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初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名称 环境化学 编号 806
一、考察性质

环境化学考试是为江汉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自主命题的入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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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课程的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以及综合运用环境化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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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基础知识，有利

于我校在硕士研究生录取中能更好进行择优选拔。

二、考查目标

旨在考查环境化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本考试大纲侧重于各类有害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行为、效应

以及减少或消除其产生的理论和方法。要求考生应能：

1.了解环境化学研究的内容、特点和发展动向；

2.掌握主要环境污染物的类别和它们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迁移转化过程；

3.掌握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归趋和效应。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题型结构

选择题（20-30分）、简答题（35-45分）、计算题（20-30分）、综合题（45-55分）。

4.试卷内容结构

第一部分：环境化学的基本概念，约占 30%；

第二部分：主要环境污染物的类别和它们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迁移转化过程，约占 30%；

第三部分：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归趋和效应，约占 30%；

第四部分：受污染环境的修复和绿色化学，约占 10%。



四、考察内容
第一章 环境化学发展及基本内容

环境化学基本概念、发展动向、研究内容及热点问题

第二章 大气环境化学

1.掌握大气层的结构，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来源和消除。

2.掌握辐射逆温层的含义、特点，大气稳定度的含义及意义，影响大气污染物迁移的因

素，最大混合层高度的含义及其与逆温的关系，了解天气形式和地理地势的影响。

3.掌握自由基化学基础，光化学反应基础，大气中重要自由基的来源，氮氧化物的转化，

光化学烟雾，硫氧化物的转化及硫酸烟雾型污染，酸性降水，了解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臭

氧层的形成与耗损。

4.掌握大气颗粒物的来源与消除途径、一次和二次颗粒物的含义、干湿沉降的机制，大

气颗粒物的粒径分布、胺粒径大小分类、三模态，了解大气颗粒物的化学组成，大气颗粒物

中的 PM2.5。

第三章 水环境化学

1.掌握天然水的组成、性质、碳酸平衡，水体富营养化的含义、机理。了解水中污染物

的分布和存在形态、优先污染物的含义及种类，水中营养元素。

2.掌握吸附作用的类别和机理、水中颗粒物的聚集原理、方式，溶解－沉淀平衡、氧化

－还原平衡（pE的概念及其与 E和绝对电位的关系）。了解水中颗粒物的识别、配合作用、

腐殖质的含义、结构特点及其配合作用。

3.掌握分配理论、标化分配系数生物浓缩因子。了解水解作用，光解过程的类型，生物

降解模式、生长代谢、共代谢模式。

第四章 土壤环境化学

1.了解土壤组成、粒级分组、质地分组理化特性。掌握土壤胶体的性质、土壤胶体的离

子交换吸附、土壤酸度、活性酸度、潜性酸度、代换性酸度、水解性酸度、土壤碱度、土壤

的缓冲性能、氧化还原性。

2.了解土壤中重金属向植物体系内迁移的主要方式及影响因素，以及植物对重金属产生

耐性的几种机制。

3.能够举例说明典型农药在环境中的主要转化途径及原理。

第五章 化学物质的生物效应与生态效应

1. 了解污染物质在生物体内的转运及消除。物质透过细胞膜的形式；物质在生物体内的

转运，生物转化及消除。

2. 了解污染物质的生物富集、放大和积累。生物蓄积，生物富集、生物放大和生物积累。

3. 掌握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耗氧（有机污染物）、有毒有机污染物的生物降解。

4. 了解无机物质的生物转化。氮硫的微生物转化，重金属元素的微生物转化。

5. 掌握污染物质的毒性。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转化效应；重金属元素及有机污

染物在诸圈层中的转化效应。

第六章 典型污染物在环境各圈层中的转归与效应

1.了解污染物在多介质环境中过程的研究方向，多介质环境中逸度的定义。

2.了解汞，镉，铬，砷环境中的来源、分布、迁移、引起的疾病。

3. 掌握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特性、在环境中的分布，主要有机卤代物和多环芳烃的分布、

来源、转化、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第七章 受污染环境的修复

了解几种常见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化学氧化、电动力学修复、活性反应

格栅，以及表面活性剂等技术的基本概念、原理、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



第八章 绿色化学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了解绿色化学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以及绿色化学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

发展战略方针方面的作用。

五、参考书目

《环境化学》，第二版，戴树桂主编，北京：高等教学出版社，2015年。

《环境化学》，第一版，朱利中主编，北京：高等教学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