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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综合考试大纲 

 

Ⅰ.考试范围 

流行病学基础、社会医学、预防医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Ⅱ.考试要求 

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以上学科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能够运用这些知

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方式：闭卷、笔试。 

2.考试时间：180 分钟。 

3.试题分值：300 分。 

4.题型及分数比例： 

（1）名词解释，共 9 个，每题 5 分，共 45 分。 

（2）A1 型选择题，共 15 个，每题 5 分，共 75 分。 

（3）简答题，共 9 个，每题 10 分，共 90 分。 

（4）论述/计算题，共 3 个，每题 30 分，共 90 分。 

 

第一部分 流行病学基础 

一、绪论 

（一）掌握： 

1.流行病学的定义和特征 

2.流行病学的研究内容 

3.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观察法、实验流行病学、理论流行病学 

4.流行病学的任务：研究疾病或健康的的人群分布、探讨疾病的病因和影响流行的因素、疾

病的自然史研究、疾病的监察、疾病的控制对策制定、疾病控制效果的评价 

（二）了解： 

流行病学与其它医学学科的关系：与基础医学的关系、与临床医学的关系、与卫生统计

学的关系、与非医学学科的关系 

二、疾病的分布 

（一）掌握： 

1.疾病频率的测量指标： 

（1）发病频率测量指标：发病率、罹患率、续发率 

（2）患病频率测量指标：患病率、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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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死亡与生存频率测量指标：死亡率、病死率、生存率 

（4）各指标的专率和标准化率 

（5）各指标的联系与区别：发病率与患病率的区别；发病率、患病率与病程的关系 

2.疾病流行强度：散发、暴发、流行、大流行 

3.疾病的分布： 

（1）人群分布：年龄、性别、职业、种族和民族、婚姻与家庭、行为生活方式 

（2）地区分布：国家间及不同地区的分布、城乡分布、地区聚集性、地方性疾病 

（3）时间分布：短期波动、季节性、周期性、长期趋势 

（4）移民流行病学定义及应用 

（5）横断面分析、出生队列分析 

（二）了解： 

1.疾病负担指标：潜在减寿年数、伤残调整寿命年 

2.病死率与发病率、死亡率的关系 

三、描述性研究 

（一）掌握： 

1.描述性研究：概念、种类、特点、用途 

2.现况研究： 

（1）概念、特点、类型、用途 

（2）普查、抽样调查：概念、目的、优缺点 

（3）抽样方法、抽样误差 

（4）设计与实施 

（5）常见偏倚及其控制 

3.生态学研究： 

（1）概念、特点、用途、类型 

（2）优缺点：生态学谬误 

（二）了解： 

地理信息系统在生态学研究中的应用 

四、筛检 

（一）掌握： 

1.基本概念：定义、目的与应用、类型、实施原则、金标准 

2.评价指标： 

（1）真实性：灵敏度、特异度、正确指数、似然比 

（2）可靠性：符合率 

（3）预测值：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3.联合试验：定义、特点 

4.筛检试验阳性结果截断值的确定 

5.筛检效果的评价：收益、生物学效果、卫生经济学效果 

6.筛检评价中的偏倚：领先时间偏倚、 病程长短偏倚、过度诊断偏倚、志愿者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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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队列研究 

（一）掌握： 

1.基本原理： 

（1）定义、基本原理、特点 

（2）研究目的 

（3）研究类型：前瞻性、历史性、双向性 

2.设计与实施： 

（1）基本实施步骤 

（2）研究人群的选择：暴露人群、对照人群 

（3）样本量大小的确定 

3.队列研究的资料分析： 

（1）人时 

（2）率：累积发病率、发病密度、标化比 

（3）效应测量指标：相对危险度、归因危险度、归因危险度百分比、人群归因危险度、剂

量反应关系的分析 

4.常见偏倚及其控制：选择偏倚、失访偏倚、混杂 

5.队列研究的优点与局限性 

六、病例对照研究 

（一）掌握： 

1.基本原理：定义、研究类型、用途 

2.匹配：个体匹配、频数匹配 

3.设计与实施： 

（1）基本实施步骤 

（2）病例、对照的选择 

（3）样本量大小的确定 

4.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资料整理 

（2）资料分析：描述性统计、统计性推断（效应测量指标：比值比） 

（3）配对资料的分析、分层分析 

5.常见偏倚及其控制： 

（1）选择偏倚：入院率偏倚、现患病例-新发病例偏倚、检出症候偏倚、时间效应偏倚 

（2）信息偏倚：回忆偏倚、调查偏倚 

（3）混杂偏倚 

6.病例对照研究的优点与局限性： 

（1）优点与局限性 

（2）与队列研究的比较 

（3）实施应注意的问题 

（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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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对照研究的衍生类型 

七、实验流行病学 

（一）掌握： 

1.概念：定义、特点、分类、用途 

2.设计与实施： 

（1）基本实施步骤 

（2）样本量大小的确定 

（3）随机化分组的原理、方法和应用 

（4）设立对照的目的、原理和应用 

（5）盲法的原理和应用 

（6）类实验 

3.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1）资料整理：不合格、不易从、失访 

（2）预防效果的评价指标：保护率、效果指数、抗体阳转率、抗体几何平均滴度 

（3）治疗效果的评价指标：有效率、治愈率、病死率、不良事件发生率、生存率、相对危

险度降低、绝对危险度降低、需治疗人数 

（4）意向性分析、遵循研究方案分析、接受干预措施分析 

4.需注意的问题： 

（1）伦理问题 

（2）预实验 

（3）偏倚及其控制 

八、偏倚及其控制 

（一）掌握： 

1.选择偏倚：定义、常见类型、控制方法 

2.信息偏倚：定义、常见类型、控制方法 

3.混杂偏倚：定义、控制方法 

九、病因与因果推断 

（一）掌握： 

1.病因的概念：定义、病因模型、作用方式 

2.病因研究的方法与步骤 

3.因果推断：步骤、标准 

十、传染病流行病学 

（一）掌握： 

1.传染病发生于传播的基本条件：病原体、宿主、传染过程及感染谱 

2.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1）传染源：病人/病原携带者/受感染的动物作为传染源的分类及意义；潜伏期 

（2）传播途径：各种传播途径的概念、特点、意义 

（3）人群易感性：定义、影响因素、与传染病流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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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疫源地和流行过程： 

（1）疫源地的定义、形成条件、消灭条件 

（2）流行过程 

4.影响传染病流行的因素： 

5.传染病的控制措施： 

（1）预防和控制传染病的策略 

（2）我国疫情管理措施：报告病种类别、责任报告人、报告实现 

（3）针对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的措施 

6.免疫规划及其效果评价： 

（二）了解： 

新发传染病的定义、流行特征、控制策略与措施 

 

第二部分 社会医学 

一、绪论 

（一）掌握： 

（1）健康的概念 

（2）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3）社会医学的作用 

（二）了解： 

（1）社会医学的任务 

（2）社会医学的发展阶段 

（3）社会医学历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著作和成就 

二、医学模式与健康观 

（一）掌握： 

（1）医学模式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2）医学模式转变的各个阶段 

（3）生物医学模式 

（4）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5）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产生的动因 

（二）了解： 

（1）不同医学模式的代表观点 

（2）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影响 

三、社会因素与健康 

（一）掌握： 

（1）社会因素的概念 

（2）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的特点和机制 

（3）宏观经济与健康的关系 

（4）社会制度、文化、社会心理因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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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制度影响健康的途径 

（6）社会文化对健康的影响 

（7）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的关系 

（二）了解： 

（1）生活事件的测量方法 

（2）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 

四、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一）掌握： 

（1）社会医学研究方法的类型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 

（3）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程序 

（4）概率抽样的方法 

（5）非概率抽样的方法 

（6）社会调查研究资料收集的方法 

（7）问卷的基本结构 

（8）问卷设计的基本步骤 

（9）信度与效度的定义、内容及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10）观察法的分类及特点、实施步骤、优缺点 

（11）个别深入访谈的作用、实施步骤、优缺点 

（12）专题小组讨论的基本概念和优缺点 

（二）了解： 

（1）定性研究的主要应用 

（2）问卷设计需要注意的问题 

（3）观察法的应用 

（4）专题小组讨论的应用、基本步骤 

五、健康状况评价 

（一）掌握： 

（1）个体健康状况评价的方法 

（2）健康状况评价的概念 

（3）健康状况评价的意义 

（4）健康状况指标 

（5）健康状况评价指标的获得途径 

（6）常用的健康状况综合评价指标 

（二）了解： 

（1）健康相关指标 

（2）健康状况评价的方法 

六、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一）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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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康危险因素的概念和范畴 

（2）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概念 

（3）健康危险因素的资料来源 

（4）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分析资料方法 

（5）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意义 

（二）了解： 

（1）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个体评价的四种类型 

（2）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群体评价 

七、生活质量评价 

（一）掌握： 

（1）生活质量和生命数量的概念 

（2）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概念 

（3）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评价内容 

（4）常用的生活质量量表 

（二）了解：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价的应用 

八、社区卫生服务 

（一）掌握： 

（1）社区的概念 

（2）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 

（3）社区卫生服务的对象 

（4）社区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 

（5）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 

（6）社区诊断的概念 

（二）了解： 

（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工作内容 

（2）社区卫生服务方式 

（3）社区诊断收集的基本信息 

九、社会卫生策略 

（一）掌握： 

（1）个体预防策略与群体预防策略的基本概念 

（2）初级卫生保健的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 

（3）21 世纪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 

（4）中国卫生策略的基本原则、总体目标 

（5）中国卫生发展战略 

（二）了解： 

（1）全球卫生面临的新挑战 

（2）中国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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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医改的重点任务 

十、特殊人群社会医学 

（一）掌握： 

（1）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因素 

（2）妇女健康的影响因素 

（3）人口老龄化的定义 

（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5）老年人口的健康影响因素 

（6）残疾人口健康的影响因素 

十一、城市与农村社会医学 

（一）掌握： 

（1）城市的主要社会卫生问题 

（2）农村的主要社会卫生问题 

 

第三部分 预防医学 

一、总论 

（一）掌握： 

1.预防医学的概念及其特点 

2.健康的定义及组成 

3.健康的决定因素以及健康生态学模型 

4.三级预防及各级预防的内容和要点 

5.高危人群策略与全人群策略 

（二）了解： 

预防医学的价值和对社会的贡献 

二、流行病学 

参考第一部分内容 

三、统计学 

（一）掌握： 

1.医学统计资料的类型： 

（1）数值变量 

（2）分类变量 

（3）变量转换 

2.统计学基本概念： 

（1）同质与变异 

（2）总体与样本 

（3）参数与统计量 

（4）误差 

（5）概率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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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 

（1）频数表及频数分布图 

（2）描述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的指标 

4.分类资料的统计描述： 

（1）频数表 

（2）相对数 

（3）标准化法 

5.医学中常见分布及其应用： 

（1）正态分布 

（2）正态分布在医学中的应用 

6.统计图与统计表 

7.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1）总体均数的估计：抽样误差、标准误、t 分布 

（2）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步骤 

（3）两样本的比较：单个样本均数的 t 检验、两个独立样本均数的 t 检验、两个独立样本

均数的秩和检验、配对资料的 t 检验、配对资料的秩和检验 

（4）多个样本资料的比较：方差分析 

8.分类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 

（1）总体率的估计：率的抽样误差、标准误 

（2）总体率的置信区间 

（3）无序分类变量资料的比较：z 检验，χ2
检验，行×列表资料的χ2

检验，配对四格表资料

的χ2
检验 

（4）有序分类变量资料的比较：秩和检验 

9.回归与相关： 

（1）直线回归；概念、方程求法、回归系数的假设检验、回归方程置信区间与预测 

（2）线性相关：概念、相关系数、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相关系数的置信区间 

（3）等级相关：Spearman 等级相关 

10.生存分析： 

（1）基本概念 

（2）生存曲线 

（3）未分组资料的生存分析：生存率估计、生存曲线的绘制、生存率的比较 

（4）分组资料的生存分析：生存率计算、生存率曲线 

11.多元统计： 

（1）多元线性回归：概念、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标准偏回归系数 

12.logistic 回归分析： 

（1）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 

（2）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 

（3）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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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logistic 回归分析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二）了解： 

1.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 

2.应用相对数时的注意问题 

3.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两类错误、变量变换、检验方法的正确选择、结果的解释 

4.线性相关分析的注意事项 

5.回归分析的注意事项 

6.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概念、参数估计与检验、类型、步骤、应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7.多元线性回归常用的评价指标 

8.逐步回归分析 

9.多元线性回归的用途 

10.判别分析 

11.主成分分析与因子分析 

四、生活环境与健康 

（一）掌握： 

1.环境有害因素及其来源： 

（1）环境的概念：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2）环境组成因素：生物因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 

（3）环境有害因素的来源：空气中有害物质来源、水中有害物质来源、土壤中有害物质来

源 

2.环境有害因素对健康的危害： 

（1）环境致病因素的健康效应：生物标志物选择原则 

（2）决定环境有害物质对健康影响的因素：污染物因素、机体因素 

（3）环境污染及对健康的危害：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危害、水体污染对健康的危害、土壤污

染对健康的危害 

3.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 

（1）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定义、特点 

（2）碘缺乏病：致病原因、临床表现、防治措施 

（2）地方性氟中毒：致病原因、临床表现、防治措施 

4.环境有害因素的预防与控制： 

（1）环境污染物的危险度评价：目的、意义、方法 

（二）了解： 

1.自然因素产生的有害物质 

2.环境有害因素的接触途径 

3.环境有害因素的预防与控制策略 

五、职业卫生服务与职业病管理 

（一）掌握： 

1.职业性病伤的概念及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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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业病致病条件及特点 

3.物理性有害因素及健康损害： 

（1）高温 

（2）噪声 

（3）非电离辐射 

4.化学性有害因素及健康损害： 

（1）毒物 

（2）粉尘 

5.生物性有害因素与健康损害： 

（1）致病微生物 

（2）寄生虫 

（3）动植物 

6.不良生理、心理性因素及健康损害： 

（1）不良职业性生理因素 

（2）不良职业性心理因素 

7.职业卫生服务的内容与任务 

8.职业人群健康监护： 

（1）医学监护 

（2）职业环境监测 

（3）信息管理 

9.职业病管理： 

（1）职业病诊断管理：诊断资质、程序、原则 

（2）职业病报告管理：报告制度、程序、处理 

（3）职业病患者治疗、处理管理：原则、待遇 

10.职业病预防管理 

（二）了解： 

1.职业性有害因素的种类 

2.职业卫生服务的概念与意义 

3.职业卫生服务的要求与原则 

4.职业卫生服务的机构与模式 

5.职业性病伤的劳动能力鉴定管理 

六、食物因素与健康 

（一）掌握： 

1.合理营养： 

（1）营养素分类及生理功能 

（2）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平均需要量、推荐摄入量、适宜摄入量、可耐受最高摄入量 

（3）蛋白质：生理功能、必需氨基酸、食物来源及推荐摄入量 

（4）脂类：生理功能、食物来源及推荐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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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碳水化合物：生理功能、食物来源及推荐摄入量 

（6）能量：能量需要、食物来源及推荐摄入量 

（7）矿物质：钙、铁、锌的生理功能及食物来源、推荐摄入量 

（8）维生素：维生素 A、C、D、叶酸的生理功能、食物来源及推荐摄入量 

（9）合理膳食定义及基本要求 

2.人群营养状况评价： 

（1）膳食调查方法：称重法、记账法、回顾法、化学分析法、食物频率法 

（2）人群营养评价指标：体格测量指标、临床检查指标、实验室检查指标 

3.人群营养干预策略： 

（1）心血管疾病的营养防治原则 

（2）糖尿病的营养防治原则 

（3）肥胖的营养防治原则 

（4）骨质疏松症的营养防治原则 

（5）癌症的营养防治原则 

4.食品安全： 

（1）食源性疾病定义 

（2）食品中常见污染物及其危害 

（3）食品添加剂定义、分类、使用原则 

5.食物中毒： 

（1）食物中毒的分类和特点 

（2）细菌性食物中毒原因、预防措施 

（3）食物中毒调查与处理 

（二）了解： 

1.合理营养的概念 

2.膳食指南 

3.特殊人群营养指导： 

（1）孕妇和乳母的营养 

（2）婴幼儿营养 

（3）老年人营养 

4.临床营养： 

（1）基本膳食 

（2）治疗膳食 

（3）肠内营养 

（4）肠外营养 

5.常见食品中非法添加物 

6.食物中毒： 

（1）真菌毒素和霉菌食品中毒 

（2）有毒动、植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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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化学性食物中毒 

七、传染性疾病预防与控制 

（一）掌握： 

1.传染病的流行过程： 

（1）病原体定义、基本特性 

（2）宿主定义 

（3）感染过程及感染谱 

2.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环节： 

（1）传染源定义及分类 

（2）传播途径分类及特点 

（3）影响易感性的因素 

3.影响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因素：社会因素、自然因素 

4.疫源地与流行过程 

5.传染病的预防控制： 

（1）传染病分类及报告时限 

（2）针对传染源的措施 

（3）针对传播途径的措施 

（4）针对易感者的措施 

（5）传染病暴发、流行的紧急措施 

（6）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 

6.计划免疫： 

（1）预防接种的种类 

（2）计划免疫方案 

7.医院感染： 

（1）医院感染的定义、分类 

（2）医院感染的发生和影响因素 

（二）了解： 

1.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策略 

2.疫苗的效果评价 

3.人兽共患传染病： 

（1）炭疽、鼻疽 

（2）口蹄疫、猪水疱病 

（3）疯牛病 

（4）禽流感 

（5）人兽共患寄生虫病 

4.医院感染的预防控制 

5.新时期传染病流行特点及其对策： 

（1）病原体变化带来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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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染病流行三环节的新问题 

（3）传染病流行的影响因素变化带来的新问题 

（4）社会和人民群众对传染病防治的新要求 

（5）新时期传染病防治对策 

八、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管理 

（一）掌握：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概念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1）吸烟 

（2）膳食因素和肥胖 

（3）身体活动不足 

（4）过量饮酒 

（5）精神、心理失衡 

3.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管理： 

（1）疾病管理的概念 

（2）慢性病管理的概念 

（3）慢性病管理的内容 

（二）了解： 

1.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及其危险因素的流行现状 

2.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 

3.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自我管理 

九、健康促进 

（一）掌握： 

1.健康教育定义 

2.健康促进定义、5 个活动领域 

3.传播概论： 

（1）传播与健康传播的基本概念 

（2）传播的分类 

（3）传播学模式：5W 模式、健康传播模式 

（4）人际传播特点 

（5）大众传播特点 

4.健康相关行为： 

（1）行为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2）健康相关行为 

（3）促进健康行为 

（4）危害健康行为 

5.健康相关行为改变的理论： 

（1）“知信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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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信念模式 

6.评价的设计方案： 

（1）不设对照组的前后测试 

（2）非等同比较组设计 

（3）实验研究 

（二）了解： 

1.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意义和任务 

2.传播关系与传通条件 

3.行为的概念、分类 

4.行为改变的阶段理论 

5.社会营销基本理论 

6.计划设计步骤 

7.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计划的实施 

8.影响评价结果的因素 

9.定量调查研究方法： 

（1）抽样方法与样本量 

（2）健康教育问卷 

（3）定量资料分析与表达 

10.定性调查研究方法： 

（1）参与式快速评估 

（2）专题小组讨论 

（3）选题小组工作法 

（4）深入访谈 

（5）观察 

11.教育干预方法： 

（1）自我导向学习法 

（2）同伴教育 

（3）演讲 

（4）健康管理 

12.其他场所健康的健康促进： 

（1）学校健康促进：实施领域、学校健康促进的组织实施与评价 

（2）工作场所健康促进：概念与原则、内容 

（3）社区健康促进：概念与意义、城市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农村社区健康教育内容 

十、健康管理 

（一）掌握： 

1.健康管理概念 

2.健康危险因素 

3.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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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管理的基本策略：生活方式管理、疾病管理 

5.健康风险评估：定义、步骤、种类、方法 

（二）了解： 

1.健康管理的需求 

2.健康管理的应用 

3.健康风险评估的目的 

4.健康管理在健康体检中的应用 

5.健康管理在健康保险中的应用 

6.健康管理市场营销 

十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应急策略 

（一）掌握：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特点、分类、分级 

2.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处理： 

（1）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特点和事件分级 

（2）应急处理工作原则 

3.现场调查与病因分析 

4.现场控制措施 

（二）了解：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内容、措施 

2.应急处置的组织体系及职责 

3.临床救治原则 

4 防护措施 

5.急性化学中毒的应急处理： 

（1）急性化学中毒的概念与特点 

（2）急性化学中毒的临床表现 

（3）急性化学中毒的诊断 

（4）急性化学中毒的急救原则 

6.电离辐射损伤的应急处理： 

（1）电离辐射事故的放射防护 

（2）工作人员应急照射的剂量控制 

（3）电离辐射事故受照人员的医学处理原则 

（4）放射性污染控制的原则 

（5）应急措施 

十二、卫生服务体系与卫生管理 

（一）掌握： 

1.卫生系统概念 

2.卫生系统的目标和功能 

3.公共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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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卫生作用 

5.公共卫生功能 

6.医疗保健体系的功能与基本要求 

7.医疗保险的概念 

8.医疗保险的特点 

9.主要医疗保险模式 

10.我国医疗保障体系：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4）补充医疗保险 

（5）商业医疗保险 

（6）社会医疗救助 

11.医院安全管理概念 

12.医院常见有害因素： 

（1）医院专业因素 

（2）医院环境因素 

（3）医院管理因素 

（4）医院社会因素 

（二）了解： 

1.卫生组织机构 

2.公共卫生管理的组织机构 

3.医疗保健的组织机构 

4.家庭医生制度（全科医生制度） 

5.双向转诊制度 

6.医疗费用控制措施： 

（1）控制医疗服务供方的措施 

（2）控制医疗服务需方的措施 

（3）第三方（医疗保险管理方）的管理措施 

7.医院安全管理： 

（1）医院安全管理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2）基本原则 

（3）基本框架 

（4）保障机制 

（5）文化建设 

8.医院安全防范措施： 

（1）患者安全防范 

（2）医务人员安全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