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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2024 级） 

一、专业介绍 

经历了过去4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严峻的环境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的瓶颈。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防治水和大气的污染，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在此背景下，南方科技大

学于2015年初成立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学院”），旨在建成我国环境学科高端人才的培养基地

和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水科学与技术、资源循环利用、大气环境及地球系统科学是学院

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点方向。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082501）是一门基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专业，是学

院首个建立的本科专业。本专业教学内容涉及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置处理与资源化、

生态保护、环境监测、环境质量评价、环境规划、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等。目前，学院已引进一批国内外

知名学者和青年才俊，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知识结构互补、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国际化教师团队。现有

全职教师71人、兼职教师3人，其中讲席教授8人、教授/研究教授5人、副教授/研究副教授/教学副教授25

人、助理教授/研究助理教授31人。教师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瑞士工程

科学院院士1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2人、教育部特聘教授4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7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5人、教育部特聘青年学者3人、国务院特聘津贴专

家4人、国家特支计划人才3人及其他国家级人才14人。本专业于2019年被评为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016年被评为广东省优势重点学科。 

除了理论知识传授，本专业教学尤其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南方科技大学成立的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北京）是学院的产学研基地。该创新中心紧密结合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现状及行业特点，致力于将科研成

果有效社会化、产业化、公开化，可为本专业的实践教学提供一个优质的平台。 

学院全体师生力争将本专业建成一个国际化程度高、具有鲜明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本专

业将争取在以下几方面创出特色： 

1. 强调工程科学的创新； 

2. 突出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系统耦合； 

3. 结合环境专业发展需求，分方向开展特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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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注新兴环保产业、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 

专业类：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代码：082501。 

二、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工学素养的环境学科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后能

在企业、研究院所、政府部门等单位从事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关的咨询、研发、规划、管理等工作，或进

入国内外一流高校及研究机构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 

 

（二）培养要求 

经本专业培养，毕业生应具备以下知识、能力和素质： 

1. 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等基础理论），以及环

境科学与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 

2. 掌握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工程设计方法，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工程技术和产业的

发展动态和前沿，熟悉我国环境领域的标准、方针、政策和法规； 

3. 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追求卓越的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良好的交流沟通能

力； 

4. 具有创新性思维和独立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 具有国际化视野，对环境科学与工程中主要领域国内外发展现况有基本认识；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

与专业相关的听、说、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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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授予学位及毕业学分要求  

1. 学制：4年。 

2. 学位：对完成并符合本科培养方案学位要求的学生，授予工学学学士学位。 

3. 最低学分要求：本专业毕业最低学分要求为170.5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课程模块 课程类别 最低学分要求 

通识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模块  思政类 17 

基础素质培养模块 

体育类 4 

军训类 4 

综合素质类 2 

美育类 2 

基础能力培养模块 

计算机类 3 

写作类 2 

外语类 14 

人文社科基础模块 

人文类 
6 

社科类 

国学类 2 

自然科学基础模块 

数学类 12 

物理类 10 

化学类 4 

地生类 3 

通专衔接模块 专业导论类 2 

专业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18.5 

专业核心课 21 

集中实践 
（毕业论文、实习、科研创新项目等） 

18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 
分方向限选课：20 

任选课：6 

合计学分 170.5 

注：思想政治教育模块、基础素质培养模块、基础能力培养模块（外语类&写作类）、人文社科基础模块、通专衔接模
块课程的修读要求详见通识培养方案。 

四、自然科学基础模块及基础能力培养模块计算机类课程修读要求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先修课程 开课单位 

数学类 

MA117 高等数学（上） 4 1 秋  数学系 

MA127 高等数学（下） 4 1 春 高等数学（上）  

MA113 线性代数 4 1 春秋 无  

物理类 

PHY105 大学物理（上） 4 1 秋 无 物理系 

PHY106 大学物理（下） 4 1 春 大学物理（上）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2 1-2 春秋 无  

化学类 CH103 化学原理 4 1-2 春秋 无 化学系 

地生类 
以下课程 2 选 1 

BIO102B 生命科学概论 3 1-2 春秋 无 生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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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E100 地球科学概论 3 1-2 春秋 无 
地空系、 
海洋系、 
环境学院 

计算机类 

以下课程 5 选 1 

CS109 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计算机系 

CS110 Java 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CS111 C 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CS112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CS113 Matlab 程序设计基础 3 1-2 春秋 无 

注： 
1. 《高等数学（上）》和《高等数学（下）》可由《数学分析 I》和《数学分析 II》替代； 
2. 《线性代数》可由《高等代数 I》替代； 
3. 《大学物理（上）》和《大学物理(下)》可由《普通物理学（上）》和《普通物理学（下）》替代； 
4. 《生命科学概论》可由《生物学原理》替代； 
5. 以上替代课程同样适用于“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的课程要求”。 

五、进入专业前应修读完成课程的要求 

进入专业时间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先修课程 

第一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17 高等数学（上） 无 

MA127 高等数学（下） 高等数学（上） 

PHY105 大学物理（上） 无 

CH103 化学原理 无 

第二学年结束时
申请进入专业 

MA117 高等数学（上） 无 

MA127 高等数学（下） 高等数学（上） 

MA113 线性代数  

PHY105 大学物理（上） 无 

PHY106 大学物理（下） 大学物理（上） 

PHY104B 基础物理实验 无 

CH103 化学原理 无 

地生类课程 无 

计算机类课程 无 

注： 
1.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大于等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
所有专业可以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2.如本院系所有专业第一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总人数小于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2*60%，则该院系所有
专业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所设置的进专业课程要求； 
3.如第一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
的规则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并提前公布）。 
4.针对第二学年结束时进专业的学生不执行设置要求的院系，如果第二学年结束时申请进专业的学生人数和第一学年结
束时已经进专业的学生人数累计超过该院系教研系列教师（PI）总人数的 4 倍，则该院系可以按照事先确定的规则在申
请进专业的学生中进行选拔学生。确定规则时原则上考察学生的专业适应性，不以学分绩为依据（具体规则由院系制定
并提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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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课程教学安排一览表 

表 1 专业必修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
类别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
验/实践
学分 

建议修
读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专
业
基
础
课 

CH102-15 化学原理实验 2 2 1/春 化学原理或大学化学 化学系 

ESE202 环境学导论 2 0 1-2/春秋 无 环境学院 

ESE203 地质学基础 3 0 2/秋 无 环境学院 

MA21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 0 2/秋 高等数学（下） 数学系 

ESE214 环境工程原理 2 0 2/秋 
化学原理、大学物理

（下） 
环境学院 

MA201b 常微分方程 B 4 1 2/春 高等数学（下） 数学系 

ESE205 物理化学基础 3 0 2/春 
高等数学（下）、 化学

原理 
环境学院 

合计 19 3  

专
业
核
心
课 

ESE206 环境化学 3 0 2/春 化学原理/大学化学 环境学院 

ESE212 环境监测 2 0 2/春 
化学原理、大学物理
(下)、化学原理实验 

环境学院 

ESE214 环境监测实验 1 1 2/春 环境监测 环境学院 

ESE303 水处理工程 4 0 3/秋 
环境工程原理、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 
环境学院 

ESE305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一） 1 1 3/秋 水处理工程 环境学院 

ESE406 污染物运移过程 3 0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02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资

源化 
3 0 3/春 

物理化学基础、环境化
学 

环境学院 

ESE304 大气污染与防治 3 0 3/春 
物理化学基础、环境化

学 
环境学院 

ESE3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二） 1 1 3/春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
资源化、大气污染与防

治 
环境学院 

合计 21 3  

集
中
实
践
课
程 

ESE370* 科技创新项目 0 0    

ESE470 认识实习 2 2 2/夏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 环境学院 

ESE480 创新设计课程 4 4 4/秋 
水处理工程、固体废弃
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

大气污染与防治 
环境学院 

ESE491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4/春  环境学院 

合计 18 18  

合计 57.5 23.5  

注：学生可选择在第二学年开始后的任何学期开展科技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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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包括限选课和任选课，修读要求不低于26学分，选课需遵循以下原则： 

1. 限选课：设置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两个培养方向，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从表2中至少选择一个方

向修读相关课程，选修学分不得少于20，超出学分自动计为任选课学分。 

2. 任选课：修读要求不少于6学分， 

（1） 可从表2中选取除所选方向的课程外的其他课程； 

（2） 可从表3任选课列表中选取； 

（3） 可从水文与水资源工程专业（081102）的专业课程中选取（除同时为本专业必修课的课程

外）。 

表 2 专业限选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方向一：环境科学方向 (从以下列表中至少选修 20 学分) 

CH209 无机化学 I 4 0 2/秋 无 化学系 

CH106 有机化学 B 3 0 2/春秋 化学原理 化学系 

ESE336 环境分析化学 3 0 2/秋 无 环境学院 

ESE207 环境化学实验 1 1 2/春 环境化学 环境学院 

ESE5095 大气化学 3 0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08 环境经济学 3 0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13 生态学概论 3 0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17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应用 3 0.5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35 环境数据分析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32 土壤学 3 0 3/春 
高等数学（下）、大学
物理（下）、化学原理 

环境学院 

ESE405 环境影响评价 3 0 4/秋 无 环境学院 

合计 32 1.5    

方向二：环境工程方向(从以下列表中至少选修 20 学分) 

ME102 CAD 与工程制图 3 1.5 1/春 无 机械系 

CH209 无机化学 I 4 0 2/秋 无 化学系 

CH106 有机化学 B 3 0 2/春秋 化学原理 化学系 

ESE336 环境分析化学 3 0 2/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01 环境微生物学 3 0 3/秋 生命科学概论 环境学院 

ESE309 环境微生物实验 1 1 3/秋 
环境学导论、环境微生

物学 
环境学院 

ESE317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应用 3 0.5 3/秋 无 环境学院 

MAE207 工程流体力学 3 0 3/秋 高等数学（下） 力学系 

ESE412 生态修复 3 0 3/秋 环境化学 环境学院 

ESE306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35 环境数据分析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417 工业水回用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405 环境影响评价 3 0 4/秋 无 环境学院 

合计 38 3  

注：学生可根据自身兴趣，从上述表中至少选择一个方向修读相关课程，选修学分不得少于 20，超出学分自动计为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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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学分。 

表 3 专业任选课教学安排一览表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中英文)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
课学期 

建议先修课程 开课院系 

BIO201 
生物化学 I (生物大分

子) 
3 0 2/秋 生物学原理、化学原理 生物系 

ESE307 水文学原理与应用 3 0 2/秋 高等数学（下） 环境学院 

MSE203 晶体学 2 0 2/秋 无 材料系 

ESE216 水力学 3 0 2/春 
高等数学（下）, 大学物

理（下） 
环境学院 

ESE223 城市与环境 3 0 2/春 无 环境学院 

ESE224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1 0 2/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29 遥感原理 3 0 2/春 高等数学（下）, 大学物
理（下） 

环境学院 

ESE211 
暑期海外水与环境管理

认知实践 
2 2 2/夏 无 环境学院 

ESE322 环境与健康 3 0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14 环境材料学 3 0 3/春  环境学院 

ESE316 水资源评价与管理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18 地下水水文学 3 0 3/春 地质学基础 环境学院 

ESE319 全球气候变化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21 科技成果表达 2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31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337 环境心理学与设计应用 3 0 3/春 无 环境学院 

ESE221 城市规划 3 0 4/秋 无 环境学院 

ESE407 数值模拟方法基础 3 0 4/秋 高等数学（下）,线性代数 环境学院 

ESE5016 环境仪器分析 2 1 4/秋 化学原理/大学化学 环境学院 

ESE415 
流域水文模型-应用与

实践 
3 0 4/秋 高等数学（下） 环境学院 

合计 54 3    

  



8  

表 4 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一览表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其中实验/ 
实践学分 

建议修读 
学期 

建议先修 
课程 

开课单位 

CH102-15 化学原理实验 2 2 1/春 化学原理或大学化学 化学系 

ME102 CAD 与工程制图 3 1.5 1/春 无 机械系 

MA201b 常微分方程 B 4 1 2/春 高等数学（下） 数学系 

ESE207 环境化学实验 1 1 2/春 环境化学 环境学院 

ESE214 环境监测实验 1 1 2/春 环境监测 环境学院 

ESE470 认识实习 2 2 2/夏 环境化学、环境监测 环境学院 

ESE211 
暑期海外水与环境

管理认知实践 
2 2 2/夏 无 环境学院 

ESE305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

验（一） 
1 1 3/秋 

环境监测实验、水处理
工程 

环境学院 

ESE309 环境微生物实验 1 1 3/秋 
环境学导论, 环境微生

物学 
环境学院 

ESE317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

感应用 
3 0.5 3/秋 无 环境学院 

ESE3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

验（二） 
1 1 3/春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
与资源化、大气污染与

防治 
环境学院 

ESE370 科技创新项目* 0 0  无 环境学院 

ESE480 创新设计课程 4 4 4/秋 
水处理工程、固体废弃
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

大气污染与防治 
环境学院 

ESE491 毕业论文（设计） 12 12 4/春  环境学院 

合计 37 30 
 

注：以上学分不包含通识类课程的实践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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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结构图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结构图 

 

通识理工必修课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大学物理 

化学原理 

地生类 

计算机类 

基础物理实验 

 

专业基础课（必修） 

地质学基础 

环境学导论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环境工程原理 

物理化学基础 

常微分方程 B 

化学原理实验 

 

环
境
工
程
方
向 

CAD 与工程制图 

无机化学 I 

有机化学 B 

环境微生物学 

工程流体力学 

生态修复 

土壤与地下水污染 

环境数据分析 

环境影响评价 

工业水回用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应用 

环境微生物实验 

 

专业限选课 

环
境
科
学
方
向 

无机化学 I 

有机化学 B 

环境分析化学 

大气化学 

生态学概论 

环境数据分析 

土壤学 

环境经济学 

环境影响评价 

地理信息系统与遥感应用 

环境化学实验 

 

专业核心课（必修） 

环境化学 

环境监测 

水处理工程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与资
源化 

大气污染与防治 

污染物运移过程 

环境监测实验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一) 

环境科学与工程实验(二) 

认识实习 

创新设计课程 

科技创新项目 

 

专业任选课 

晶体学 

生物化学 I (生物大分子) 

水文学原理与应用 

水力学 

城市与环境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遥感原理 

科技成果表达 

流域水文模型-应用与实践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环境与健康 

环境材料学 

水资源评价与管理 

全球气候变化 

地下水水文学 

城市规划 

数值模拟方法基础 

环境仪器分析 

暑期海外水与环境管理认
知实践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理论课   

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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