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3 卫生综合（自命题）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卫生综合考试为我校招收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有选

拔性质的考试科目，旨在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掌握预防

医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以及分析和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能力。

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预防医学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

上水平，以利于在专业上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 

Ⅱ、考查目标 

卫生综合考试范围为高等学校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的流行病学、卫

生统计学、社会医学。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预防医学学科中的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技能

综合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Ⅲ、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满分为30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内容结构 

流行病学（40%） 

卫生统计学（40%） 

社会医学（20%） 

Ⅳ、考查内容 



一、流行病学 

（一）绪论 

1. 流行病学发展史 

2. 流行病学的定义及理解 

3. 流行病学的原理、实际应用及特征 

4. 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5. 流行病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流行病学面临的挑战和展望 

（二）疾病的分布 

1.疾病分布的概念 

2.常用疾病频率测量指标的含义、计算和应用 

3.疾病流行强度的有关概念 

4.疾病时间分布、地区分布和人群分布的描述和分析 

5.疾病三间分布的综合描述 

（三）描述性研究 

1.现况研究的概念、特点、类型、用途及优缺点 

2.现况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确定研究目的和类型、确定研究对象、确

定样本含量和抽样方法、资料收集、数据整理与分析 

3.常用的抽样方法 

4.现况研究的常见偏倚及其控制 

5.生态学研究的概念、特点、类型、用途及优缺点 

（四）队列研究 

1.队列研究的概念、基本原理、研究目的、研究类型及优缺点 



2.队列研究的设计与实施：确定研究目的、明确暴露和结局、确定研

究现场与研究人群、确定样本量、资料的收集与随访、质量控制 

3.队列研究的资料整理与分析：资料的基本整理模式、人时的计算、

率的计算、效应的估计 

4.队列研究的常见偏倚及其控制 

（五）病例对照研究 

1.病例对照研究的概念、基本原理、特点、研究类型、用途 

2.病例对照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3.病例对照研究的资料理与分析：非匹配设计资料的分析、1:1配对资

料的分析 

4.病例对照研究常见偏倚及控制 

5.病例对照研究的优点与局限性 

（六）实验流行病学 

1.实验流行病学的定义、基本特点、主要类型及用途 

2.实验流行病学的设计与实施步骤 

3.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排除与退出、资料的分析方法、评价指标 

4.实验流行病学的优缺点 

（七）筛检 

1.筛检的概念、目的、类型及实施原则 

2.筛检试验与诊断试验的联系和区别 

3.筛检试验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筛检试验阳性结果截断值的确定 

4.筛检项目的评价内容及指标 



5.筛检效果评价常见的偏倚 

（八）病因及其发现及推断 

1.病因的定义、病因与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多样性 

2.多种病因模型的原理、特征及应用，充分病因和组分病因的定义及

应用 

3.如何发现和验证病因 

4.病因推断准则 

（九）预防策略 

1.健康的定义、影响健康的因素、医学模式 

2.策略与措施、疾病的自然史、疾病的三级预防、健康促进与健康保

护、初级卫生保健、健康中国战略 

（十）公共卫生监测 

1.公共卫生监测的定义、目的、应用及常用术语 

2.公共卫生监测的种类及主要内容；监测方法、监测的基本程序 

3.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评价指标及评价方法 

（十一）传染病流行病学 

1.传染病定义、流行概况、传染过程的定义、感染谱及分类 

2.传染病流行过程的基本环节、疫源地与流行过程、影响传染病流行

过程的因素 

3.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策略、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4.预防接种的定义、种类及注意事项、免疫规划的定义及方案、免疫

规划的效果评价 



（十二）慢性病流行病学 

1.慢性病的定义及主要危险因素 

2.慢性病的预防策略及主要预防措施 

（十三）伤害流行病学 

1.伤害流行病学的定义、伤害的分类、伤害发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 

2.伤害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收集、测量指标、伤害的监测 

3.伤害的预防策略及预防措施 

（十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定义、特征、分类、分期及分级 

2.风险评估的内容及过程 

3.暴发调查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 

（十五）精神卫生流行病学 

1.精神卫生流行病学的定义 

2.精神卫生主要研究内容 

3.精神卫生常用研究方法 

4.测量工具的选择与评价 

5.精神障碍的防制 

（十六）分子流行病学   

1.分子流行病学定义及其理解、与传统流行病学的关系 

2.生物标志 

3.分子流行病学主要研究方法 



4.分子流行病学的应用与展望 

（十七）恶性肿瘤 

1.恶性肿瘤的全球流行特征：时间趋势、地区特征、人群特征 

2.我国主要恶性肿瘤的流行特征：肺癌、胃癌、肝癌 

3.恶性肿瘤的危害因素：环境致癌因子、机体内源性因素 

4.预防策略与措施：全球肿瘤预防策略、我国恶性肿瘤预防策略与目

标、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 

二、卫生统计学 

（一）绪论 

1.常用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变量与指标、同质与变异、总体与样本、

参数与统计量、抽样误差、概率、小概率事件和原理、变量的分类 

（二）定量变量的统计描述 

1.频数图和频数表 

2.常用描述集中分布的指标及其应用范围 

3.描述离散趋势的指标及其应用范围 

（四）正态分布与参考值范围 

1.正态分布的定义及图形 

2.标准正态分布 

3.正态分布的特征 

4.正态分布曲线下面积 

5.利用正态分布估计频率分布 

6.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定义 



7.医学参考值范围的制定步骤 

（五）二项分布与Poisson分布 

1.二项分布的概念与特征  

2.Poisson分布的概念与特征 

3.率的区间估计 

（六）抽样误差及可信区间  

1.抽样误差的概念  

2.抽样误差的重要性  

3.标准误 

4.t分布及其规律 

5.均数的可信区间  

6.可信区间的含义 

7.可信区间的要素  

（七）假设检验  

1.假设检验的作用  

2.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3.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  

4.I类错误、II类错误和检验效能、两类错误间的关系 

5.单双侧检验的区别，如何正确使用单双侧检验 

6.假设检验的注意事项 

7.可信区间与假设检验的区别和联系 

8.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比较的t检验 



9.成组t检验  

10.配对t检验  

11.t检验的应用条件 

（八）方差分析 

1.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条件 

2.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的基本步骤、方差分析表  

3.随机区组设计方差分析的基本步骤 

4.均数的两两比较 

（九）
2检验  

1. 2检验的基本原理 

2.四格表资料
2检验的基本步骤 

3.四格表资料
2检验的校正 

4.行*列表的
2检验 

5.配对四格表的
2检验 

（十）非参数检验 

1.参数检验与非参数检验的概念  

2.成组设计两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及其基本原理 

3.多组设计资料的秩和检验 

4.配对秩和检验 

5.秩和检验的正确应用。 

（十一）双变量关联性分析 

1.线性相关的用途和应用条件 



2.线性相关的图形 

3.线性相关系数r的概念和意义 

4.线性相关系数r的计算和假设检验 

5.总体相关系数的区间估计 

6.线性相关分析的注意事项 

7.秩相关分析的应用条件 

8.秩相关系数的计算和假设检验 

（十二）直线回归分析 

1.直线回归的定义 

2.直线回归方程的形式、回归系数b的概念和意义  

3.直线回归方程的求解、最小二乘法  

4.直线回归系数的t检验  

5.直线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  

6.总体回归系数的可信区间  

7.直线回归分析的应用条件 

8.直线回归分析的应用及注意事项 

9.直线回归和相关分析的区别与联系 

（十三）生存分析 

1.生存资料的特点 

2.生存分析中的基本概念 

（十四）调查研究设计 

1.调查研究特点 



2.常用的随机抽样方法 

3.样本含量的估计方法 

（十五）实验研究设计 

1.实验研究的基本要素：受试对象、处理因素、实验效应 

2.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随机、对照、重复 

3.完全随机设计的概念及其特点 

4.配对设计和随机区组设计的概念及其特点 

5.样本含量的估计方法 

（十六）多因素分析 

1.多元线性回归 

2.Logistic回归 

三、社会医学 

（一）绪论 

1.社会医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  

2.社会医学的发展  

3.社会医学的特色理论与创新观点 

（二）医学模式 

1.医学模式的概念 

2.医学模式的演变 

3.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三）健康社会决定因素 

1.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概述 



2.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框架与内容 

3.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理念与实践 

（四）社会经济因素与健康 

1.社会经济因素的基本内涵及衡量指标 

2.经济发展与健康 

3.经济发展与卫生服务 

4.经济发展与健康投资 

（五）社会环境因素与健康 

1.人口与健康 

2.生活工作环境与健康 

（六） 社会文化因素与健康 

1.文化的概念、构成及特点 

2.文化影响健康的模式与特点 

3.文化对健康的影响 

（七）行为心理因素与健康 

1.心理因素与健康 

2.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3.行为心理问题的干预 

4.烟草流行与控制 

（八）社会医学研究方法 

1.社会医学研究方法概述 

2.定性研究 



3.定量研究 

4.问卷设计 

（九）卫生服务研究 

1.卫生服务研究概述 

2.卫生服务需要、需求与利用 

3.卫生服务资源 

4.卫生服务综合评价 

（十）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1.健康危险因素概述 

2.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3.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的应用 

（十一） 生命质量评价 

1.生命质量的概述 

2.生命质量的评价内容与方法 

3.生命质量的测量工具 

4.生命质量的应用 

（十二）社会卫生状况 

1.社会卫生状况概述 

2.我国社会卫生状况 

3.全球卫生状况 

（十三）卫生保健制度 

1.卫生保健制度概述 



2.西方发达国家卫生保健制度 

3.我国卫生保健制度 

（十四）健康管理与治理 

1.健康管理产生的背景 

2.健康管理与治理概述 

3.多层次的健康管理与治理 

（十五）社区卫生服务 

1.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2.社区卫生服务的特点、内容、意义 

3.社区卫生服务模式 

4.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评价 

（十六）社会病防治 

1.社会病概述 

2.攻击与暴力行为 

3.自杀行为 

4.非故意伤害 

5.成瘾行为 

6.与性行为相关的社会病 

7.精神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