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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卫生综合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卫生综合考试是为浙江大学招收医学专业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而设置的，具

有选拔性质的全国统一入学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

否具备继续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和公共卫生有关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医学及相关专业优秀本科毕业生能达到的及格或

及格以上水平，为学校选拔优秀学子提供一定依据。 

Ⅱ.考查目标 

卫生综合考试范围为卫生毒理学、卫生统计学和流行病学。要求考生系统掌

握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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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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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毒理学 约占 30%，90 分； 

卫生统计学 约占 30%，90 分； 

流行病学 约占 40%，120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由填空题、选择题、名词解释和问答题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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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考查内容 

一、卫生毒理学 

（一）绪论 

1. 传统毒理学与现代毒理学定义上的区别和联系。 

2. 毒理学主要的三个研究领域及各领域的研究重点。 

3. 毒理学的发展简史。 

4. 现代毒理学的几个重大毒理学相关的公共卫生事件。 

5. 毒理学的应用和未来发展趋势。 

（二）毒理学基本概念 

1. 重要基本概念：外源化学物、毒性、中毒、毒物、损害作用、非损害作

用、毒效应谱、特异质反应、选择性毒性、靶器官、生物学标志、剂量、内剂量、

靶剂量、剂量-效应关系、剂量-反应关系、效应、反应、毒物兴奋效应、LD50、

LOAEL/NOAEL、阈值、安全限值和实际安全剂量等。 

2. 毒性、中毒、毒物和毒素概念上的辨别。 

3. 外源化学物的分类。 

4. 毒效应谱的金字塔形分布。 

5. 毒作用分类。 

6. 生物学标志分类。 

7. 剂量-效应关系和剂量-反应关系的辨别。 

8. 毒理学研究方法的分类。 

（三）化学毒物在体内的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 

1. ADME 过程。 

2. 生物转运和生物转化的概念。 

3. 外源化学物通过生物膜的主要方式。 

4. 外源化学物吸收的主要途径。 

5. 外源化学物的分布与再分布过程。 

6. 代谢活化的概念。 

7. 主要代谢酶类。 

8. I 相/II 相反应及类型和影响外源化学物生物转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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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毒作用机制 

1. 毒性发展各个阶段所包含的内容。 

2. 终毒物的概念和分类。 

3. 增毒作用与解毒作用。 

4. 非共价结合与共价结合。 

5. 毒物对靶分子的影响。 

6. 细胞调节功能障碍和修复机制。 

（五）毒作用的影响因素 

1. 化学性因素、机体因素、外源化学物与机体所处的环境条件、化学物的

联合作用对毒作用的影响。 

2. 定量构效关系的意义。 

3. 交互作用的类型。 

（六）一般毒性作用 

1. 一般毒性作用的分类。 

2. 急性毒性作用的概念、目的和试验方法的要点。 

3. LD50 应用中的重要问题。 

4. 急性毒性分级与评价。 

5. 蓄积作用的概念和分类。 

6. 短期重复剂量毒性作用、亚慢性毒性和慢性毒性作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

方法 

7. 局部刺激试验。 

（七）外源化学物致突变作用 

1. 变异、突变、致突变作用、遗传毒性和致突变性的概念。 

2. 致突变的类型。 

3. 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和染色体数目改变的概念、分类。 

4. 突变的后果。 

5. 致突变作用的机制及后果。 

6. 机体对致突变作用的影响。 

7. 观察外源性化学物致突变作用的基本方法（遗传学观察终点、成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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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入选原则及常用的致突变试验方法）。 

（八）外源化学物致癌作用 

1. 化学致癌作用的概念。 

2. 细胞癌变的多阶段学说（多阶段致癌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 

3. 遗传易感性和化学致癌的关系。 

4. 化学致癌机制（体细胞突变学说和非突变致癌机制）。 

5. 化学致癌相关的分子事件。 

6. 化学致癌物的分类。 

7. 化学致癌物筛查的基本方法。 

（九）发育毒性与致畸作用 

1. 发育毒性与致畸性的基本概念（畸形、胚体-胎体毒性、发育毒性、出生

缺陷）。 

2. 发育毒性的主要表现。 

3. 发育毒性作用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4. 母体因素对发育毒性的影响及母体毒性与发育毒性的关系。 

5. 父源性发育毒性；熟悉致畸（发育毒性）作用机制。 

6. 发育毒性和致畸作用试验与评价的方法（III 段生殖毒性试验和人类发育

毒物的确定）。 

7. 发育毒性的初筛和替代试验。 

（十）毒理基因组学与系统毒理学 

1. 毒理基因组学的概念和应用范围。 

2. 几大平台：基因组学与转录组学技术平台、蛋白组学技术平台、代谢组

学技术平台。 

3. 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手段。 

4. 毒理基因组学研究内容。 

5. 系统毒理学的概念。 

（十一）管理毒理学 

1. 管理毒理学的定义。 

2. 3R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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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 

4. 安全性和安全性评价的概念。 

5. 安全性评价的基本内容和不确定系数。 

6. 危险性分析的基本概念（危害、危险度、危险性分析和危险度评定）。 

7. 危险度评定的四大步骤和各步骤的评定内容。 

（十二）免疫毒理学 

1. 免疫毒理学的研究内容。 

2. 免疫毒性作用及其机制。 

3. 免疫毒性作用的试验方法与评价。 

（十三）生殖毒理学 

1. 生殖毒理学的研究内容。 

2.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 

3. 外源化学物对生殖能力的损害作用与机制。 

4. 外源化学物对生殖能力影响的检测与评价方法。 

二、卫生统计学 

1. 准确掌握卫生统计学中的基本概念；熟悉卫生统计的基本步骤。 

2. 掌握统计图表的制作要求和应用条件。 

3. 掌握数值变量资料的描述指标和方法。 

4. 掌握无序分类变量资料的描述指标和方法。 

5. 掌握等级分类变量资料的描述指标和方法。 

6. 熟悉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步骤。 

7. 掌握常用假设检验方法和应用条件，主要包括 z 检验，t 检验，检验，线

性相关与回归等。 

8. 掌握生存分析方法和应用条件，熟悉随访资料分析方法。 

9. 掌握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基本思想和应用条件；熟悉不同设计类型下的方

差分析方法和基本分析思路，如完全随机设计方差分析，随机区组设计分析，析

因设计方差分析，重复测量设计方差分析，正交设计方差分析和拉丁方设计方差

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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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掌握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 Logistics 回归分析，熟悉 Cox 回归分析和

Poisson 回归分析。 

11. 掌握临床试验中统计分析思路和方法，熟悉其中统计专业术语。 

12. 熟悉常用统计软件的应用，如 SPSS，SAS 等。 

三、 流行病学 

1. 重点掌握流行病学的原理与方法。了解常见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预防

策略和措施。 

2. 掌握现代流行病学的定义、应用和基本特征；了解流行病学的发展简史

以及进展。 

3. 掌握流行病学常用指标（死亡率、发病率、患病率、病死率、减寿率和

伤残调整健康寿命年等）的概念及应用。掌握疾病分布的描述方法，熟悉常见疾

病的分布特点以及影响因素。了解出生队列和移民流行病学基本方法。 

4. 重点掌握流行病学方法分类，常见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横断面研究、病

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和实验性研究）的基本原理、设计方法、数据分析方法以

及研究特点（优点和局限性）。熟悉其它流行病学如生态学研究、巢式病例对照

研究等设计方法和研究特点。 

5. 掌握匹配设计的概念、类型和应用特点。实验性研究设计的基本原则。 

6. 掌握流行病学研究中误差的来源和分类、偏倚的概念、发生的原因和控

制方法。 

7. 掌握病因的概念、病因模型和病因探索方法，疾病因果关系推断基本方

法。 

8. 掌握疾病筛检的概念和用途，试验方法评价的基本过程和评价内容（包

括真实性评价如灵敏度、特异度、ROC 曲线等和可靠性评价），阳性预测值的概

念和影响因素，筛检试验中可能发生的偏倚。 

9. 掌握分子流行病学的概念、特点，生物标志物的概念及其分类和用途。 

10. 掌握循证医学的基本概念、meta 分析的原理和方法。 

11. 了解常见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预防控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