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医考 精于辅导

预防医学常考专业知识

1.简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概念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指由政府根据特定时期危害国家和公民的主要健康问

题的优先权（次序）以及当时国家可供给能力（筹资和服务能力）综合选择确定，

并组织提供的非营利的卫生服务项目。

2.简述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点人群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点人群包括：

（1）年龄≥45 岁，BMI≥24，以往有 IGT 或 IFG 者。

（2）有糖尿病家族史者。

（3）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35mg/dl 即 0.91mmol/L）和（或）高甘油

三酯血症。

（4）有高血压（成人血压≥140/90mmHg）和（或）心脑血管病变者。

（5）年龄≥30 岁的妊娠妇女；有妊娠糖尿病史者曾有分娩巨大儿（出生体重≥

4kg）者，有不能解释的滞产者；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妇女。

（6）常年不参加体力活动者。

（7）使用一些特殊药物者，如糖皮质激素、利尿剂等。

3.简述居民健康档案更新与应用的意义

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过程就是居民健康档案更新、维护的过程，也就是

居民健康档案应用的过程；居民健康档案的更新与应用贯穿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全过程，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实现的重要保证。

4. 简述传播活动常见的问题

传播活动常见的问题有过多使用专业术语；试图把公众都培养成医学专家；

一次传播活动传播的信息量太大；总想面面俱到，重点不突出；传播材料文字太

多；对受传者的学习愿望和阅读能力期望值过高；常常认为受传者很无知；常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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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活动认为是单项的知识传授。

5.简述健康教育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主要任务

健康教育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主要任务包括：健康传播、社区教育、重点人

群 教育、风险传播、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支持、社会动员。

6.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按其发生原因可分为哪几类？进行预防接种时，因

推注疫苗前未检查回血，而将疫苗注射进入血管内，导致不良反应的发生，请

分析这种情况应属于哪种类别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1)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经过调查诊断分析按发生原因分成以下五种类型：不

良反应，包括一般反应和异常反应；疫苗质量事故；疫苗接种事故；偶合症；心

因性反应。

(2)进行预防接种时，因推注疫苗前未检查回血，而将疫苗注射进入血管内，导

致不良反应的发生，按其发生的原因应属于接种技术不当而造成的疫苗接种事故。

7.简述母乳喂养对婴儿健康的益处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保护、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作为卫生工作的重要环节。母

乳喂养对母婴健康均有益。母乳喂养可提供营养促进婴儿发育；提高婴儿免疫功

能、抵御疾病；有利于婴儿牙齿的发育和保护；母乳喂养时，婴儿与母亲皮肤频

繁接触、母婴间情感联系对婴儿建立和谐、健康的心理有重要作用。

8.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性、灾难性、不可预见性和伤亡人数众多

其特点：

①伤情复杂、多发伤多、休克发生率高

②现场轻、重伤员混合，危重伤员一时不能辨别

③现场实施医疗救护的条件差：缺水、少电、处在户外空间

④需要维持医疗救护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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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简述地震避险逃生原则

(1)发生破坏性地震：根据当时所处环境决定就地躲避还是尽快逃出；

(2)应急疏散：有秩序、防拥挤、踩踏，有感地震时避免跳楼；

(3)就地躲避：三角空间：家具旁、内墙角、小开间；

(4)在两次震感之间逃离房间；

(5)切断电源、关掉煤气开关，防止起火爆炸；

(6)地震时不能乘电梯。

10. 传染病疫情的责任报告单位（责任报告人）有哪些？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如

何报告疫情？

传染病疫情的责任报告单位（责任报告人）有村卫生室、卫生所，乡(镇)

卫生院，各级医疗疾病控制和保健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法定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

任报告人。责任疫情报告人在发现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患者时，

应在规定时限内向辖区内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填好、寄出传染病报告卡，并

作疫情登记备查。对已报出的传染病病例还应向所报卫生防疫机构报出转归（痊

愈、死亡）报告卡和诊断订正报告卡。

11. 职业病管理措施有哪些？

职业病管理措施包括

（1）诊断管理包括职业病诊断资质、职业病诊断程序、职业病诊断原则方面的

管理。

（2）报告管理是指用人单位和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职业病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

应及时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3）患者治疗、处理管理包括力求病因治疗，重视对症、支持治疗，早期和预

见性治疗，整体观，个体化。患者待遇分为医疗待遇，工作变动待遇，致残、致

死待遇和其他待遇。

（4）预防管理包括第一级预防即病因预防阻止职业性有害因素对人体的损害作

用；第二级预防即发病预防，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早期发现职业损害、及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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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有效治疗、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第三级预防即临床预防。

12. 社区医生和综合医院医生的工作上有什么不同?

社区医生对高血压患者先进行评估，再进行生活方式的指导管理。社区医生

对高血压病患者进行危险程度管理。如遇危急症状立刻转诊。而综合性医院，只

针对某次危险因素管理。社区医院则是连续性管理社区医院对慢性病，是健康教

育式的团队式的管理。而综合性医院只做具体治疗。

13.什么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对公众健康造成或者可

能造成重大 损失的传染病疫情，不明原因的群体性传染病，还有重大的十五中

毒事件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危害公共健康的突发公共事件。

1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与居民有什么关系？

答：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是直接危害居民健康的大事，应急处理就是政府动员

各方面力 量，为了将事件危害缩小到最低、对居民健康伤害减到最少，而指定

的应急方案和解决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务人员，在发现这类事件时会及

时上报政府部门，并对事件伤者进行急救、转诊；还要开展相关知识、技能和法

律法规的宣传，保护其他群众不再受危害，保障扩大居民的身体健康。

15.什么是卫生监督？

答： 卫生监督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各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为

维护公民健 康权益，依据卫生法律法规和标准，对特定人和机构，如医疗机构、

食品行业、毒害作业、公共场所、供水单位以及学校等部门单位的相关卫生工作，

做出许可、强制、检查、处罚、指导等行为，以保证居民与社会的卫生安全。

16.什么是卫生监督协管？

答： 卫生监督协管是指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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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医疗卫生 机构，协助区（县）卫生监督机构，在辖区内依法开展食品安全信

息报告、职业卫生咨询指导、饮用水卫生安全、学校卫生、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

血信息反馈报告等工作，并接受卫生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

17.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有哪些内容？

答： 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内容包括：①定期进行卫生巡查，发现或怀疑有食物中

毒、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或可能造成危害的线索和健康

事件；发现农村集中式供水、城市二次供水和学校供水异常情况，以及可疑传染

病患者和非法行医、 非法采供血液等相关信息，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并协助调查。

②发现从事接触或可能接触危害因素的服务对象，对其开展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

咨询、指导。③开展食品安全、饮水安全、职业病防治等法律法规与卫生知识宣

传，协助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18.开展卫生监督协管服务对居民有什么好处？

答： 通过卫生监督协管，可以解决目前基层卫生监督存在的问题。①及早发现

各种卫生安 全问题与可疑传染病、职业病患者，及早处理隐患，及早救治病人，

惠及广大人民群众。②通过卫生宣传，提高城乡居民对卫生法律法规与卫生知识

知晓率，提高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和疾病防控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切实为广大群众提供卫生健康保障。③充分发挥卫生监督协管员

的前哨作用，通过日常监督、群众举报等方式及时发现违反卫生法规的行为。

19.什么是食品安全？

答： 食品安全是指食品中不应包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

质或不安全 因素，不可使 使用者引起急性、慢性中毒或感染疾病，不能产生危

及使用者及其后代健康的隐患。

20.职业危害因素主要有哪些？

答： 工作场所中的职业危害因素可分为三类：①生产工艺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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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化学 因素和粉尘，物理因素如噪音、电离辐射等，以及生物因素，如炭

疽杆菌、布鲁菌等传染性病原体。②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包括劳动制度不合

理、劳动强度过大、过度精神或心理紧张以及长时间不良体位、劳动工具不合理

等。③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因素、厂房建筑或布局不合理以及

生产环境污染等。

21.什么是《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答：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由卫生部、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发布，针对饮用水

中与人体健康相关的各种成分，制定了 106 项水质指标。这些指标的制定是根据

对人体健康的毒 理学和流行病学资料，经过危险度评价后确定的。同时，还规

定了有关从业行为规范。这个标准以保护人群健康和保证人类生活质量为出发点，

是我国为保障饮用者饮水安全的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效力。

22. 简述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规范的服务流程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服务的服务流程是第一步风险管理；

第二步发现、登记；第三步报告；第四步处理。

22.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的服务对象是谁？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的服务对象是辖区内诊断明确、在家居住的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重性精神疾病是指临床表现有幻觉、妄想、严重思维障碍、行为紊乱

等精神病性症状，且患者社会生活能力严重受损的一组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精神

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

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

23. 请简述高血压筛查的工作内容

高血压筛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对辖区内 35 岁及以上常住居民，每年在

其第一次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就诊时为其测量血

压；（2）对第一次发现收缩压≥140mmHg 和（或）舒张压≥90mmHg 的居民在去

除可能引起血压升高的因素后预约其复查，非同日 3次血压高于正常，可初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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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为高血压。如有必要，建议转诊到上级医院确诊，2周内随访转诊结果，对已

确诊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纳入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对可疑继发性高血压患者，

及时转诊；（3）建议高危人群每半年至少测量 1次血压，并接受医务人员的生

活方式指导。

24. 运动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1）运动强度要逐步增加，不要求一次运动即达到要求的强度，但也不能拖延

过长时间，一般 3～5次内达到比较好。一次运动心率以不超过 120～130 次/分

为适宜。（2）有感冒、发热等应暂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3）运动前最好先

作 10～15 分钟的热身准备，以免骤然运动引起肌肉关节痉挛。（4）运动后切勿

立即洗澡。洗澡应等出汗基本停止，身体恢复到平时休息状态方可进行，水温最

好能接近人的体温。（5）运动时出现气急、汗多、疲劳、两腿沉重等不适反应，

应中止运动。同时也提示运动强度可能过大，需修正运动量。（6）运动时避免

穿过紧过小的衣服。（7）定期检查训练效果。

25. 简述老年人患病的特点

老年人患病的特点①起病隐匿，不易早期诊断。②症状不典型，易误诊。③

变化迅速，易出现危象。④病情迁延，易反复。⑤病情复杂，涉及多系统。⑥并

发症多。⑦药物毒副反应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