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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展示 1】流行病学——概念 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

因素，以制定和评价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 

【真题再现】 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是（）。 

A. 病人      

B.医生     

C.护士     

D.所有人  

【答案】D 

【解析】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因此，研究 

对象是所有人，而非个体，这是流行病学的特征。 

 

【考点展示 2】流行病学——疾病的流行强度  

1.散发指发病率呈历年的一般水平，各病例间在发病时间和地点方面无明显联系，散在发生。

确定散发时多与此前三年该病的发病率进行比较。散发适用于范围较大的地区。 

2.暴发是指在一个局部地区或集体单位中，短时间内突然有很多相同的病人出现。这些人多

有相同的传染源或传播途径。大多数病人常同时出现在该病的最长潜伏期内。 

3.流行及大流行某病在某地区显著超过该病历年发病率水平称流行。有时疾病迅速羹延可跨

越一省、一国或一洲，其发病率水平超过该地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流行水平时，称大流行。 

【真题再现】某地人口 100 万，过去几年内每年发生霍乱 5例，而今年该地霍乱的发病率为

5/10万，这种情况称为（）。 

A.爆发     

B.流行     

C.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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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大流行 

【答案】B 

【解析】流行是指某病在某地区显著超过该病历年发病率水平。今年该地霍乱发病率为往年

10倍，根据定义判定其为霍乱流行。所以答案选 B。 

 

【考点展示 3】流行病学——队列研究的优缺点 

1.由于研究对象暴露资料的收集在结局发生之前，并且都是由研究者亲自观察得到的，所以

资料可靠，一般不存在回忆偏倚。 

2.可以直接获得暴露组和对照组人群的发病或死亡率，可直接计算出 RR和 AR等反映疾病危

险关联的指标，可以充分而直接地分析暴露的病因作用。 

3.检验病因假说的能力较强，一般可证实病因联系。 

4.有助于了解人群疾病的自然史。有时还可能获得多种预期以外的疾病的结局资料，分析因

与多种疾病的关系。 

5.样本量大，结果比较稳定。 

【真题再现】队列研究是（ ）。 

A、由“因“推“果 

B.由“果“推“因” 

C.描述“因”和“果“在某一时点的分布 

D.由“果“推“因“后再由“因“推“果” 

【答案】A 

【解析】队列研究是将人群按是否暴露于某可疑因素及其暴露程度分为不同的亚组，追踪其

各自的结局，比较不同亚组之间结局的差异，从而判定暴露因子与结局之间有无因果关联及

关联大小的一种观察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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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展示 4】统计学——基本概念 

总体是根据研究目的所确定的同质的所有观察单位某种变量值的集合，如某地 2011年

所有 7岁健康男孩身高数值组成总体。根据总体中观察单位数是否可知，把总体分为有限总

体和无限总体。①有限总体指总体中观察单位数是有限的或可知的总体，如某地 2011年所

有 7岁健康男孩身高数值组成的总体，其观察单位数，可以通过调查得到，则该总体即是一

个有限总体。②无限总体是指总体中的观察单位数是无限的或不可知，如空气中 S02含量浓

度组成的总体，或上例中的有限总体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时便成为无限总体。 

【真题再现】总体是由下列（）组成的。 

A.部分个体 

B.全部研究对象 

C.全部个体 

D.同质个体的所有观察值 

【答案】E 

【解析】总体是根据研究目的所确定的同质的所有观察单位某种变量值的集合。 

 

【考点展示 5】统计学——四分位数间距 

四分位数间距（QR）指上四分位数（Qu即第 75百分位数 P75)与下四分位数（QL即第 25百 

分位数 P25）之差，即 

QR=Qu-QL=P75-P25 

四分位数间距是中间 50%变量值的差值，其值越大，变异程度越大，其值越小，变异程度越

小。四分位数间距在反映一组变量值的变异程度时比极差稳定，实际工作中常与中位数结合

使用，描述偏态分布变量的分布特征。 

【真题再现】用（）描述一组偏态分布资料的变异程度。 

A.全距 

B.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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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变异系数 

D.四分位数间距 

【答案】D 

【解析】四分位数间距在反映一组变量值的变异程度时比极差稳定，实际工作中常与中位数

结合使用，描述偏态分布变量的分布特征。 

 

【考点展示 6】统计学——I型错误 是指原假设为真，但假设检验结果为 P≦a，据此做出

了拒绝原假设而接受备择假设的推断。这种拒绝了实际上成立的 H0所造成的错误，称为 I

型错误，亦称第一类错误，此乃“弃真”错误。I型错误是针对原假设而言的，检验水准 a

就是事前规定的允许犯 I型错误的概率值。如规定 a=0.05，意味着在某特定总体抽样，100

次拒绝 H0的假设检验中，最多允许有 5次发生“弃真”错误。与之相应，推断正确的可能

性为 l-a,l-a又称为可信度。
 

【真题再现】可信区间估计的可信度是指（）。 

A.a 

B.1-a 

C.β 

D.1-β 

【答案】B 

【解析】100次拒绝 H0的假设检验中，最多允许有 5次发生“弃真”错误。与之相应，推断

正确的可能性为 l-a,l-a又称为可信度。 

 

【考点展示 7】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职业有害因素中的物理因素 

物理因素是环境中构成要素。不良的物理因素，如异常气象条件（如高温、高湿、低温、高

气压、低气压）；噪声、振动、非电离辐射（如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射频辐射、激光

等）：电离辐射（如 X射线、r射线等）可对人体产生危害。例如，减压过程所造成的机械

压迫和血管内空气栓塞而引起组织病理变化致减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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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题再现】下列属于电离辐射的物理因素是（） 

A. 可见光     

B. X射线 

C. 激光 

D. 射频辐射 

【答案】B 

【解析】电离辐射是一切能引起物质电离的辐射的总称。其种类很多，具有卫生学意义的电

离辐射有：电子射线、β射线、α射线、质子射线、中子射线、Y射线、X射线。 

有：电子射线、β射线、α射线、质子射线、中子射线、Y射线、X射线。 

 

【考点展示 8】环境卫生学——水体自净：指水体受污染后，污染物在水体的物理、化学和

生物学作用下，使污染成分不断稀释、扩散、分解破坏或沉入水底，水中污染物浓度逐渐降

低，水质最终又恢复到污染前的状况。 

【真题再现】常用于评价水体自净能力的指标是（）。 

A. 溶解氧 

B.化学需氧量 

C.生化需氧量 

D.氯化物 

【答案】A 

【解析】溶解氧是评价水体自净能力的指标；化学需氧量是评价水体污案状况的一项重要指

标：生化需氧量是测定水体中有机物含量的间接指标；氯化物可反映人畜亲便、生活污水或

工业废水污染的可能。 

 

【考点展示 9】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维生素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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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的种类很多，不同维生素和化学结构不同，生理功能各异，根据维生素的溶解性

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即脂溶性维生素和水溶性维生素。 

（一）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E、K，溶于脂肪及有机溶剂，在食物中常与脂类共

存。其吸收与肠道中的脂类密切相关；易储存于体内，摄取多时可在肝脏贮存，而不易排出

体外（维生素 K除外）；摄取过多可引起中毒；如摄入过少，可缓慢地出现缺乏症状。 

（二）水溶性维生素包括 B族维生素（B1、B2、B6、B12、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等）

和维生素 C。溶于水，体内不能贮存，水溶性维生素及其代谢产物较易从尿中排出；水溶性

维生素一般无毒性，但过量摄入时也可能出现毒性；若摄入过少，可较快地出现缺乏症状。 

【真题再现】属于脂溶性维生素的是（  ）。 

A.维生素 A 

B.维生素 B 

C.维生素 C 

D.维生素 D 

【答案】AD 

【解析】脂溶性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D、E、K，溶于脂肪及有机溶剂，在食物中常与脂类

共存。其吸收与肠道中的脂类密切相关；易储存于体内，摄取多时可在肝脏贮存，而不易排

出体外（维生素 K除外）；摄取过多可引起中毒；如摄入过少，可缓慢地出现缺乏症状。 

 

【考点展示 10】社会医学——医学模式的演变过程： 

（一）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三）机械论医学模式 

（四）生物医学模式 

（五）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真题再现】现代医学模式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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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神灵主义医学模式 

B.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C.机械论医学模式 

D.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答案】D 

【解析】1977年美国精神病学和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出，需要创立一种有别于生物医学模

式的新模式，即现代医学模式。现代医学模式更全面地揭示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是整体

论的一个模式，弥补了生物医学模式的内在缺陷。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