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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大学环境监测类实验课程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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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环境监测行业从业人员进行调查，明确了环境工程专业学生从事环境监测行业常用的检测项目。在此基础
上，重新设计应用型大学环境监测类实验课程体系，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增加课程的地方性和应用性，使课程对学生
的训练符合当地产业需要。以台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监测类课程设置为例，详细介绍了实验项目设置、实验课时、授课时间
等具体课程安排，并初步分析了该实验课程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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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tudy o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perimental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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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urvey of employee from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dustry，the common used project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dustry was indentified. Based on the survey，the system of monitoring experimental course in
applied university was redesigned，so as to promote the operational ability of students and increase the applicability and
locality of the course. It aimed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graduates from applied university in the local
industrial environment. Besides，the set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xperimental course in Taizhou University was
introduced，including the experimental project，the quantity and schedule of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system was also analyzed preliminar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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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应用型大学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大决策，对于国
家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应
用型大学将高等教育融入城市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之中，通过密
切关注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动态，培养应用型专门人才，对于地
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内在驱动作用［1 － 2］。随着第三方环境监
测市场的逐渐放开，环境监测已发展成为具有广阔前景的行
业。近两年，环境监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应用型环
境监测人才需求日益迫切。如何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出合格的
环境监测人才，对于学生就业和环境监测行业的发展都具有重
大意义。目前，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监测类实验课程包括环境监
测实验、室内环境监测实验、工业分析实验、环境监测大实验
等，对于学生掌握环境工程基础知识和监测技能具有重要的作
用。然而，由于课程设置稍显杂乱，课程之间重复内容较多，

较多的训练项目偏离于实际应用，对于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实践
能力培养不够，与地方产业结合的紧密性也不强，课程体系与
培养应用型人才目标尚有一定差距［3 － 4］。因此，有必要对环境
监测类实验课程进行系统整合，提高课程的“应用性”。

鉴于社会上对环境监测人才的切实需求，本研究对浙江省

各地 49 名毕业于环境工程专业，且在环境监测行业从业的人

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对现有的监测课程体

系提出调整建议，以提高应用型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

能力。

1 问卷调查结果

图 1 环境监测和环境化学课程满意度分析

Fig. 1 Satisfaction degree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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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5 份，回收 49 份，问卷回收率
89. 1%。参与调查的人中，男性占 42. 9%，女性占 57. 1%。被
调查人员中对环境工程专业现有课程的满意度如图 1 所示。环
境监测的课程满意度略高于环境化学。环境监测课程更侧重于
具体监测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而环境化学课程侧重于环境化学
行为机理的研究［5 － 7］，这可能是导致其满意度低于环境监测的
主要原因。

从各试验项目的满意度分析，COD、氨氮、浊度色度悬浮
物、总 P、环境噪声、二氧化硫的满意度较高( 图 2 ) 。被调查
人普遍反应，这些试验项目是从业时相对常用的检测项目。

图 2 各试验项目满意度分析

Fig. 2 Satisfaction degree analysis of the experimental projects

2 关键知识点分析及课程设置建议

从课程的角度分析，更加侧重实际检测的环境监测课程的
满意度要高于环境化学课程。这表明，从本科生就业的角度考
虑，环境监测的课程设置应该优先于环境化学课程。然而，鉴
于目前较多的 211、985 院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专业科目涉及大
量的环境化学知识点，而本科院校依然肩负为研究型大学输送
人才的任务，环境化学课程不应被彻底废弃。因此，研究组认
为应用型大学的环境监测和环境化学课程仍需同时开设，课时
量的设置可偏向于环境监测课程。

从具体的实验项目考虑，COD、氨氮、浊度色度悬浮物、
总 P、环境噪声、二氧化硫等监测项目对于毕业生从业而言更
为重要，建议对这些项目可以重复开设，通过重复强化训练提
升实验熟练度。

3 课程体系设置 －以台州学院为例

台州学院是浙江省一所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由浙江
省和台州市人民政府共管共建。学校坚持“地方性、应用性、
综合性、高教性”的办学定位，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坚持
教育创新，狠抓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切实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近年来，学校基于社会需求和自身定位，逐渐向应用型大
学转型。台州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环境工程系的环境监测实验课
程体系包括环境监测实验、室内环境监测实验、工业分析实
验、环境监测大实验，总体课时量接近 200 课时，对于学生掌
握环境工程基础知识和监测技能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本次问
卷调查结果及教研组的长期教学经验积累，教研组对环境监测
实验课程的总体布置如表 1 所示。

表 1 台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环境监测实验课程体系设置
Table 1 Set of system of monitoring experimental course in the major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of Taizhou university

实验课程 实验项目 实验课时 授课时间 实验类型

仪器分析实验 pH 酸度计测定溶液的 pH 值及电导率 3 第 3 学期 验证性

仪器分析实验 正己烷的紫外吸收光谱的测定 3 第 3 学期 验证性

仪器分析实验 水中阴离子含量的测定 3 第 3 学期 验证性

仪器分析实验 TOC 测定仪测定环境水样中的有机碳 4 第 3 学期 验证性

仪器分析实验 甲醇、异丙醇、正丁醇的气相色谱分离与分析 3 第 3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废水中 SS、浊度和色度的测定 5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碘量法测定溶解氧 3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废水中化学需氧量( CODCr ) 测定 5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水中氨氮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废水中 TOC 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大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3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3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或飘尘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茶叶中 F － 含量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废水中酚类的测定 5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水体中总磷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土壤中铜或锌的测定 4 第 4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实验 土壤中金属形态的测定 7 第 4 学期 综合性

环境监测实验 环境样品中 PCBs 的测定 5 第 4 学期 设计性

工业分析实验 水中硫酸盐的测定———硫酸钡比色法 4 第 6 学期 验证性

工业分析实验 煤中全硫量的测定 6 第 6 学期 设计性

工业分析实验 水泥中 Fe2O3含量的测定———EDTA 直接滴定法 2 第 6 学期 验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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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工业分析实验 农业用碳酸氢氨中氨态氮的测定 2 第 6 学期 验证性

工业分析实验 食品中亚硝酸盐含量的测定 2 第 6 学期 验证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水样的取样、保存及水样色度、浊度、SS 的测定与评价 6 第 7 学期 设计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水样的预处理及水体中的 COD 的测定与评价 4 第 7 学期 设计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现场采样及实验室大气中 SO2、氮氧化物的分析测定与评价 4 第 7 学期 设计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水体中的氨氮的测定与评价 4 第 7 学期 设计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水中总磷的测定与评价 4 第 7 学期 设计性

环境监测大实验 环境噪声的测定与评价 3 第 7 学期 设计性

仪器分析实验课程采用的教材为苏克曼、张济新主编，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仪器分析实验》 ( 2005) ; 环境监测实验
课程采用的教材为本教研室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环
境监测实验》 ( 2014) ; 工业分析实验和环境监测大实验课程采
用本教研室编制的教材讲义。根据实验课程的基础性和递进
性，4 门实验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为: 《仪器分析实验》、《环
境监测实验》、《工业分析实验》、《环境监测大实验》。根据实
验项目的重要性，COD、氨氮、浊度色度悬浮物、总 P、环境
噪声、二氧化硫等监测项目均重复 2 次及以上。同时，课程兼
顾其他实验项目和实验原理的教授。该课程体系的实施获得台
州学院环境工程在校生的高度认可，认为其既满足了就业的需
求，也满足了进一步深造的需求。

4 结 语

对环境监测行业从业人员的调查结果表明，环境监测的课
程满意度优先于环境化学课程。相对于环境化学课程，应用型
大学课时量的设置可偏向于环境监测课程。COD、氨氮、浊度
色度悬浮物、总 P、环境噪声、二氧化硫是环境监测中较为常

用的检测项目。建议对这些项目可以重复开设，通过重复强化
训练提升实验熟练度。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对台州学院环境工
程系实验课程体系进行了设置，并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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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塔的长久正常运作，以及装置的平稳运行，并使
其操作检修方便，必须要对塔的平面布置、管道走向以及支架
等进行合理的安排，以满足其管道柔性以及嘴子受力的要求。
MTO 装置的水洗 － 急冷塔除具备一般化工装置塔器的特征外，

还具备其自身特有的一些重要属性。本文以某 MTO 项目水洗
－ 急冷塔的布置作为例子，对其布置的要点和注意事项进行了

一些总结，以用作进一步交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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