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卫生综合（代码353）考试大纲

Ⅰ考试目标

卫生综合考试范围为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环境卫生学和营养

与食品卫生学。要求考生系统掌握上述四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

分析、判断和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300 分，考试时间为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流行病学约占27%，80分；

卫生统计学约占27%，80分；

环境卫生学约占23%，70分；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约占23%，70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由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和计算题组成。

Ⅲ 考查内容

一、流行病学

1. 掌握流行病学的定义、基本内涵；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流

行病的重要观点。熟悉流行病学的应用。了解流行病与临床医学的关

系和流行病学研究中的伦理学问题。



2. 掌握疾病频率测量常用指标：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病

死率、生存率的概念、计算及应用。熟悉罹患率、续发率、感染率等

疾病频率测量指标的概念及应用。

3. 掌握疾病分布的描述（三间分布）；掌握流行强度：散发、

暴发、流行的概念及应用。熟悉影响疾病分布的因素。了解移民流行

病学的概念及研究原理。

4. 掌握病因的定义、因果关系的推断过程。熟悉病因研究的方

法、因果推断的逻辑方法。了解病因模型、病因分类。

5. 掌握现况研究：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概念、特点、目的、设计

与实施、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结果的解释等。熟悉现况研究的偏倚来

源及控制方法。了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优缺点。

6. 掌握队列研究的概念与基本原理、设计与实施要点、数据分

析指标与方法。熟悉队列研究的类型、特点。了解队列研究的优点及

局限性；偏倚的来源及质量控制方法。

7. 掌握病例对照研究的概念与基本原理、设计与实施要点、数

据分析指标与方法。熟悉病例对照研究的类型、特点。了解病例对照

研究的优点及局限性；偏倚的来源及质量控制方法。

8. 掌握实验流行病学的概念、特点、分类；掌握临床实验设计

与实施要点。熟悉现场试验和社区干预试验设计与实施。了解实验流

行病学的优缺点；实验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偏倚来源及控制方法。

9. 掌握筛检的概念、目的和实施原则；掌握筛检与诊断试验设

计与实施要点、评价指标（真实性、可靠性）。了解筛检与诊断试验



研究的偏倚来源及控制方法。

10. 熟悉传染病的传染过程、流行过程及影响因素。了解传染病

预防策略与措施。

11. 掌握疾病监测的概念、方法。熟悉疾病监测的目的、基本程

序及应用。

二、卫生统计学

1. 掌握卫生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常用统计学指标。

2. 重点掌握不同类型资料（定量变量资料、定性变量资料）的

统计描述方法；掌握统计图表的制作要求和应用条件。

3. 掌握常见概率分布（二项分布、Poisson 分布和正态分布）

特点和应用。

4. 掌握参数估计的基本思想，以及总体均数和总体率的估计方

法；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步骤。

5. 重点掌握常用假设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主要包括 t 检验、

2检验、方差分析、秩和检验、线性回归与相关等。

6. 掌握生存分析方法和应用条件，熟悉随访资料分析方法。

7. 掌握调查设计中常用抽样方法，如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

整群抽样和分层抽样，以及多阶段抽样的内容。

8. 掌握实验设计的要素、原则和常见的实验设计类型。

9. 掌握寿命表的相关概念。了解简略现时寿命表的编制方法。

10. 熟悉常用统计软件的应用，如 SPSS 等。



三、环境卫生学

1. 掌握环境卫生学定义，研究对象，环境的分类。熟悉环境卫

生学研究内容。

2. 掌握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环境改变与机体反应的基本

特征；环境污染与健康；环境与健康的研究方法。熟悉环境与健康标

准体系；健康危险度评价。

3. 掌握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影响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因素；大气

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大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和监测。熟悉大

气中主要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4. 掌握水体的污染主要来源；水体污染的自净和污染物的转归；

水体污染的危害；水体污染的卫生调查、监测和监督。熟悉水质的评

价指标。水环境功能区划。

5. 掌握集中式给水的净化与消毒；集中式给水的卫生调查、监

测和监督。熟悉饮用水污染与疾病；生活饮用水标准。

6. 掌握土壤的污染、自净及污染物的转归；土壤污染对健康的

影响；土壤卫生监测。熟悉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定的原则。

7. 掌握碘缺乏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的流行病学特

征，临床表现，预防措施，级及治疗原则。熟悉碘缺乏病、地方性氟

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的概念、诊断与防治措施。

8. 掌握环境污染性疾病概念及特征；慢性甲基汞中毒、慢性镉

中毒发病原因、临床表现及防治原则。熟悉慢性甲基汞中毒、慢性镉

中毒，临床表现。



9. 掌握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及其控制对策；室内空气污

染对健康影响的调查。熟悉住宅设计的卫生要求；住宅卫生防护措施

和监督。

10. 掌握环境质量评价的概念，目的，种类，内容和方法；环境

质量现状评价程序。熟悉环境影响评价。

11. 掌握化妆品与健康。熟悉化妆品的卫生监督与管理。

12. 掌握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定义，基本特征，分类；突发环境

污染事件的危害。熟悉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准备及应急处理。

四、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 掌握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

2. 营养学基础：掌握合理营养和合理膳食的概念和要求；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概念和应用。掌握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的

基本概念、分类、生理功能及食物来源；食物蛋白质营养学评价及蛋

白质缺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掌握能量消耗的内容及热能供给量及适

宜比例。掌握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的生理功能、缺乏或过量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以及食物来源；熟悉矿物质吸收和代谢。

3. 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掌握食物的分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概

念及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掌握食物营养价值的评价及意义。熟悉加

工、烹调、保藏等因素对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的影响。

4. 特殊人群的营养：掌握孕妇、乳母、特殊年龄人群的特殊营

养需求。

5. 食品污染及其预防：掌握食品污染的概念、分类和危害。掌



握食品的微生物污染及其预防；食品的腐败变质以及防止食品腐败变

质的措施。掌握有毒金属污染食品的途径及预防措施；熟悉有害金属

（汞、镉、砷、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掌握 N-亚硝基化合物、多

环芳烃化合物、杂环胺类化合物、氯丙醇及其酯、丙烯酰胺的食物污

染来源及其预防措施。

6. 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掌握食品添加剂定义、分类及使用要

求，重点掌握抗氧化剂、护色剂、防腐剂的定义、种类和使用。

7. 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掌握食源性疾病和食物中毒的概念。

掌握细菌性食物中毒的概念和防治原则，重点掌握沙门氏菌、副溶血

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肉毒梭菌的食物中毒的流行病学特点、临

床表现和预防措施。掌握亚硝酸盐中毒的原因、中毒机制、临床表现

和急救治疗。了解真菌及其毒素食物中毒、有毒动植物中毒的流行病

学特点、中毒症状、急救与治疗和预防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