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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专升本 

一、 课程简介 

《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主要介绍人类

社会活动引起的各类物理性污染的基本概念、危害、评价量与标准以及控制技术

的基本理论、设计原理与方法。课程主要对噪声污染控制工程、振动污染控制工

程、热污染控制工程、光污染控制工程、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工程、放射性污染控

制工程六种物理性污染及污染控制工程内容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主要包括不同物

理性污染的来源及危害、评价方法及标准、污染控制措施、污染控制方法及工程

案例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物理性污染控制的相关理论知识、相应

实验技能以及工程设计的基础理论和方法，并熟悉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工程实际中

的应用，为学生后续的学习和工作提供坚实的支撑。 

二、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理论及实践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知识目标： 

1. 环境物理性污染的基本知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物理性污染

的基本知识，掌握噪声、电磁、放射性污染、热污染和光污染等物理性污染的

基本概念、理论及控制原理。熟悉电磁、放射性污染、热污染和光污染表征和

控制原理。 

2. 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原理基础：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常见

噪声控制的设计能力，能进行简单的吸声降噪、隔声和消声设计。了解电磁、

放射性污染、热污染和光污染的控制设计方法。 

能力/思维与技能目标： 

1. 掌握物理性污染控制的基本理论、设计原理和方法。 

2. 熟悉相关文献和设计资料的调研和应用。 

3. 掌握物理性污染控制工艺的选择和相关计算。 

4. 具备平面布置图或结构图的绘制以及工程设计文件编写的能力。 

5.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一般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1. 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创新精神，能够在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学科中综合运

用专业知识，解决较复杂的环境问题，并推动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具备自我学习、自我管理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能够持续学习、成长和发展。

包括自我学习、自我管理、终身学习、适应变化和创新等。 

三、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知识要求 

1. .工程知识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4、5 

2.问题分析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4.研究 

5.使用现代工具 

2.能力要求 

6.工程与社会 

能力目标 1、2、3、4、5 

情感目标 1、2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8.职业规范 

11.项目管理 

3.素质要求 

9.个人和团队 
能力目标 2、4、5 

情感目标 1、2 
10.沟通 

12.终身学习 

四、 考试内容和重难点 

(一) 考试内容 

1. 课程考试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绪论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 

情感目标 1、2 

第二章 噪声污染控

制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4、5 

情感目标 1、2 



第三章 振动污染控

制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4、5 

情感目标 1、2 

第四章 热污染控制

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4、5 

情感目标 1、2 

第五章 光污染控制

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 

情感目标 1、2 

第六章 电磁辐射污

染控制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 

情感目标 1、2 

第七章 放射性污染

控制工程 

知识目标 1、2 

能力目标 1、2、3 

情感目标 1、2 

 

2. 具体内容 

第一章 绪论 

考试内容： 

1. 物理环境及环境物理学； 

2. 环境物理学的发展； 

3. 环境物理学的分支学科； 

4. 物理性污染控制的内容。 

重点： 

1. 物理性污染的特征、来源及控制。 

考试要求： 

了解并掌握物理环境及物理性污染的特征；了解物理性污染和环境物理学的有关

内容。 

第二章 噪声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声学基础； 

2. 噪声的评价和标准； 



3. 噪声控制技术——吸声； 

4. 噪声控制技术——隔声； 

5. 噪声控制技术——消声。 

重点： 

1. 声波的基础知识， 

2. 声波物理量度的表征方法及计算； 

3. 噪声的评价方法； 

4. 噪声标准及测量方法和规范。 

难点： 

1. 声级计算； 

2. 室内吸声降噪计算； 

考试要求： 

理解吸声的理论及方法；掌握吸声降噪的应用范围、降噪效果并能够进行简

单的设计算；熟悉各种吸声结构和吸声材料的特性；掌握隔声的原理、隔声降噪

的应用范围及降噪效果并能够进行简单的设计计算；掌握消声的基本理论，了解

各种消声器的结构、原理和特点；熟悉典型消声器的设计计算。 

第三章 振动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振动基础； 

2. 振动的评价与标准； 

3. 振动控制技术； 

4. 减振材料与装置及其应用。 

重点： 

1. 振动的隔离； 

2. 阻尼减振方法。 

考试要求： 

了解振动的危害，掌握振动的测量和评价，熟悉振动的隔离与阻尼减振方法。 

 

第四章 热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水体热污染； 

2. 热岛效应； 

3. 温室效应； 

4. 热污染评价与标准； 

5. 热污染控制技术。 

重点： 

1. 温室效应； 

2. 热岛效应。 

难点： 

1. 水体热污染防治； 

2. 大气热污染防治； 

3. 热岛效应的防治。 

考试要求： 

了解热污染的危害，熟悉热污染防治的基本途径及方法。 

第五章 光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光环境、光源及其类型、光污染； 

2. 光学基础； 

3. 光污染防治技术。 

重点： 

1. 光污染的测量； 

2. 光污染的评价； 

3. 光污染的防治管理。 

考试要求： 

了解光环境，掌握光度量的方法，了解光污染及其防治的方式或方法。 

第六章 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电磁辐射基础； 



2. 电磁辐射防护标准； 

3. 电磁辐射污染防治技术： 

4. 电磁辐射防护基本原则与方法、电磁辐射控制应用实例。 

重点： 

1. 电磁辐射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2. 电磁辐射污染的监测及评价； 

3. 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 

4. 电磁辐射污染的防治措施。 

考试要求： 

了解电磁辐射的来源及特点，熟悉电磁辐射的定量指标及测量方法，了解

电磁辐射污染的危害及电磁辐射防护的基本途径或措施。 

第七章 放射性污染控制工程 

考试内容： 

1. 放射性污染及其危害； 

2. 辐射剂量学基础； 

3. 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 

4. 放射性污染去污技术。 

重点： 

1. 放射性污染的特点； 

2. 放射性污染的危害； 

3. 放射性污染的测量与评价； 

4. 放射性污染防护； 

5. 放射性废物处理。 

难点： 

1.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及处理原则； 

2. 放射性废物处理技术。 

考试要求： 

了解辐射源，熟悉放射性辐射的定量方法和环境标准，了解辐射防护的基

本知识。 

 



(二) 其它教学环节 

1. 课程汇报（支撑课程知识目标 1、2，能力目标 1、2、3、4、5，情感目

标 1、2） 

重点章结束后组成学习小组进行互助学习，通过小组汇报答辩的方式，把知

识、能力及价值考核融为一体。 

2. 讨论课（支撑课程知识目标 1、2，能力目标 1、2、3、4、5，情感目标

1、2） 

每章结束后进行小结并进行重难点梳理，有针对地提出典型问题或工程案例

组织同学讨论，提高学生的相互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学习内容留存

率。 

3. 习题课（支撑课程知识目标 1、2，能力目标 1、3、5，情感目标 2） 

完成每章习题的讨论、答疑、讲评，对知识进行查缺补漏。 

实践教学分配表 

课程内容 汇报 习题课 讨论课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噪声污染控制工程 1 1 2 

第三章 振动污染控制工程  1 1 

第四章 热污染控制工程 1 1 1 

第五章 光污染控制工程  1 1 

第六章 电磁辐射污染控制工程  1 1 

第七章 放射性污染控制工程  1 1 

小计 2 学时 6 学时 7 学时 

合计 15 学时 

 

 

五、 课程考试评价及成绩评定方式 

本课程的考核方法坚持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

价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原则，注重考核与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和

针对性，并结合学生的态度和情感进行。以 OBE 教学理念为导向结合课程的五

个延伸环节（课前预习、平时作业、课外阅读、课外讨论和期中考试），在教学

的全过程中采用多样化、开放式的评价方法，如采用笔试、视频、专题研究、行



为观察、课程论文、实践活动等方式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水平。积极创设

学生参与评价活动的氛围和条件，学生通过记录学习过程，记录有代表性的事实，

展示自己学习的进步。同时，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学生教学体

会及考试情况，综合评价学生成绩。评价分值配置如下表： 

多元考核成绩分配比例表 
 
课 
程 
评 
价 

总评成绩构成 
及比例 

平时成绩 
30% 

期中考试 
20% 

期末成绩 
50% 

二级指数 
及比例 

课堂习题 
10% 

课堂活跃度 
20% 

课堂测试 
30% 

作业 
40% 

个人 
100% 

个人 
100% 

 

 

六、 课程学习资源 

(一) 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ISBN号 编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是否马工

程教材 
备注 

物理性污染

控制工程 
97871223657

36 
 

王宝庆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20.10 否  

 

(二) 主要参考书目 

[1] 孙兴滨.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第 2 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年 7 月. 

[2] 李连山,杨建设主编.环境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年. 

[3] 刘树杰等主编. 环境物理学.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4] 马大䣭等主编.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手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年.  

[5] 洪宗辉, 潘仲麟主编. 环境噪声控制工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6] 李家华等编.环境噪声控制(第 1 版).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1 年. 

(四)其他学习资源 

1. 期刊资源 

[1] 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2]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3] 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 



[4] web of science 

2. 网络资源 

学生可登陆雨课堂或学习通 APP，依据主讲教师安排查看课程简介、课程通

知与作业信息，获取教学课件与其他教学资源。 

七、 课程学习建议 

1. 课前预习：包括阅读教材、观看视频、做练习题、参与讨论、总结笔记

和课前提问等。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并准备好在课堂上参与讨论

和提问。 

2. 课后作业：本课程大部分过程的机理较难理解，在课后需借助适量练习

题加深对理论知识及其实际应用的理解。 

3. 课外阅读：鼓励学生阅读与课程相关的书籍、论文、专利等，以加深对

本课程的理解和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