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科目《环境科学综合》包括环境监

测与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毒理与健康等 3部分。

《环境监测与评价》包含环境监测与环境评价两个领域，主要涵盖了环境监

测基本分类、基本概念、目的、特点和不同环境介质监测的方法与技术原理；生

态环境系统与环境影响与评价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法律法规；环境现状调查

与评价、工程分析、环境风险评价、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评价的方法与内容。考

试目的是考查考生对环境监测基础知识、环境评价基础知识的理解，对于环境监

测和环境评价相关理论的掌握，对于环境监测数据的分析与计算，对评价技术方

法的应用，以及应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环境规划与管理》内容分为环境规划与环境管理两大部分。涵盖了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主要方法及应用。重点讲述内容包括环境问题的认识与分析、环

境规划与管理领域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指标体系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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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法、基本原则、样品的常用处理与测试方法、数据分析和质量保障的一

般手段；要求考生掌握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概念与理论、环境评价内容、技术与方

法应用，以及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现状。

《环境规划与管理》部分要求考生全面掌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

及主要的政策和技术方法，能够准确理解和辨析相似概念，能够运用相关理论与

方法分析问题，关注当前国内外环境规划与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能够从环境规

划与管理角度对给定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措施。

《环境毒理与健康》部分要求考生掌握环境毒理学及环境健康学的基本概

念、原理、理论和研究方法，掌握典型环境污染物毒性的分析能力及有毒污染物

的治理方法；掌握暴露科学和环境流行病学的研究设计、方法与统计分析手段，

了解国内、外环境毒理与环境健康的研究前沿和动态，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具备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环境监测与评价》部分

1、基本概念及理论：环境监测目的和分类，区分环境监测与环境化学分析；

环境监测的分类和环境监测的特点；环境标准的概念及环境标准的分类和分级；

环境监测发展趋势；生态环境系统基本概念，环境影响评价基本概念，类型及常

用术语；

2、环境监测与评价方案制定：大气、水体、土壤、固体废物、声等环境监

测的要点与环境监测方案的制定，环境评价方案及防治措施的制定；

3、监测方法：大气、水体、土壤及固体废物等环境介质的布点原则与方法、

采样原则与方法、样品预处理方法、污染物监测与测定分析方法，样品运输与保

存方法；

4、评价内容与方法：各要素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与范围确定，水体、大气及

土壤等环境影响识别与环境质量评价内容与方法；各要素污染物调查的主要内容

与方法，污染源的评价方法，污染因子筛选的原则与方法，环境影响预测内容与

方法；我国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分级、分类依据与使用范

围；



5、污染源调查与工程分析：污染源调查内容与分类，污染源调查方法，污

染物排放量与排放强度计算方法，工程分析的基本内容与工程分析方法。

《环境规划与管理》部分

1、基本概念：重点环境问题与产生根源、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历程、环

境规划与管理的发展历程、环境规划与管理的主要概念等；当前国内外环境规划

与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

2、基本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承载力理论、空间理论、外部性理论、

生态文明与环境生产理论等；

3、政策方法：命令型和控制型政策方法、经济型和激励型政策方法、鼓励

型和自愿型政策方法、中国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标准与政策体系等；

4、技术方法：各种实证类方法（实验、问卷、案例分析、实地研究、无干

扰法）、规划与管理指标体系、相关社会经济水平预测、水和大气等污染源预测

方法、水和大气等环境质量预测方法、常见规划方法与应用等；

5、理论与方法应用：水、大气、生态等环境管理案例分析，理论与方法应

用、环境管理/规划实例分析。

《环境毒理与健康》部分

1、基本认知：污染物的分类，典型环境污染物的毒性、危害特征及健康风

险；典型环境与健康事件的起因、发展与解决过程；

2、基本概念及理论：危害与毒性、暴露与摄入、暴露途径与暴露路径、剂

量-反应关系、风险与效应、发病率与患病率等基本概念；剂量的分类、暴露评

估方法的分类；暴露测量方法的分类；掌握化学物的吸收、分布与贮存、排泄及

生物转化等过程原理与途径；毒性作用的类型、遗传损伤的类型与致突变的作用

机理；

3、研究方法：毒理研究中实验动物的选择及常用的染毒方法；环境化学物

的毒性作用机理与方法；环境流行病学的基本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大气与健康、

水体与健康、土壤与健康、食品与健康等典型环境与健康事件的研究方法；污染

物暴露来源解析方法、污染物源解析方法及统计分析方法；

4、评估方法：急性、慢性、亚慢性和慢性毒性的评价方法；大气、水体及

土壤等环境污染物生殖毒性、发育毒性等毒性的评价方法；暴露评估的方法步骤，



暴露评估的方法模型，有阈和无阈健康风险评估的模型与计算方法；

5、环境毒理与健康的应用：在环境基准与标准制修订、污染物优先次序识

别及风险管理中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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