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工程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环境工程概论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 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2/2 其中实验（实训、讨论等）学时：0 

先修课程：无  

授课时间：1-16周，周 2，1-2节 授课地点：松山湖校区，7B302 

授课对象：2014化学工艺 1班；2014化学工艺 2班 

开课院系： 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 刘煜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联系电话：697428 Email:413819732@qq.com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课前、课间、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12L306室，课外答疑；3.网

络解答。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环境工程概论》 第四版，朱蓓丽等编著 

教学参考资料： 

1.《环境工程概论》，罗岩等，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2.《环境工程概论》，周集体等，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课程简介：本课程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介绍了环境、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的基本概念，水污染控制

工程的基本原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基本原理，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基本原理以及其他环境污染物的控制原理等

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重点介绍环境工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活动作用于周围环境所引起的环境质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健康

造成的影响。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和创建社会环境的过程中，自然环境仍以其固有的自然规律变化着。社会环境

一方面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也以其固有的规律运动着。人类与环境不断地相互影响和作用，产生环境问题。 

课程教学目标 

1.正确理解和掌握与环境问题有关的

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以及基本原理； 

2.将生产操作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从源头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3.掌握生态平衡、环境工程学的主要

内容及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

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4.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至实际的基本

技能。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可多选）： 

核心能力 1.运用数学、物理、化工基础科学理论和工程知识的

能力； 

□核心能力 2.设计与执行实验与仪器操作、分析与解释实验数据

的能力 

核心能力 3.执行化工领域所需技术、技巧及使用工具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具备工程设计方法与管理的能力； 

核心能力 5.具备项目管理、有效沟通协调与团队合作能力； 

核心能力 6.具备资料搜集与分析能力并运用于化工相关专题

研究能力； 

核心能力 7．认识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了解化工技术对环境、

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核心能力 8．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认知工程伦理与承

担社会责任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安排 

1-3 绪论 6 
重 点:环境科学的研究内容 

难 点: 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 
课堂讲授  

3-6 
水污染与控制 

 
6 

重 点:水污染控制工程的发展、水的物理处

理方法、水的生物化学处理方法、污泥处理 

难 点:化学处理方法 

课堂讲授  

7-8 

空气污染控制工

程 

 

4 

重 点:粉尘的粒径及粒径分布、粉尘的物理

性质、气体扩散、气体吸收、吸附和催化的

基本原理和过程 

难 点: 大气的热力过程、扩散模式 

课堂讲授  

9 

固体废物的处理

和利用 

 

2 

重点：固体废物的来源、危险废物的处置处

理、危险废物处理和利用原则、固体废

物处理技术 

难点：危险废物的处置处理、固体废物处理

技术 

课堂讲授  

10 土壤污染与防治 2 

重点：土壤的主要功能、土壤污染的类型及

危害 

难点：土壤污染的治理与修复技术 

课堂讲授  

11-12 噪声污染与控制 3 

重 点:施工噪声防治、交通噪声防治、社会

生活噪声防治、厂界噪声防治 

难 点: 噪声控制技术 

课堂讲授  

12-13 
其他物理污染与

防护 3 

重 点: 电磁辐射和放射性污染防治 

难 点: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监督与管理、放

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与管理 

课堂讲授  

14-15 

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与生态城市建

设 

3 

重点：城市发展的环境问题、城市环境综合

整治、生态城市建设 

难点：城市发展的环境问题、生态城市建设 

课堂讲授  

15-16 

环境质量评价与

环境监测 

 

3 

重 点:环境评价现状、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

价、水体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环境影响评价

的法律依据、现状分析 

难 点: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环境质量现

状评价报告书的编写、环境影响预测 

课堂讲授  

      

合计： 32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考勤 
未经同意缺课-3/次，无故缺勤三次以上者，不得参加该课程的

考核。 
15% 

课堂情况和讨论 上课勤做笔记，积极参与讨论。 15% 

期末考试成绩 按照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评价 70% 

大纲编写时间：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课程教学目标：请精炼概括 3-5 条目标，并注明每条目标所要求的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综合和评价）。本课程教学目标须与授课对象的专业培养目标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2、学生核心能力即毕业要求或培养要求，请任课教师从授课对象人才培养方案中对应部分复制

（http://jwc.dgut.edu.cn/） 

    3、教学方式可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验/实训 

    4、若课程无理论教学环节或无实践教学环节，可将相应的教学进度表删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