

30、工业污染源的有效防治措施是实施清洁生产，清洁生产中采用的技术路线不包

括 。

A. 以无毒无害的原料和产品代替有毒有害的原料和产品

B. 改革生产工艺，减少对原料、水及能源的消耗

C. 采用非循环用水系统

D. 回收利用废水中的有用成分，使废水浓度降低。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8

1、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2、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有哪些？

3、简述水体污染物的分类。

4、固体废物的资源化途径有哪些？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论述生态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2. 论述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降解和残留。

环境保护概论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20 分。)

1. 环境质量：一般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环境的总体或环境的某些要素，对人群的生存和

繁衍以及经济发展的适宜程度，是反映人群的具体要求而形成的对环境评定的一种概

念。

2. 环境污染：污染物进入环境，并在环境中迁移、扩散和转化，使环境系统结构和功能发

生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3. 生态系统：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由无机环境与生产者(绿色植物)、

消费者(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以及分解者(腐生微生物)4部分组成。

4. 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是科学发展

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5. 土壤环境容量：指一定的土壤环境单元，在一定的时限内，遵循环境质量标准，既维持

土壤生态系统的正常结构与功能，保证农产品生物学的产量和质量，也不使环境系统污

染时，土壤环境所能容纳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答案 C D D A C C A A B D

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答案 C A D C D C A C C A

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答案 C B C A A C C C C C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5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9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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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答题（本大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40 分。）

1、简述生态平衡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1) 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稳定。

（2) 物质和能量的输入输出基本相等，流动与循环稳定。

（3) 信息传递畅通。

（4）具有良好的自调能力。

2、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素有哪些？

（1）风。风向决定污染物扩散的方向，风速决定污染物扩散和稀释的快慢和程度。

（2）大气稳定度。大气越不稳定，污染物的扩散速度就越快，反之，则越慢。

（3）降水。降水能有效地吸收和淋洗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

（4）雾。会加重大气污染的程度。

3、简述水体污染物的分类。

水体污染物分成化学性污染物、物理性污染物和生物性污染物三类。

（1）化学性污染物：无机无毒物、无机有毒物、有机无毒物、有机有毒物。

（2）物理性污染物：颗粒状污染物、热污染、放射性污染物。

（3）生物性污染物：致病菌、寄生虫、病毒。

4、固体废物的资源化途径有哪些？

（1）物质回收。从废弃物中回收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如玻璃、金属、纸张等），重新利

用。

（2）物质转换。利用废弃物制取新形态的物质，如利用粉煤灰生产建材。

（3）能量转换。从废物利用过程中回收热能或者电能，如通过有机物的焚烧处理回收

热量。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论述生态学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

生态学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多个方面有着广泛而有效的应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全面评价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按照生态学的原则，对自然生态系统采取一项

措施时，该措施的性质和强度不应超过生态系统的忍耐限度，否则会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

产生不利影响。

（2）充分利用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在环境污染的防治中，合理利用生态系统的自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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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一方面可以减轻环境污染，另外一方面可以节省人工治理的费用。

（3）制定城市或者地区的生态规划。生态破坏是人们违背了生态规律造成的，利用生

态学原理，对某一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制定综合规划，可以科学地利用资源、促

进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4）综合利用资源和能源。利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原理，建立闭路循环工艺，发展

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实现资源和能源的综合利用，杜绝浪费和无谓的消耗。

（5）阐明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规律。通过对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迁移和转化规

律的研究，可以弄清楚污染物对环境危害的范围、途径和后果，对环境标准的制订、环境质

量评价以及污染危害防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6）环境质量的生物监测和生物评价。利用生物所发出的信息，判断污染物的种类和

污染登记。用生物学方法对环境质量进行评定和预测。

2. 论述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降解和残留。

农药进入土壤的途径主要有

（1）土壤对农药的吸附作用。农药通过物理吸附、化学吸附、氢键结合和配位键结合

等形式吸附在土壤颗粒表面，从而降低了其移动性和生理毒性。

（2）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进入土壤中的农药，在被土壤固相吸附的同时，还可以通

过气体挥发、水的淋溶、生物吸收等形式扩散迁移，因而导致大气水体和生物污染。

（3）农药在土壤中发生降解。农药作为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在各种因素下逐渐分

解，最终转化成水、二氧化碳及氯等简单的无机化合物。农药在土壤中的降解，包括光化学

降解、化学降解和微生物降解。

（4）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由于农药的化学结构、性质不同，它们在环境中的分解难

易也各不相同。这种在土壤中的持续性常用半衰期来表示。土壤质地状况、有机质含量、温

度、水分含量、土壤微生物群落、耕作制度、作物类型等因素，对农药残留都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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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环境监测

Ⅰ.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环境监测》是环境类专业专科升本科的一门考试科目。该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及理解环

境监测的对象和环境监测的目的；了解河流断面的布设原则，了解常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

位布设的原则和要求；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环境中重要监

测指标的布点采样方法、预处理技术及分析技术；掌握监测方案的制订方法；理解环境监测

新方法、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训练和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应用多种方法解决环境监测实际问

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学生与时俱进、发展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今后

独立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环境监测考试从三个层次上对考生

进行测试，较低层次的要求为“了解”，较高层次的要求为“理解”和“掌握”。这里“了解”

和“理解”是对概念与理论提出的要求。“掌握”是对方法、运算能力及应用能力提出的要

求。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满分 150分，考试时间 75分钟。

试题类型包括名词解释、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填空题、问答题、计算题。

试卷分值：名词解释 20分；选择题 40分；填空题 40分；问答题 30分；计算题 20分。

Ⅱ.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绪论

1、知识范围

环境监测的对象、定义、环境优先污染物及优先监测、环境标准的定义、分类和分级。

2、考核要求

(1)了解环境监测的对象。理解环境监测的定义，理解优先监测污染物的概念及特点。

(2)理解环境标准的作用以及在环境监测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3)理解环境标准的概念，掌握环境标准的分类与分级情况。

二、监测方案的制定

1、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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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的技术路线、监测方案的制定、环境监测的质量保障。

2、考核要求

(1)理解环境监测技术路线的内容和作用。

(2)理解环境监测的质量保障体系。

(3)掌握环境监测方案的制定。

三、水和废水监测

1、知识范围

水样的采集、保存、运输和预处理；水中理化指标检验（水温、pH值、悬浮物、电导率、

浊度、色度）；水中营养盐及有机综合性指标测定（氨氮、总氮、总磷、溶解氧、高锰酸盐

指数、COD、BOD5、TOC和 TOD）；水中无机阴离子指标的测定（氟化物、氰化物、硫化

物、氯化物、硫酸盐）；金属及其化合物指标（铜、锌、铁、汞、镉、铬、铅、砷）；有机物

指标（挥发酚、油类）；底质监测。

2、考核要求

(1)了解河流监测断面的布设原则。理解背景断面、对照断面、控制断面、削减断面的含义。

(2)理解底质监测的目的意义。

(3)掌握水与废水监测断面和监测点位的设置方法。

(4)掌握水样的类型、水样保存的基本要求和保存方法。

(5)理解水样预处理的目的，掌握水样预处理的方法。

(6)掌握水样色度的测定方法，会根据水质污染情况选择适宜的测定颜色的方法。

(7)掌握水样溶解氧的测定方法（GB7489-89 碘量法）。

(8)掌握 DO、COD、BOD5的计算。

四、空气及废气监测

1、知识范围

监测点位的布设、采样时间和采样频率的确定、直接采样法和富集（浓缩采样法）、采样仪

器；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的监测方法；气体体积换算。

2、考核要求

(1)了解常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的原则和要求。

(2)了解溶液吸收法吸收液的选择原则，掌握提高吸收效率的方法。

(3)理解常见的气态污染物和颗粒物的测定方法。

(4)理解空气样品的直接采样法和间接采样法的适用情况、具体包括的方法种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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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空气质量监测点的布设方法，能根据监测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布点方法。

(6)掌握气体体积的换算方法。

(7)掌握空气中 TSP浓度的计算方法。

五、土壤及固体废物监测

1、知识范围

土壤样品采样点的布设，土壤样品的采集、加工与预处理、土壤中的常规监测项目。

2、考核要求

(1)了解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加工。

(2)理解土壤样品的预处理方法。

六、噪声及振动污染监测

1、知识范围

(1)声音的物理特性和量度，噪声的物理量，噪声测量仪器。

(2)环境噪声监测的要求。

2、考核要求

(1)了解噪声测量仪器，理解环境噪声监测的要求。

(2)理解声压、声压级和声级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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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环境监测试卷

（考试时间：75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他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5 个名词解释，每个名词解释 4分，共 2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

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环境监测 2、化学需氧量 3、空气质量评价点 4、环境标准 5、挥发酚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制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依据是（ ）。

A、环境质量标准 B、环境基础标准 C、环境方法标准 D、环境标准物质标准

2、对于江河水系水样采样点位的确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当水面宽小于 50m时，只设一条中弘垂线。

B、水面宽 50-100m时，设两条等距离垂线。

C、水面宽 100-1000m时，设三条等距离垂线。

D、水面宽大于 1500m时，设四条等距离垂线。

3、铬的毒性与其存在的状态有极大的关系，对人体来说，（ ）铬具有强烈的毒性。

A、二价 B、三价 C、六价 D、零价

4、目前，国内外普遍规定于（ ）分别测定样品培养前后的溶解氧，二者之差即为 BOD5

值，以氧的 mg/L 表示。

A、20±1℃条件下培养 100d B、常温常压下培养 5d

C、20±1℃条件下培养 5d D、20±1℃条件下培养 3d

5、下列采样方法中属于富集采样法的有（ ）。

A、用塑料袋采集工艺废气 B、用吸收液吸收空气中SO2

C、用真空瓶采集工艺废气 D、用注射器采集车间废气

6、《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划分的水域环境功能类别数为（ ）。

A、五类 B、四类 C、三类 D、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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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通常所称的氨氮是指（ ）。

A、游离态的氨、铵离子和有机氮化合物 C、游离态的氨及铵离子

B、游离态的氨及有机氮化合物 D、游离态的氨

8、测定溶解氧的水样应在现场加入（ ）作保存剂。

A 磷酸 B 硝酸 C 氯化汞 D MnSO4 和碱性KI

9、以下（ ）是空气污染物浓度的常用表示方法。

A、mol/L B、mg/m3 C、g/L D、都不是

10、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样品标准和方法标准统称为（ ），

是我国环境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A、环境系统 B、环境认证 C、环境质量 D、环境标准

11、有多个污染源，且污染源分布较均匀的地区，常采用（ ）布点方法。

A、同心圆法 B、网格法 C、扇形法 D、功能区法

12、TSP的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为（ ）。

A、0-10 µm B、0-50 µm C、0-100 µm D、10-100 µm

13、甲醛法测定 SO2时，其显色反应的介质条件为（ ）。

A、酸性 B、中性 C、碱性 D、任何条件均可

14、土壤样品测定，以下项目中（ ）可用风干土样。

A、挥发酚 B、镉 C、硝态氮 D、铵态氮

15、对于一条河流设置监测断面时，削减断面一般应设在城市最后一个排放口下游（ ）

米以外的河段上。

A、500-1000 B、500 C、1500 D、100

16、水体控制断面是为了解（ ）而设置。

A、受污染水体的混合程度 B、受污染水体的现状和变化

C、受污染水体污染减缓程度 D、以上都不对

17、声音的频率范围是（ ） 。

A、 20Hz＜f＜20000Hz B、f＜200Hz或 f＞20000Hz

C、f＜200Hz或 f＞2000Hz D、20Hz＜f＜2000Hz

18、COD是指示水体中 （ ） 的主要污染指标。

A、氧含量 B、含营养物质量 C、含有机物及还原性无机物量 D、无机物

19、测定 BOD5时下列哪种废水应进行接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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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机物含量较多的废水 B、较清洁的河水

C、生活污水 D、含微生物很少的工业废水

20、测定大气中 NO2时，需要在现场同时测定气温和气压，其目的是（ ）。

A、了解气象因素 B、换算标况体积 C、判断污染水平 D、以上都对

三、填空题（本大题共 20 个空，每空 2分，共 40 分。请将答案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环境监测的直接目的：一是 ，二是 。

2、水的色度分为 和 ，其中水样的色度一般是指 。

3、重要排污口下游的控制断面一般设在距排污口下游 处。

4、如果在湖面上选点，从水面上到水底每隔一段距离采集一瓶水样，将它们全部混合，那

这瓶水样称为 水样。

5、常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有 、 、 、 。

6、大气采样方法可分为两类，即 和 。

7、河流水质监测断面上设置采样点时主要考虑河流的 和 来确定。

8、水中溶解氧低于 时，许多鱼类呼吸困难。

9、空气直接采样法适用于 和 的情况。

10、对水样进行消解分为 和 。

三、问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下图是某一河段采样布点断面设计图。

写出图中断面的名称 AA/ ，BB/ , CC/ ,

DD/ , EE/ 。

2、一次污染物与二次污染物的区别有哪些？

3、环境标准是否越严越好？为什么？

四、计算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请将解答的主要过程、步骤和答案

填写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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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酸化水样 100.00 mL于 250 mL 锥形瓶中，用刚标定的 0.011 mol/L 硫代硫酸钠溶液滴

定，呈淡黄色，加入 1 mL 淀粉溶液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好褪去，消耗硫代硫酸钠溶液 8.00 mL，

请计算水样的溶解氧浓度并指出符合地表水几级标准。

2、已知处于 100.30 kPa、20℃状况下空气中 SO2的体积分数为 20 mL/m3，换算成标准状况

下以 mg/m3为单位表示的质量浓度值。

环境监测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4分，共 20 分）

1、环境监测：运用各种分析手段、测试手段对影响环境质量因素的代表值进行测定，

以确定环境质量（或污染程度）及其变化趋势。

2、化学需氧量：水样在一定条件下，氧化１升水样中还原性物质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

以 mg/L表示（综合指标）。

3、空气质量评价点：以监测地区的空气质量趋势或各环境质量功能区的代表性浓度为

目的而设置的监测点。

4、环境标准：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保护人体健康，合理利用资源，促使生态良性循环，

促进经济发展，依据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政策，对环境保护中的各项工作所制定的技术规范和

要求。

5、挥发酚：沸点在 230℃以下的有毒物质。

二、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分，共 40分。）

1.A 2.A 3.C 4.C 5.B 6.A 7.C 8.D 9.B 10.D

11.B 12.C 13.A 14.B 15.C 16.D 17.A 18.C 19.D 20.B

三、填空题（每空 2分，共 40分。）

1、确定环境质量水平 掌握环境污染的程度

2、真色 表色 真色

3、500~1000m

4、综合

5、污染监控点 空气质量评价点 空气质量对照点 空气质量背景点

6、直接采样法 富集（浓缩）采样法

7、水面宽 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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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g/L

9、污染物浓度较高 测定方法较灵敏

10、干灰化法 湿式消解法

三、问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1、答：AA/ 对照断面 BB/ 控制断面 CC/ 控制断面 DD/ 控制断面 EE/ 削减断面

2、一次污染物与二次污染物的区别？

答：一次污染物是直接从污染源排放到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二次污染物是一次污染物在

空气中相互作用，或它们与空气中正常组分之间发生反应生成新的物质。它们的性质与一次

污染物性质截然不同，多为胶态，毒性较大。

3、环境标准是否越严越好？为什么？

答：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保护人群健康和维持生态平衡，在综合分析自然环境特征的基础

上，根据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法规、环境污染物的控制技术水平、经济条件和社会要求，规定

环境中污染物的允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等的技术规范。环境标准是政

策、法规的具体体现。制定的严格程度要看当前控制技术水平、经济条件和社会要求实际情

况，并非越严越好。

四、计算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1、DO（mg/L）=M×V×8×1000/V 水=0.011×8×8×1000/100=7.04 mg/L

符合地表水Ⅱ类标准

2、体积分数不随气体温度压强改变而变化，因此标准状况下，SO2的体积分数仍为 20 mL/m3，

即 20×10-6。

因此，标准状况下，SO2的质量浓度=20×10-6×64/22.4=5.714×10-5 g/m3=5.714×10-2 mg/m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