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级环境监测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信息

1.专业代码：420801

2.专业名称：环境监测技术

3.入学要求：普通高中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4.基本修业年限：三年

二、职业面向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三、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

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部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

握本专业知识和技能，面向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专业技术服务业的环境监测工程、污染防治工程

技术人员等岗位群，能够从事环境监测方案设计及报告编制、环境样品采集与分析、自动在线监测

设备运营与管理及污染控制技术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抓民族自豪感；

（2）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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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运动和卫生习惯，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劳动技能；

（4）用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有较强的集体观念和团队合作精神。

2.知识

（1）掌握必备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掌握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环境微生物等基础知识；

（3）掌握水、大气、土壤监测的基本程序和污染防治的基本知识；

（4）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安全消费等知识；

（5）熟悉环保设备基本原理、操作规范和运营管理制度；

（6）了解国家最新发布的环境监测技术相关标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2）规范使用和维护常用仪器设备，对水体、空气、土壤与固废、噪声、生态等环境进行监测，

具有对环境监测的过程实施质量控制的能力；

（3）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4）能够对突发环境污染事故进行监测和处理处置；

（5）根据操作规程或说明书能对自动在线监测设备进行安装调试和运行维护保养等。

四、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公共基础课程

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开设军事训练、思想政治理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体育与健康等，同时根据专业发展需要，开设高等数学、高职英语、

计算机应用基础、创新创业基础、人文素养等。具体由学校统一设置。

（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包括专业群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专业技能课。

1.课程设置

表 3 专业课程设置

序号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教学目标（素质、知识、能力）

1 专业群通识课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培养较强的组织观念和团队合作意识；

培养敢于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和科学精神；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2
专业基础课

（6-8 门）

定量分析化学，仪器分析，工

业分析，实验室安全管理，环

境微生物

掌握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环境微生物

等专业基本知识以及实验室安全管理和

应急急救、样品采集、处理及常规检验

方法等知识。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

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
专业核心课

（6-8 门）

大气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

噪声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

与处置，自动在线监测设备运

营，环境检测与分析

掌握空气、水、土壤等环境监测、应急

监测与处置技术的基本知识；

熟悉空气、水、土壤等环境监测的原理；

工作中能正确应用环境治理技术开展相

应工作。

4 专业拓展课 环境评价，环境监测，

熟悉从事水、大气、固废污染的监测原

理与方法、环境污染控制工作的岗位；

了解建设项目工程分析、环境影响与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

能对大气环境影响、地表水环境影响、

声环境影响、固体废物环境影响、生态

影响评价、环境风险进行评价。

5 实践技能课
分析化学实训，水环境监测实

训，空气监测环境实训

掌握方案设计、样品 采集、分析检测、

仪器设备操作和维护、数据记录与处理

等专业核心的能力；

熟悉实验室安全管理与应急急救的能

力；

生养成安全环保的社会公德，吃 苦耐

劳、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职业道德。

2.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水污染控制技术

水污染控制概论；水的物理处理技术；水的化学处理技术；水的物

理化学处理技术；水的生物处理技术；污泥处理技术；污水处理工

程设计；污水处理厂（站）的运行管理

2
自动在线监测设备与

运营

水污染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和烟气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的结构、组成与

工作原理；水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和烟气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的

运行维护；水污染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和烟气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的比

对监测技术

3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固体废物基础知识；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及中转；固体废物

的预处理；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危险废物的全过程管理

4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
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的基础知识；大气污染防治的概念、基本原理、

主要设备和典型工艺

5 噪声控制技术

噪声控制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包括噪声控制基础、隔声、

吸声、消声、隔振与阻尼等，并介绍环境噪声的控制与影响评价、

噪声控制实例和实验。

6 环境检测与分析

理解环境领域的样品中待测组分的测定原理及操作方法；能正确解

读环境样品的分析检验标准；熟练使用各种通用分析仪器和特定设

备对环境样品进行分析检验；具备正确评价环境样品的能力；合理

选用监测方法进行环境样品的评价。

3.专业技能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技能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分析化学实训
逃生演练；心肺复苏术；创伤急救；劳动保护用品的使用；灼伤与

急救；灭火器的使用

2 水环境监测实训

水温的测定；pH 的测定；色度的测定；悬浮物的测定；溶解氧的测

定；COD 的测定；BOD5的测定；氨 氮、总磷、总氮的测定；重金属

测定；有机物的测定；无机离子的测定；水质石油类分析

3 空气环境监测实训

PM10 和 PM2.5 的测定；氮氧化物(NOX )的测定；二氧化硫的测定 ；

甲醛的测定；恶臭的测定；总烃及非甲烷总烃的测定；苯系物的测

定；硫化氢及有机硫化物的测定；空气质量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

测

五、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表 4 师资队伍一览表

专任教师 高级职称 硕士以上 双师型 企业兼职

人数（人） 10 8 7 9 3

占专任比例（%） —— 80 70 90 ——

（二）实训条件

表 5 校内实训室（基地）一览表校内实训室（基地）一览表

序

号
实训室 主要设备名称

台

(套)
面积

容纳

学生

数

主要实训内容

1 基础实训室

无机化学实训室

有机化学实训室

分析化学实训室

工业分析实训室

4×30
套

4×70 4×30

无机化学实训；

有机化学实训；

分析化学实训；

工业分析实训

2 色谱实训室

气相色谱仪 3 套

高效液相色谱仪 2 套

离子色谱仪 1 套

6套 60 30

甲烷、总烃、非甲烷总烃

的测定；

苯系物的测定；

柠檬酸的测定；

水中常见阴离子的测定

3
综合仪器实

训室

紫外-可见风光光度计 10
台

酸度计 10 台

自动电位滴定仪 10 台

30 台 70 30

pH 的测定；

氟化物的测定；

氯化物的测定；

微量铁的测定；

有机物的定性定量分析

4
原子吸收实

训室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2 台

氢化物双道原子荧光光度

计 1 台

3套 60 30

铜、锌、铅、镉、铁、锰

的测定；

砷、汞、硒的测定

5 电子天平室 电子天平 20 台 20 20 称量练习



6
环境仿真实

训室

计算机

教学一体机

污水处理厂控制软件

61 台

1台

1套

70 48 环境监测仿真实训

表 6 校外实习基地一览表

序号 基地名称 承担项目 标准

1
甘肃秦洁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污水检验，噪声监测，大气监测 10 人标准

2 清水县污水处理厂 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 20 人标准

（三）教学资源

表 7 主要教学资源一览表

序号 资源类型 配备情况

1 教材
主要选用十三五规划教材、化工行业部委统编教材、高职高专专用教材，

其中《有机化学》为自编教材，《环境检测与分析》为工作手册式教材。

2 图书文献
环保行业政策法规，环境监测职业标准，污水处理操作规范，环境治理

实务案例等。

3 数字教学资源

建有《仪器分析》《无机化学》等等教学资源库，《工业分析》《定量

化学分析及实验》等在线精品课程，《仪器分析》《污水处理厂控制软

件》虚拟仿真软件等。

5 环境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正》《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 年修正）》

6 其他 百度文库、中国知网个人数字图书馆、超星移动图书馆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主要采用讲授法、实验法、实验探究法、项目研究法等教学方法，要求“教、学、做、

考”一体的教学方法取代填鸭式教学方法，建议广泛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使用线上线下学习。

（五）教学评价

本专业主要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自主评价和客观评价等评价方式，要求多种评价方法并

存的方式进行。建议以发展性评价代替鉴定性评价。



六、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主要完成人员

表 7 人才培养方案主要编制人员

序号 姓名 职称 学历或学位 承担工作 备注

1 杨劝生 教授 本科
人才培养方案制

度、构建课程体系
主要完成人

2 董稼的 副教授 本科
专业群构建、专业

规划建设

3 张 宏 副教授 硕士 构建课程体系

4 董会平 副教授 硕士 课程建设

5 白志明 副教授 本科 课程建设

6 廖天江 教授 硕士 课程建设

7 陈 尧 讲师 硕士 课程建设

8 王 博 助教 硕士 课程建设

9 柳云云 高级工程师 本科 实践项目建设 清水污水处理厂

10 蒋蔚平 高级工程师 本科 校企合作
甘肃秦洁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

11 苏中兴 教授 博士 实践项目建设 兰州大学

七、毕业要求

1.学分要求

学生在毕业前应获得 136 学分方能毕业，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35 学分，专业课程 101 学分。

2.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建议学生考取的资格证书有：污水处理（中级），污水处理（高级），要求至少取得污水处理

（中级）1种。

八、教学计划进程表(附表)



2021级环境监测技术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基本信息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构成 学期/教学周数/周学时

备注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修读性质 授课形式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5 18 18 18 20 15

公共课程

1 入学教育及军事训练 C类 公共必修 理实混合 4 148 36 112 2周 泛雅平台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3 54 54 2 2 第一学期从第7周起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4 66 66 2 2

4 形势与政策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1 18 18 √ √ √ √ 每月1次

5 四史 A类 公共必修 在线学习 1 18 18 √ 至少选择1门

6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A类 公共必修 在线学习 2 40 40 √ 泛雅平台

7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A类 公共必修 在线学习 2 32 32 √ 泛雅平台

8 体育与健康 C类 公共必修 操作训练 4 68 68 2 2

9 计算机应用基础 C类 公共必修 线上线下 2 30 30 2  

10 高职英语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3 60 60 4 建化经旅

11 高等数学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4 68 68 2 2 电化

12 创新创业基础 A类 公共必修 课堂讲授 1 24 24 双创学院

13 尔雅通识课 A类 公共选修 在线学习 3 60 60 √ √ √ 每学期选1门

14 劳动教育（劳动周） B类 公共必修 理实混合 1 18 18 1周 1周 1周 与专业实训相结合

小计 35 704 494 210 12 10

专业群

通识课

15 无机化学 A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6 112 50 62 4 4 3～19周

16 有机化学 A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6 108 50 58 4 2

小计 12 220 100 120 8 6 0 0 0 0

专业

基础课

17 仪器分析 B类 专业必修 课堂讲授 9 162 52 110 4 6 第三学期1～17周

18 定量分析化学及实验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7 132 52 80 4 4 第三学期1～17周

19 工业分析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第三、四学期1～17周

21 环境微生物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1～17周

23 化验室组织管理 A类 专业必修 课堂讲授 2 30 30 2

小计 24 444 174 270 2 8 14 4 0 0

专业

核心课

(6-8门)

22 环境检测与分析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1～17周

23 水污染控制工程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1～17周

24 自动在线监测设备与运营 B类 专业限选 理实一体 2 30 10 20

25 大气污染控制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1～17周

26 噪声控制工程 B类 专业限选 理实一体 2 30 15 15 2 1～17周

27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B类 专业限选 理实一体 2 30 15 15 2 1～17周

小计 15 270 100 170 0 0 0 16 0 0

专业

拓展课

（一专多

岗）

28 环境评价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4 76 36 40 4 1～17周

28 环境监测 B类 专业必修 理实一体 4 76 36 40 4 1～17周

30 环保设备运营管理 B类 专业限选 理实一体 3 60 20 40 4 1～17周

小计 12 212 92 120 0 0 8 4 0 0

实践

技能课

（纯实训）

31 分析化学综合实训 A类 专业必修 集中实训 3 90  90 3周 18～20周

31 环境监测实训 A类 专业必修 集中实训 3 90 90 3周 18～20周

小计 6 180 0 180 0 0 0 0 0 0

跟岗/顶岗

实习

33 跟岗实习 C类 专业必修 跟岗实习 20 520 520 20周

34 顶岗实习 C类 专业必修 顶岗实习 15 390 390 15周 不超过6个月

小计 35 910 0 910 0 0 0 0 0 0



课程类别
序

号

课程基本信息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学时构成 学期/教学周数/周学时

备注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修读性质 授课形式

理论

教学

实践

教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5 18 18 18 20 15

分

类

统

计

                             修读性质

      课程类别

总

学

分

总

学

时

必修部分 选修部分
备注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践

公共基础课 35 704 32 644 434 210 3 60 60

分类统计数据

与各类课程小

计行数据不一

致则在分类统

计栏以“¢”标

识。

专

业

课

专业群通识课（群内统一） 12 220 12 220 100 120

专业基础课 24 444 24 444 174 270

专业核心课 15 270 10 180 60 120 5 90 40 50

专业拓展课（一专多岗） 12 212 8 152 72 80 3 60 20 40

实践技能课（集中实训） 6 180 6 180 180

顶岗/跟岗实习 35 910 35 910 910

总学时、总学分 139 2940 128 2730 840 1890 12 210 120 90

各类课程学时比重
公共课 24% 必修课 93% 理论教学 33%

专业课 76% 选修课 7% 实践教学 67%

其他说明 本专业限选课程总数4门，要求学生至少选修3门。


	附件3：2021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环境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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