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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资源与环境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专业学位代码：0857） 

 

 

专业学位名称：资源与环境 

所属专业类别：资源与环境 

所属培养单位：信息工程学院 

 

领域简介： 

本专业以培养具有从事学术研究及实践工作能力的资源与环境领域高能型

人才，专业研究方向主要包含高原环境生态健康与水环境生态修复和高原环境污

水处理技术与资源化利用两个研究方向，以高原生态、水生态环境、高原城乡饮

用水、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尾水等为研究对象，在西藏水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

国家民委重点实验的团队支撑下开展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生态环

境风险评估、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技术、高原水质安全、低碳水处理与

资源化研究。主要包括：水质安全保障与新污染物控制技术、水污染物特征及归

趋、高原污水处理工艺性能强化、污水处理过程调控与节能、尾水生态缓冲区构

建与水质提升等内容的研究与应用。 

 

一、培养目标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坚决反对分裂。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

本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2. 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身心健康，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 掌握资源与环境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

学术研究及实践工作的能力，熟悉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相关规范，在资源与环境领



2

域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

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

际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

态度和工作作风。 

 

二、研究领域 

1.高原环境生态健康与水环境生态修复，主要研究内容：以高原生态、水生

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生态安全要素、人群健康为研究对象，开展高原环境生

态健康和水环境生态修复等方面研究。主要包括：高原生态脆弱性特征研究、河

湖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生态环境风

险评估、高原地区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技术与应用研究。 

2.高原环境污水处理技术与资源化利用，主要研究内容：以高原城乡饮用水、

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尾水为研究对象，面向产业与行业需求，开展高原水质安

全、低碳水处理与资源化研究。主要包括：水质安全保障与新污染物控制技术、

水污染物特征及归趋、高原污水处理工艺性能强化、污水处理过程调控与节能、

尾水生态缓冲区构建与水质提升等内容的研究与应用。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可在基本学

制的基础上延长 2年。本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据《西

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培养方式与主要培养环节 

（一）培养方式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研究工

作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三个环节同等重要。课程学习完成计划课程，经考试或考

查合格，具体课程设置详见教学进度计划表。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培养在专业实

践和学位论文期间实行“双导师制”。由校内导师和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专

业实践经验丰富的校外导师对学生的专业实践及学位论文进行联合指导。校内导



3

师侧重负责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包括学位论文的撰写和学位申请等方面的指导

工作；校外导师侧重负责专业实践的工程技术指导工作。论文选题、开题等环节

由校内外导师共同指导。课程考核方式遵循《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考

核及成绩管理规定》。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环节包括：课程学习、专业实践与

学术活动、中期考核、开题报告、学位论文撰写、学位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评

审、学位论文答辩。 

（三）学风建设要求 

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各培养环节中应严格自律，恪守学术道德，

遵守学术规范。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主要根据《关于开展我校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制定）工作

的通知》（校研发〔2022〕20号）、《关于转发<关于制定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及说明的通知》（学位办[2018]14号）、《西藏民

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制

的《资源与环境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的有关要求，结合本专业硕士点

的专业特点设置，在注重基础和专业理论的同时，适当拓宽本专业的学科范围，

并结合各方向的研究特点。 

硕士研究生学习考核实行学分制，每位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 33个学分

方可毕业，其中课程总学分最低要求为 27学分，专业实践与学术活动环节 6学

分。1学分一般对应 17学时，每门课程的开设周期为一学期。在具体的课程安

排上，公共必修课和专业必修课为所有方向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可根据各方向

要求以及学生具体情况选修相应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1.公共必修课：7学分。 

（1）思想政治理论课：《自然辩证法概论》（1学分）、《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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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公共外语：4学分。 

说明：符合研究生外语免修条件者，可免修相应外语课程，并计入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10学分。 

设置 6门必修课，计 10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1学分）； 

《环境生态学》（2学分）； 

《生态风险评价》（2学分）； 

《生态工程原理与应用》（2学分）； 

《高等水处理》（3学分）。 

3.专业选修课：10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至少选修 5门专业选修课，计 10学分。 

《水体修复理论与技术》（2学分）； 

《环境与生态监测》（2学分）； 

《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2学分）； 

《水环境生态工程设计》（2学分）； 

《高原土壤生态与水资源》（2学分）； 

《生态毒理学》（2学分）； 

《环境生态工程技术前沿与进展》（2学分）；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设计》（2学分）； 

《污染控制化学与工程》（2学分）； 

《环境流体力学》（2学分）； 

《水处理过程仿真与控制》（2学分）； 

《环境仪器分析原理与实验》（2学分）； 

《环境反应工程》（2学分）； 

《环保设备原理与设计》（2学分）； 

《环保工程施工与概预算》（2学分）。 

4.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6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主要包括科研实

践、创新创业实践、企业实习等形式与内容，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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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其中具有 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个月，

不具有 2年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1年。在专业实践过程

中，研究生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高工程素质和工程技能，锻炼具有独立

承担工程技术及工程管理的能力。实践期间实行“双导师制”，研究生接受校内

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完成开题报告、中期检查和企业实习报告。学术交

流是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扩大研究生的知识面，活跃学术思

想，培养独立科研能力及掌握国内外本学科相关研究动态有重要意义。研究生在

校期间完成相应环节，可获得相应学分。 

1. 创新创业实践（科研实践）：2学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符合以下情况可获得相应学分，各类情况学分可累计，超过

2学分按 2学分计。 

（1）学科竞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非企业组织），每位参赛队员均可

获的 2学分；获得校级奖项，每位参赛队员均可获的 1学分。 

（2）国内外学术交流访问：至少连续 3个月，可获得 2学分。 

（3）发表论文：发表 SCI/EI检索论文或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1篇，可获得 2

学分；发表其他期刊论文 1篇，可获得 1学分。论文的第一署名单位必须为西藏

民族大学，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的第二作者可获得相应学分，一篇论文只

能使用一次。 

（4）专利软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项，可获得 2学分；申请并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受理 1项或获得软件著作权 1项，可获得 1学分。专利和软件著作

权的所有人必须为西藏民族大学，每项成果只能使用一次且所有完成人中的第一

个学生可获得相应学分。 

2. 专业实践：2学分 

结合实际工程项目或具有工程应用背景的项目，完成累计不少于 1年的校内

外专业实践，完成《专业实践考核表》。 

3. 文献阅读：1学分 

在论文选题及研究方向范围内至少阅读有关国内外文献 80篇，其中外文文

献不低于 50%，并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综述报告。第三学期内完成。 

4. 学术交流：1学分 



6

参加学术研讨活动至少 3次，其中至少在校级及以上学术活动做学术报告 1

次。 

（二）课程设置 

表 1：公共必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自然辩证法概论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34 2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公 
共 
必 
修 
课 研究生公共外语 68 4 1 外语学院 

 

表 2：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
位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17 1 1 
信息工

程学院 

环境生态学 34 2 1  

生态风险评价 34 2 1  

生态工程原理与应用 51 3 1  

高等水处理 34 2 2  

职业素质教育 17 1 1  

专业 

必修课 

本专业

所有领

域必修

课 

工程伦理 17 1 1  

水体修复理论与技术 34 2 2  

环境与生态监测 34 2 2  

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 34 2 2  

水环境生态工程设计 34 2 2  

 

 

 

 

 

 

 

 

高原环

境生态

健康与

水环境

生态修

复领域

选修课 
高原土壤生态与水资源 34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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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毒理学 34 2 2  

环境生态工程技术前沿与进展 34 2 2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设计 34 2 2  

污染控制化学与工程 34 2 2  

环境流体力学 34 2 2  

水处理过程仿真与控制 34 2 2  

环境仪器分析原理与实验 34 2 2  

环境反应工程 34 2 2  

环保设备原理与设计 34 2 2  

 

 

 

 

 

 

 

 

专业 

选修课

（至少

选修 5
门，计

10 学

分） 

高原环

境污水

处理技

术与资

源化利

用领域

选修课 

环保工程施工与概预算 34 2 2  

注：带“*”课程为本硕连读研究生必选课程。 

 

表 3：专业实践和学术活动 

培养环节 总 
学分 具体要求 

专业实践和

学术活动 
6 

1. 创新创业实践（科研实践）：2 学分 
研究生在校期间符合以下情况可获得相应学分，各类情

况学分可累计，超过 2 学分按 2 学分计。 
学科竞赛、学术访问、发表论文、专利软著等，具体要

求见第六部分。 
2. 专业实践：2 学分 
结合实际工程项目或具有工程应用背景的项目，完成累

计不少于 1 年的校内外专业实践，完成《专业实践考核表》。 
3. 文献阅读：1 学分 
在论文选题及研究方向范围内至少阅读有关国内外文献

80 篇，其中外文文献不低于 50%，并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

综述报告。第三学期内完成。 
4. 学术交流：1 学分 
参加学术研讨活动至少 3 次，其中至少在校级及以上学

术活动做学术报告 1 次。 

 

六、中期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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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由各培

养单位统一组织，重点考查研究生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及实践

工作的能力。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当在入学后第四学期初完成中期考核。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单位应根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制定本单位中

期考核实施细则。考核内容为政治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

考核结束后填写《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表》。中期考核未通过者可按规

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予以肄业。 

按照《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执行，应在第四学期初完成。中

期考核内容包括：学位论文工作的阶段性总结，阐明已完成的论文工作内容和所

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需继续完成的研究内容；学术论文发表

情况等。学科统一组织并成立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

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查，对硕士生的中期检查报告进行评价

并给出具体意见建议。中期考核合格后进入学位论文阶段。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一般应于入学后的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学位论文开题，并在学科范围内公开

报告。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是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开题报告撰写以文献综述报告为基础，

主要包括：论文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标、研究内容、技术

路线、预期成果、进度安排、参考文献等内容。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

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申请参加开题报告答辩。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由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填写《西

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

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

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题报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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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导

教师指导下参照教指委的要求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成果

应当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研究生应在校内外导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论文。学位论文内容应包括课题

背景、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技术路线、

本人在课题中所做的工作、理论分析、分析设计、测试装置和试验手段、试验数

据处理、必要的图纸、图表曲线与结论、结果的技术和经济效果分析、所引用的

参考文献等。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 万字，摘要 300- 

500 字。 

 

九、学位论文答辩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全面完成本学科培养方案规定的各个环节，在规定期限

内完成学位论文，提交论文终稿，经指导教师以及论文评阅人同意，方可申请答

辩。如论文题目出现重大修改，应重新开题后方可申请答辩。研究生应在第五学

期结束前向学科组提交材料，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申请预答辩必须满足学位论

文开题已满半年的要求。预答辩通过至少 3个月之后，方可进入正式答辩申请程

序。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正式答辩需聘请校内外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由不少于 5

名副高以上人员组成（至少包括 1名企业专家），并于 5月中下旬进行。答辩论

文要经过论文书面评审和现场答辩等环节，现场答辩要当场给出答辩评审意见，

经全体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论文方为通过。本学科硕士学位

论文要严守学术道德和操守，禁止任何形式的剽窃和抄袭，一旦发现取消硕士学

位，并追究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相关责任。 

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按照《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

《西藏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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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

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1. 彼得·伯克、格洛丽亚·赫尔方，环境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 

2. 沈洪艳，环境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3. 丰秀福，工程测量，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版。 

4. 姚重华，环境工程仿真与控制，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 年版。 

5. 周少奇，环境生物技术，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6. 欧陵斌、刘观昌、郭红彦，生物化学检验技术,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7. 朱利中，环境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8. 苏星光 田媛 贾琼 季桂娟 齐菊锐，分析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9. 魏荣宝，高等有机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10. 彼得•阿特金斯|胡里奥•普瓦拉，阿特金斯，物理化学 10 版，高等教育

出版社，2020。 
11. 刘约权，现代仪器分析（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选读书目 

1. 西尔环境研究院，新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解析与案例实用手册,中国

环境出版集团，2020。 

2. 马丽萍、黄小凤、李剑平，固体废物资源化：工程原理·案例解析，化

学工业出版社，2022。 

3. 侯晓虹，水资源利用与水环境保护工程，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5。 

4. 李伶，西藏之水救中国——地下水篇，华文出版社，2020。  

5. 包存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及实例，科学出版社，2004。 

6. 汤铭潭，小城镇生态环境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7. 田丰，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 

8.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 

9. 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2%ED%C0%F6%C6%BC&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C6%D0%A1%B7%EF&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BD%A3%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EE%CF%FE%BA%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D6%D0%B9%FA%BD%A8%B2%C4%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C0%EE%C1%E6&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B%AA%CE%C4%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0%FC%B4%E6%BF%E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F%C6%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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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10. 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力，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版。 

 

十一、课程描述 

（一）专业必修课 

1. 课程名称：《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以论文撰写规范、科研诚信、学术道德、学术规范

的概念与关系等为教学目标，主要以科学研究的道德要求与行为准则，学术不端

产生的原因剖析，国际和国内相关政策与制度，学术失范现象分析，抵制与惩戒

学术不端的措施为主要教学内容，要求学生掌握主要教学内容。 

考核方式：考查 

2. 课程名称：《环境生态学》 

课程简介：内容简介：本课程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是伴随着环境问题的

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新兴的综合性学科，是一门运用生态学理论，研究人为干扰

下，生态系统内在的变化机制，规律和对人类的反效应，寻求受损生态系统恢复，

重建和保护对策的科学。该课程注重生态学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介绍了

生态学的基本理论，重点介绍生态系统生态学；阐述了生态系统服务、人为干扰

对生态系统的损伤、生态恢复、生态系统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考核方式：考试 

3. 课程名称：《生态风险评价》 

课程简介：课程主要以生态风险评价的内容包括生态风险评价标准的确定、

生态风险源分析、生态风险传递路径分析、生态风险受体分析、生态风险表征、

生态风险决策、生态风险监测和生态风险管理、生态风险评价标准是生态风险评

价中为主要教学内容。 

考核方式：考试 

4. 课程名称：《生态工程原理与应用》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结合生

态工程基本原理，以实现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为目的，对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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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发展，基本原理，生态工程的规划、生态评价、设计、监理，及各种产业

类型的生态工程如农业生态工程、产业生态工程、环境生态工程、林业生态工程、

景观生态工程、城市生态工程进行了详细介绍。 

考核方式：考试 

5. 课程名称：《高等水处理》 

课程简介：本门课程属于环境工程专业的一门研究生主干专业课。本课程

在本科生专业培养基础上，进行了前沿专业理论系统的提升，对水和污水处理领

域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综合提炼。这对研究生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在课程内容上：

涉及了污染物分子结构数字化和降解过程动力学，涉及了微生物酶和基因理论；

拓宽了水环境修复领域。 

考核方式：考试 

（二）专业选修课 

1. 课程名称：《水体修复理论与技术》 

课程简介：系统地阐述水体 原位修复的理论，全面介绍各种水体原位修复

技 术和方法，结合实际应用对近年来研究开发的新的水 体原位修复工艺和技 

术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介绍，并对所介绍的方法给出 对应的案例，帮助读 者理

解。本书包括绪论、水体原位修复理论基础、物 理修复方法、化学修 复方法、

生物修复方法、生态修复方法、复合修复方 法、水体原位修复效 果监测及评价

等章节。 

考核方式：考查 

2. 课程名称：《环境与生态监测》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讲述生态监测基本概念、微观生态监测、宏观生态

监测、生态监测计划的设计、生态评价基础、生态风险评价、农村环境的生态监

测等内容，其目的是使学生掌握生态环境评估与监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生

态环境评估与监测的科学原理、监测技术的关键、各类监测方法的特点及适用范

围等一系列理论与技术问题；培养今后在监测数据收集、整理和评价等方面达到

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应用多种方法处理环境监测实践问题的

能力，进一步培养与时俱进、发展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考核方式：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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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名称：《生态环境规划与管理》 

课程简介：包括生态学、环境学及生态环境研究的基本理论，生态评价

和环境容载力评价方法，生态环境技术，生态规划和环境规划主要内容，生态保

护与管理政策及制度管理，最后以全国某个城市为例，介绍了生态环境基础理论、

评价方法、规划技术和管理政策的具体应用 

考核方式：考查 

4. 课程名称：《水环境生态工程设计》 

课程简介：掌握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技术、高原地区水土保持

和生态修复技术、新污染物控制技术等，利用 CAD 软件绘制生态环境保护和生

态修复工艺。 

考核方式：考查 

5. 课程名称：《高原土壤生态与水资源》 

课程简介：包括土壤生态系统的特征、物质循环、能量转化及其保护措

施，讲解土壤水资源的概念、特点和研究方法，分析青藏高原地区土壤水分含量

状况及土壤水资源数量，土壤水资源研究在农业节水中的意义及土壤水资源高效

利用方法。 

考核方式：考查 

6. 课程名称：《生态毒理学》 

课程简介：课程以生态层次为纲、以环境污染物为主线，重点讲授环境污染

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毒性效应、毒性作用机理以及生态风险评

价方法，并从中探讨环境污染生态防治的对策以及生态毒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

内容包括环境毒理学的概述、污染物在环境中的归趋和生物转化、污染物的毒作

用及常用毒理学试验方法、污染物的毒理学安全评价和健康危险度评价等，通过

本课程可以了解环境污染对动物、植物、微生物及其生态系统的危害与机理，学

习生态风险评价方法，掌握生态修复和治理环境的理论和措施。 

考核方式：考查 

7. 课程名称：《环境生态工程技术前沿与进展》 

课程简介：主要讲解高原水质安全保障与新污染物控制技术、低碳水处理与

资源化技术、高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技术的前沿，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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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和生态环境风险评估进展。 

考核方式：考查 

8. 课程名称：《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设计》 

课程简介：主要以高原城乡饮用水、生活污水、污水处理厂尾水为对象，掌

握水质安全保障与新污染物控制技术、高原污水处理工艺性能强化、尾水生态缓

冲区构建与水质提升等领域的技术，利用 CAD 软件完成饮用水、生活污水和污

水处理厂尾水处理工艺的绘制。 

考核方式：考查 

9. 课程名称：《污染控制化学与工程》 

课程简介：基于环境污染控制中的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和化学工程方

法及过程与原理的科学，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防止与控制环境的恶化与污染，

开发出的一系列既有环境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各种单项技术，包括无害工艺、

节能、节水技术、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资源化等各种工艺和技术。 

考核方式：考查 

10. 课程名称：《环境流体力学》 

课程简介：课程是环境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专业基础课，是以理论性为主同

时是一门实用性强的技术基础科学。该课程是一门综合水利学科与环境学科的课

程，是水力学的延伸与发展，主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工作中都会涉及到流体流动的

问题。 

考核方式：考查 

11. 课程名称：《水处理过程仿真与控制》 

课程简介：课程内容包括：了解污染物处理过程的机制、提高污染物的处理

效率、降低污染物的处理费用。涉及了环境工程过程的仿真、过程控制、动态分

析、人工智能以及复杂控制系统。主要介绍给水处理与污水处理过程中，各工艺

单元的作用原理与控制参数。 

考核方式：考查 

12. 课程名称：《环境仪器分析原理与实验》 

课程简介：了解环境工程中主要分析仪器的原理、用途及使用方法，学习部

分监测指标的测定方法，从而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和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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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技能，培养学生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考核方式：考查 

13. 课程名称：《环境反应工程》 

课程简介：基于反应工程基础理论及过程分析，结合环境工程大气污染控制、

水污染控制、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方面的具体应用，体现反应工程的新进展、新

成果，特别是一些新技术、新型反应器在环境保护、三废治理方面的应用。 

考核方式：考查 

14. 课程名称：《环保设备原理与设计》 

课程简介：不溶态污染物的分离技术与设备、典型的化学/物化法水处理技

术与设备、生化法水处理工艺与设备、污泥集运/处理技术与设备、尘粒污染物

控制技术与设备、气态污染物净化技术与设备、环保过程钢制容器与塔设备设计、

环境污染控制工程系统配套设备、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发展趋势。 

考核方式：考查 

15. 课程名称：《环保工程施工与概预算》 

课程简介：本课程主要研究建筑士建、建筑材料等与环境工程有关的士木工

程施工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以施工程序、施工方法和施工组织管理的基本理

论、经济核算等为主要内容。 

考核方式：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