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与环境学院 2019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专业综合笔试 

复习大纲 

 

0707 海洋科学 

物理海洋学 

复试科目：区域海洋学、计算机语言 

复习大纲： 

1.区域海洋学 

主要考察学生应用普遍规律，判识区域海洋特征的能力，考察对中国近海四

大海域的自然地理特征、水文特征，各区域水温、盐度、环流、潮汐、海浪、风

暴潮的基本概念、时空特征和变化规律的基本认识。 

（1）海区划分与海底地形 

（2）海岸、海峡及岛屿 

（3）海水温度分布与变化 

（4）海水盐度分布 

（5）中国近海主要水团 

（6）中国近海环流系统 

（7）中国近海潮波系统 

（8）中国近海海浪的波候特征 

（9）风暴潮 

（10）海平面变化 

2.计算机语言 

利用 MATLAB 语言工具进行数据的读取、分析、处理能力以及绘图能力。要求

学生掌握数据类型、矩阵输入和操作方法、数值计算、统计分析以及二维、三维

绘图功能，具有使用 MATLAB语言编程和调试的能力，并能够熟练地将 MATLAB

应用于特定数据分析及可视化实际应用中。 

（1）矩阵和数组运算 

（2）数值计算 

（3）图形基础 



参考书目： 

《中国近海区域海洋学》第一版，孙湘平，海洋出版社，2008 年。  

《Matlab教程》第一版，张志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  

 

海洋化学 

复试科目：物理化学、仪器分析基础 

复习大纲： 

1.物理化学 

主要考察热力学三大定律、相平衡、电解质溶液、化学动力学基础（一）的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计算理想气体在等温、等

压、绝热过程中的∆U、∆H、Q和 W。 

（2）热力学函数 S、G定义和物理意义；简单过程中∆S、∆H、∆G的计算；几

个热力学函数间的计算关系式；Gibbs-Helmholtz公式及应用。 

（3）相、组分数、自由度的基本概念；相律推导及应用；相图中各相点、线、

区的意义及自由度变化。 

（4）化学动力学基础（一）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具有简单级数反应的特点及

利用速率方程进行简单计算；Arrhenius 经验式及各参数意义；活化能的求算方

法。 

2.仪器分析基础 

主要考察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原子发射光谱分析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及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原子吸收光谱基本原理，干扰因素及其消除；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

方法。 

（2）原子发射光谱基本原理及影响谱线强度因素；定性定量分析依据及主要

方法。 

参考书目： 

《物理化学》第五版，傅献彩，沈文霞，姚天扬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现代仪器分析》第二版，刘约权，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海洋生物学 

复试科目：生物海洋学、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复习大纲： 

1．生物海洋学 

主要考察学生应用生物海洋学基本理论分析海洋有机物的时空分布特点及

其控制因素的能力，考察学生对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以及两者时间关系的基本认

识和了解。 

（1）海洋环境划分和海洋生物 

（2）生物海洋学基本生态术语和概念 

（3）非生物环境 

（4）浮游植物和初级生产力及其控制因素 

（5）浮游动物时空分布特点及其控制因素 

（6）能流及碳、氮、磷等元素循环 

（7）游泳生物类型及其特点 

（8）底栖生物类型及其特点 

（9）底栖生物群落生境特点 

（10）人类对海洋生物环境系统的影响 

2．海洋生物资源利用 

（1）海洋微藻的大规模培养与采收技术 

（2）海洋微藻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筛选  

（3）海洋鱼和贝类蛋白质、多糖和脂类与功能 

（4）海洋生物毒素来源、药理活性、提取与利用技术 

（5）海洋微生物不饱和脂肪酸和多糖生产技术 

参考书目： 

《生物海洋学导论》，张志南等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  

《海洋生物资源综合利用》，刘承初，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年。  

 

海洋地质学 

复试科目：普通地质学、地球化学 



复习大纲： 

1. 普通地质学 

主要考察学生应用地质学基本理论分析地质现象的能力，考察学生对矿物、

岩石、地质作用的基本概念、时空特征和变化规律的基本认识。 

（1）矿物 

（2）岩浆作用与岩浆岩 

（3）外力地质作用与沉积岩 

（4）变质作用与变质岩 

（5）地质年代 

（6）构造运动与地质构造 

（7）板块构造 

（8）风化作用 

（9）河流及其地质作用 

（10）冰川及其地质作用 

（11）地下水及其地质作用 

（12）海洋的地质作用 

（13）湖泊和沼泽的地质作用 

（14）风的地质作用 

（15）块体运动 

（16）地球的演化 

（17）人类社会与地质环境 

2. 地球化学 

（1）了解地球化学定义、地球化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基本研究方法 

（2）掌握地球的层圈结构及各圈层的化学组成、以及大陆地壳化学组成的研

究方法 

（3）掌握元素的地球化学亲合性、类质同象规律等元素间结合和分配的基本

规律 

（4）掌握元素在水介质中的迁移及迁移的控制因素 

（5）掌握稳定同位素的分馏原理、影响稳定同位素组成的主要原理、及在海



洋科学中的应用方向 

（6）了解全球气候变化对海洋中的元素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 

参考书目： 

《普通地质学》第三版，舒良树编著，地质出版社，2010。 

《地球化学原理》，戚长谋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高等地球化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2000。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复试科目：环境监测、环境评价、环境生物学 

复习大纲： 

1.环境监测 

（1）熟悉掌握环境监测的概念、目的及分类；了解环境监测特点和监测技术。 

（2）熟悉掌握水质监测方案的制定程序：样品采集、处理方法；水样的预处

理技术；金属化合物、非金属无机物、有机污染物的检测方法；了解底质监测、

活性污泥性质的测定。 

（3）熟悉掌握危险废物，样品的采集和制备，有害特性的检测，生活垃圾的

处置及检测项目。 

（4）熟悉掌握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及生态监测；生物污染监测。 

（5）了解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 

2. 环境评价 

（1）熟悉掌握环境质量的概念，区别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内涵，

并了解环境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熟悉掌握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掌握我国常用的污

染物排放标准，理解环境评价标准的重要性，了解环境标准的分类方法。 

（3）熟悉掌握环境评价程序，熟悉应用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和水环境质量现状

评价方法，了解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方法和环境噪声现状评价方法。 

（4）了解污染源调查的目的和内容，掌握污染源调查的程序和方法，熟悉污

染物排放量的计算方法以及污染源评价方法；掌握工程分析的作用和基本程序方

法。 



（5）了解建设项目对环境要素的影响，熟悉应用地表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主

要环节；了解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的主要内容和程序。 

3.环境生物学 

（1）环境污染物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迁移与转化；污染

物在生物体内的生物转运与生物转化；环境污染物在生问题呢的浓缩、积累与放

大。 

（2）污染物对生物的影响：污染物在生物化学和分子水平上的影响；化学污

染物对生物的联合作用。 

（3）环境污染生物净化原理 

（4）环境污染物的生物净化方法：废水好氧生物处理；废水厌氧生物处理；

废水的微生物脱氮除磷；固体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大气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 

参考书目： 

《环境监测》第三版，奚旦立，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评价学》第一版，张征，高等教育出版社。  

《环境生物学》，孔繁翔，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0830 环境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 

085229 环境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 

085229 环境工程(非全日制专业学位) 

复试科目：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环境生态学 

复习大纲： 

1.水污染控制工程 

（1）了解污水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水质指标和处理原则 

（2）掌握污水的物理、化学、生物、物理化学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解污水的综合防治与利用、污水的深度处理与再用。 

2.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1）了解固体废物的产生、来源、分类及其危害、资源回收利用的意义及途

径、固体废物的管理方法 

（2）掌握固体废物的各种预处理方法及有关原理 



（3）掌握主要工农业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的回收利用方法和处理处置技术以

及有关的计算 

（4）了解固体废物的最终处置技术 

3.环境生态学 

（1）了解生态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所研究的对象、主要内容、方法及最新

发展和趋势 

（2）掌握生物与环境间的关系 

（3）掌握生物种群中种间及种内关系，生物竞争理论 

（4）掌握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5）掌握生态系统的基本概念、组成、结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规律，

全球生态系统的变化等知识 

（6）掌握生态风险评价与生态规划的基本概念、工作程序、技术方法和应用 

参考书目： 

《水污染控制工程》第一版，王燕飞化学工业出版社。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第一版，张小平，化学工业出版社。  

《生态学》第二版，杨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