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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能力考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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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安全与环保”是全国自学考试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专升本

的专业课。该课程以化工过程的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方

法为基础，解决化工生产中安全防护和环境污染中的实际问题，主要

内容包括：化工废水、废气、废渣处理技术，化工清洁生产概要，环

境质量评价，化工安全设计与安全管理，化工防火防爆技术，工业毒

物的危害及防护技术，压力容器和化工检修的安全技术，化工系统安

全分析与评价。 

    学习本课程应具备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等

基础知识。 

    本课程要求考核识记、领会、简单应用、综合应用四种能力。四

种能力层次解释为： 

    识记：要求考生知道本课程中的名词、概念、原理、知识的含义，

并能够正确认识或识别。 

    领会：要求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够把握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简单应用：要求在领会的基础上，运用本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中的少量知识点，分析和解决一般的理论问题或实

际问题。 

综合应用：要求考生在简单应用的基础上，运用学过的本课程规

定的多个知识点，综合分析和解决稍复杂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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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要求：本课程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考试的时间为 150 分

钟，试卷总分为 100 分，60分为及格，考试时可以携带计算器。 

考核范围：本大纲考试内容所规定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

都属于考核范围。 

试卷分数比例：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

大致为：识记占 20%，领会占 30%~40%，简单应用占 30%，综合应

用占 10%~20%。 

试卷难度：试卷中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

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试卷题型：课程考试命题的主要题型一般有：判断题、名词解释、

填空题、单项选择题（四选一）、多项选择题（五选多）、简答题、

计算题、论述题、综合分析题、案例分析题等。在命题工作中必须按

照本课程大纲中规定的题型命题，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

不能超出大纲规定的范围。 

Ⅲ. 考试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 化工安全与职业危害 

一、考试内容 

1．化工生产与安全 

2．安全法规与安全管理体系 

3．安全事故管理 

4．安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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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识记：化工生产概述，职业危害与职业病。 

领会：安全法规，安全管理，事故致因理论，事故分类，事故等级，

安全技术。 

简单应用：利用安全法规减少或消除对人类健康、社区安全、生态环

境有害的行为。 

第二部分 安全防护用品的使用 

一、考试内容 

1．头部防护用品的使用 

2．呼吸器官防护用品的使用 

3．眼面部防护用品 

4．听觉器官防护用品 

5．手部防护用品 

6．躯体防护用品 

7．足部防护用品 

8．坠落防护用品 

二、考核要求 

识记：安全防护用品的种类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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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安全防护用品的应用场合。 

综合应用：根据现场需要选择配备合适安全防护用品。 

第三部分 危险化学品与防毒技术 

一、考试内容 

1．危险化学品 

2．工业毒物 

3．中毒的救护与预防 

二、考核要求 

识记：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特性，危险化学品的储运安全。 

领会：工业毒物的毒性，工业毒物的危害，急性中毒的现场救护程序，

综合防毒措施。 

综合应用：危险化学品分类安全管理及防护方法。 

第四部分 防火防爆技术 

一、考试内容 

1．燃烧与爆炸的基础知识 

2．预防火灾爆炸 

3．灭火技术 

二、考核要求 

识记：火灾爆炸危险性分析，点火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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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火灾爆炸危险物质的安全技术措施，火灾及爆炸蔓延的控制。 

简单应用：进行灭火器材使用，常见初起火灾的扑救。 

第五部分 压力容器与电气安全技术 

一、考试内容 

1．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 

2．电气安全技术 

二、考核要求 

识记：压力容器的使用管理，气瓶安全技术。 

领会：安全用电，静电防护技术，防雷技术。 

简单应用：进行静电防护技术操作。 

第六部分 化工装置安全检修 

一、考试内容 

1．化工装置检修前准备 

2．化工装置的安全检修 

二、考核要求 

识记：化工装置检修概述，化工装置停车的安全处理。 

领会：化工装置检修的安全管理，化工装置检修作业。 

综合应用：化工装置安全检修计划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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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化工废气治理 

一、考试内容 

1.化工废水的危害 

2.化工废水处理技术 

二、考核要求 

1.化工废气的危害 

识记：大气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领会：化工废气的危害。 

2.化工废气的综合防治 

识记：大气污染综合防治。 

领会：化工废弃的处理方式。 

简单应用：化工废气综合治理技术。 

第八部分  化工废水处理 

一、考试内容 

1.化工废水的危害 

2.化工废水处理技术 

二、考核要求 

1.化工废水的危害 

识记：化工废水的来源与种类。 

领会：化工废水的危害。 

2.化工废水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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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记：水体自净。 

领会：水体污染控制的基本途径。 

综合应用：根据化工废水的特性选择合适处理技术。 

第九部分  化工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利用 

一、考试内容 

1.化工固体废物的处理 

2.化工固体废物的利用 

二、考核要求 

1.化工固体废物的处理 

识记：化工固体废物的危害。 

领会：常见化工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方法。 

简单应用：化工固废物处理方式。 

2.化工固体废物的利用 

识记：化工固废的分类。 

领会：化工固废的综合利用。 

简单应用：化工固废的应用方式。 

 

Ⅳ. 题型示例 

一、判断题 

易燃液体的闪点越低，燃爆的危险性越大。（    ） 

二、填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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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三要素是          、         和          。 

三、单项选择题 

污染物排放指标 COD 是指(   ) 

 A．化学需氧量    B.生物需氧量   C.有机物含量   D.浑浊物含量 

四、多项选择题 

氢氟酸的危害主要为（    ） 

A．易燃   B.易爆   C.毒性   D.腐蚀性   E.氧化性 

五、名词解释 

危险化学品 

六、简答题 

简述化工环境污染的种类。 

七、论述题 

爆炸极限及其影响因素。 

 

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 

二、填空题 

可燃物 助燃物 点火源 

三、单项选择题 

A 

四、多项选择题 



                             自学考试·考试大纲 

CD 

五、名词解释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

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六、简答题 

答：化工环境污染的种类，按污染物质的性质可分为无机化工污染和

有机化工污染；按污染物的形态可分为废气、废水及废渣。 

七、论述题 

答：可燃物质(可燃气体、蒸气和粉尘)与空气(或氧气)必须在一定的

浓度范围内均匀混合，形成预混气，遇着火源才会发生爆炸，这个浓

度范围称为爆炸极限或爆炸浓度极限。 

可燃性混合物的爆炸极限有爆炸(着火)下限和爆炸(着火)上限

之分，分别称为爆炸下限和爆炸上限。上限指的是可燃性混合物能够

发生爆炸的最高浓度。在高于爆炸上限时，空气不足，导致火焰不能

蔓延不会爆炸，但能燃烧。下限指的是可燃性混合物能够发生爆炸的

最低浓度。由于可燃物浓度不够，过量空气的冷却作用，阻止了火焰

的蔓延，因此在低于爆炸下限时不爆炸也不着火。 

一种可燃气体或可燃液体蒸气的爆炸极限，也并非固定不变，它

们受温度、压力、氧含量、惰性介质、容器的直径等因素的影响。具

体如下。 

温度的影响：混合气体的原始温度升高，则爆炸下限降低，上限

增高，爆炸极限范围扩大，爆炸危险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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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物温度升高使其分子内能增加，使燃烧速度加快，而且由于

分子内能的增加和燃烧速度的加快，使原来含有过量空气（低于爆炸

下限）或可燃物（高于爆炸上限）而不能使火焰蔓延的混合物含量变

为可以使火焰蔓延的含量，从而扩大了爆炸极限范围。 

氧含量的影响：混合物中含氧量增加，爆炸极限范围扩大，尤其

是爆炸上限提高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