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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考试说明

第一部分：营养与食品卫生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营养与食品卫生》考试是针对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专升本学生而设置的入学考试。参

加《营养与食品卫生》科目考试的学生应该正确理解食物与人体健康的关系，掌握营养与食

品卫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并能综合运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初步具有解决一般营养

与食品安全问题的能力和综合营养与食品卫生素质。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其中选择题为单选题，

只需要在四个选项中选择出一个正确的选项即可；案例分析题需要运用正确理论深入分析资

料内容。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营养与食品卫生绪论

（一）知识范围

1.营养学相关概念

2.食品卫生的概念

3.营养与健康的关系

4.营养与食品卫生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营养与食品卫生的概念，营养与食品卫生的研究内容。

2.领会：营养与健康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说明食品安全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二、营养学基础

（一）知识范围

1.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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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脂肪

3.碳水化合物

4.能量

5.维生素

6.矿物质

（二）考核要求

1.识记：氨基酸、必需氨基酸、氨基酸模式、蛋白质的互补作用、必需脂肪酸、膳食纤

维的概念；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生理功能、参考摄入量及食物来源；能量的消耗途

径；维生素 A、维生素 B（B1、B2、尼克酸、B6、B12、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D、矿

物质（钙、铁、锌、碘）的食物来源。

2.领会：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生理功能；氮平衡、负氮平衡、正氮平衡等指标

在评价机体蛋白质营养水平上的意义；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的评价依据；维生素 A、维生素

B（B1、B2、尼克酸、B6、B12、叶酸）、维生素 C、维生素 D、矿物质（钙、铁、锌、碘）

缺乏症的临床表现。

3.应用：能计算基础能量消耗、每人每天能量的需要量。

三、各类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卫生管理

（一）知识范围

1.植物性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卫生管理

2.动物性食物的营养价值与卫生管理

3.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因素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大豆及制品的抗营养因素和保健因素的种类。

2.领会：粮谷类食物的营养价值，大豆及其制品的营养价值，蔬果及动物性食物的营养

价值；加工、烹调以及储存对食品营养价值的影响。

四、不同生理人群的营养

（一）知识范围

1.孕妇、母乳营养

2.婴幼儿营养

3.儿童青少年营养

4.老年人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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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1.领会：不同人群的生理特点及合理膳食的原则。

2.应用：能够分析不同人群的营养需求。

五、营养相关疾病

（一）知识范围

1.心脑血管疾病

（1）营养与高血压

（2）营养与动脉粥样硬化

2.代谢性疾病

（1）营养与糖尿病

（2）营养与肥胖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糖尿病的营养干预措施；高血压的营养干预措施；肥胖的营养干预措施。

2.领会：营养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六、公共营养

（一）知识范围

1.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膳食结构和膳食指南

3.居民营养状况的调查与评价

（二）考核要求

1.识记：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概念；人体营养状况的生化检测常用指标，调查方法

的分类，称重法的概念及操作程序。身高、体重、腰围、臀围、腰臀比的概念。体质指数、

标准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及评价标准。

2.领会：常见膳食结构的特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和膳食宝塔的内容。

3.应用：能够对居民膳食调查结果进行计算与评价。能正确测量身高、体重、腰围、臀

围等指标。能够判断成人的消瘦和肥胖。中国居民膳食宝塔的应用。

七、各类食物的卫生管理

（一）知识范围

1.植物性食物的卫生管理

2.动物性食物的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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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1.识记：粮豆、蔬果、畜禽肉、鱼类、蛋类及奶类存在的卫生问题。

2.领会：粮豆、蔬果、畜禽肉、鱼类、蛋类及奶类的卫生管理措施。

3.应用：能够对日常生活中经常食用的动植物食品的卫生问题做出基本判断，提出合理

的运输及储存建议。

八、食品污染及预防

（一）知识范围

1.食品污染及其预防

2.食品微生物污染及其预防

（二）考核要求

1.识记：食品污染的概念、分类及危害；食品腐败变质的概念、鉴定指标。

2.领会：食品腐败变质的原因及条件。

3.应用：能够提出预防食品污染的措施。

九、食源性疾病及其预防

（一）知识范围

1.食源性疾病

2.细菌性食物中毒

3.非细菌性食物中毒

4.食物中毒的调查处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食源性疾病的概念及分类；食物中毒的概念、分类、发病特点及流行病学特点；

2.领会：细菌性食物中毒的概念、分类及流行病学特点；食物中毒的调查程序。

3.应用：能够根据发病特点和流行病学特点判断是否出现了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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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营养与食品卫生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必需脂肪酸

2.蛋白质的互补作用

3.食物中毒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人体的热能来源于膳食中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它们在体内的产热系数分别为

（ ）

A.4 kcal/g、9 kcal/g、9 kcal/g B.4 kcal/g、9 kcal/g、4 kcal/g

C.9 kcal/g、4 kcal/g、4 kcal/g D.4 kcal/g、4 kcal/g、4 kcal/g

2.我国在两种食物之间利用蛋白质互补作用最好的组合是（ ）

A.肉+蛋 B.鱼+禽 C.谷+禽 D.谷+豆

3.亚油酸最好的来源为（ ）

A.奶油 B.豆油 C.鱼油 D.猪油

4.铁的主要食物来源是（ ）

A.奶及奶制品 B.动物肝脏 C.蔬菜、水果 D.豆类

5.膳食纤维是（ ）

A.单糖类物质 B.双糖类物质 C.可被消化吸收的多糖

D.不能被消化吸收的多糖

6.食物的生熟比等于（ ）

A.生食物重量/熟食物重量 B.熟食物重量/生食物重量

C.生食物重量/生食物重量－熟食物重量 D.生食物重量/熟食物重量－生食物重量

7.尼克酸缺乏症也称为（ ）

A.夜盲症 B.坏血病 C.赖皮病 D.佝偻病

8.水溶性维生素包括下列哪一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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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维生素 A 、 D 、 E 、K B.维生素 B1 、 B2 、 B6 、 C

C.维生素 A 、 C 、 B6 、 B2 D.维生素 B1、 B2 、 D、 C

9.人体缺乏核黄素时的常见临床表现不包括（ ）

A.口角炎 B.唇炎 C.舌炎 D.神经炎

10.副溶血性弧菌属食物中毒的中毒食品主要是（ ）

A.奶类 B.畜禽肉类 C.海产品 D.粮豆类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对婴儿而言，必需氨基酸的种类有 9种。（ ）

2.适宜摄入量是通过观察或实验获得的健康人群某种营养素的摄入量。（ ）

3.佝偻病是由于缺乏维生素 A。( )

4.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在一定程度上均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 ）

5.大豆中的水苏糖、棉籽糖不能被消化，但可被肠道微生物发酵产气，为胀气因子。（ ）

6.三大产能营养素是指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

7.巴氏消毒法能杀死所有的微生物。（ ）

8.癞皮病最显著的三个临床症状为皮炎、腹泻和痴呆。（ ）

9.细菌性食物中毒一般的流行季节为 10-12 月。（ ）

10.在常用的膳食调查方法中，以化学分析法最为准确。（ ）

11.在我国 BMI的正常范围为 18.5～24.9。（ ）

12.黄花菜和木耳应该趁着新鲜的状态赶紧吃掉，防止其变质。（ ）

13.糖尿病患者需要控制糖的摄入量，不需要考虑食盐的摄入量。（ ）

14.对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而言，大豆蛋白质在日常膳食中要占一定比例。（ ）

15.高血压患者应减少脂肪摄入，总脂肪摄入量最高不能超过 25%。（ ）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简述维生素 D的缺乏症状。

2.简述体内能量消耗的途径。

3.简述食物中毒的发病特点。

五、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1题，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案例：王某，男，30 岁，公务员，想了解自己的营养状况和获得膳食指导，前来健康管理

中心咨询，健康管理师对其饮食、运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询问之后，为其进行了体格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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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如下：身高 170cm，体重 64Kg。请分析下列内容，并计算其一日午餐能量及三大宏量营

养素的摄入量。

1.请说出身高测量的方法。

2.计算标准体重。

3.根据体质指数判断体型。

4.根据体型和劳动强度及每日每公斤体重所需能量计算一日能量。

5.每日三大营养素需要量是多少？

表 1 成人每日能量供给量(kcal/kg)

体型 极轻体力劳动 轻体力劳动 中体力劳动 重体力劳动

消瘦 30 35 40 45

正常 25 30 35 40

肥胖 15～20 20～25 3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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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卫生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15 分）

1.必需脂肪酸：人体自身不能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能满足人体需要，必须要从食物中进行摄

取的脂肪酸。

2.基础代谢：是指维持机体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消耗，占人体总能量消耗的

60-70%。

3.食物中毒：指摄入了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的食品或把有毒害物质当作食品摄

入后所出现的非传染性急性、亚急性疾病。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3分，共 3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B D A C B D C

三、判断题（每题 3分，共 45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 √ √ √ × √ × √ × × × √ √

四、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简述维生素 D的缺乏症状。（每点 2.5 分）

答：（1）佝偻病

（2）骨质软化症

（3）骨质疏松症

（4）手足痉挛症

2. 简述体内能量消耗的途径。（每点 2.5 分）

答：（1）基础代谢。

（2）身体活动。

（3）食物热效应。

（4）特殊生理阶段的能量消耗。

3.简述食物中毒的发病特点。（每点 2.5 分）

答：（1）潜伏期短，来势急剧，呈爆发性。



9

（2）食物中毒的发病与食物有关。中毒病人在相近的时间内有食用过同样的中毒食品，

未食用者不中毒，停止食用后发病停止。

（3）中毒病人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4）一般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传染。

五、案例分析题（30 分）

1.答案要点：

（1）测试前准备,使用身高计前应校对 0 点,同时应检查立柱是否垂直,连接处是否紧密,

有无晃动,零件有无松脱等情况并及时加以纠正。

（2）受试者赤足，立正姿势站在身高计的底板上，足跟并拢，足尖分开 60 度角。

（3）足跟、骶骨部及两肩胛区与立柱相接触，躯干自然挺直，头部正直，耳屏上缘与

眼眶下缘呈水平位。

（4）测试人员站在受试者右侧，将水平压板轻轻沿立柱下滑，轻压于受试者头顶。测

试人员读数时双眼应与压板水平面等高进行读数。

（5）记录结果，以厘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评分标准：

每点描述完全正确，2 分；

每点描述不完全一致，但正确，1-2 分；

每点描述不全正确，1 分；

每点描述不正确，0分。

2.答案要点：

（1）标准体重=身高-105

（2）170-105=65kg

评分标准：

公式正确，2 分

计算正确，1 分

公式错误，0 分

3.答案要点：

（1）体质指数=64/1.72≈22.1 kg/m2

（2）此指数在 18.5～23.9 范围内，王某体型正常。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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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正确，计算正确，3分

公式正确，计算错误，2分

公式错误，0分

评价标准，判断正确，2分

评价标准，判断错误，1分

评价标准错误，0分

4.答案要点：

（1）查表 1，每日每公斤体重所需能量：30kcal/kg

（2）王某一日能量供给量：30×65=1950kcal

评分标准：

查表结果正确，2分

查表结果错误，0分

计算正确，1分

计算错误，0分

5.答案要点：

（1）蛋白质供给量：1950×15%÷4=73g

（2）脂肪供给量：1950×25%÷9=54g

（3）碳水化合物供给量：1950×60%÷4=293g

评分标准：

每点计算正确，3分

每点计算错误，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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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健康管理学概论

I.课程简介
一、内容概述与要求

《健康管理学概论》考试是针对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专升本而实施的入学考试。参

加《健康管理学概论》科目考试的学生应该正确理解健康管理的概念，掌握健康管理的实践

基础、基本策略及步骤、服务流程，并能综合运用于实际问题，初步具有开展健康风险与评

估、健康管理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全卷满分 150 分，考试时间为 75 分钟。

试卷题型包括名词解释、选择题、判断题、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其中选择题为单选题，

只需要在四个选项中选择出一个正确的选项即可；案例分析题需要运用正确理论深入分析资

料内容。

II.知识要点与考核要求
一、健康管理概论

（一）知识范围

1.健康管理基本概念

2.健康管理目标任务与基本特点

3.健康管理基本内容

4.健康管理基本步骤

5.健康管理组织形式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健康管理的概念，健康危险因素和健康风险评估的含义，开展健康管理的基本

步骤和服务流程。

2.领会：健康概念的演变，健康管理的目标任务与基本特点，熟悉健康管理服务的组织

形式。

3.应用：健康管理科学理论基础在开展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中的应用。

二、健康管理的发展趋势

（一）知识范围

1.健康管理学的溯源与发展



12

2.健康管理在中国的需求现状

3.健康管理与健康中国建设

4.健康管理学的应用与前景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健康管理在中国的需求现状，健康管理学目前的市场应用情况。

2.领会：慢病与老龄化使健康管理在中国的需求与日俱增，健康管理意识与服务模式的

古代起源与近现代发展情况。

3.应用：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应用。

三、健康管理基本策略

（一）知识范围

1.生活方式管理

2.健康需求管理

3.疾病管理

4.灾难性病伤管理

5.残疾管理

6.综合的群体健康管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生活方式管理概念，生活方式管理干预技术；健康需求管理概念、方法；疾病

管理的概念，疾病管理的特点；灾难性病伤管理的概念，优秀的灾难性病伤管理项目的基本

特征，综合的群体健康管理概念等。

2.领会：生活方式管理策略步骤，健康需求管理的实现途径及影响因素，疾病管理的实

施过程，残疾管理的常用技术，综合的群体健康管理内容、应用以及管理程序。

3.应用：各种健康管理基本策略在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中的应用。

四、基本卫生保健

（一）知识范围

1.基本卫生保健的概念

2.基本卫生保健的原则

3.基本卫生保健的内容

4.基本卫生保健的特点

5.基本卫生保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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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核要求

1.识记：基本卫生保健的概念，基本卫生保健的原则，基本卫生保健工作内容的四个方

面，基本卫生保健的特点。

2.领会：基本卫生保健工作内容的八项内容，基本卫生保健的意义。

3.应用：能够从事基本卫生保健工作。

五、临床医学基础知识

（一）知识范围

1.临床医学基础知识概述

2.现代医学主要诊断方法和技术

3.现代医学主要治疗方法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临床医学的学科分类，问诊的主要内容和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

2.领会：临床医学的主要特征，现代医学技术主要诊断方法技术和主要的治疗方法等。

3.应用：能够将临床医学基础知识应用到健康管理过程中。

六、健康管理基础知识

（一）知识范围

1.健康管理方法学基础

2.健康教育基础

3.健康干预基础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三级预防策略，临床预防服务的概念与内容，健康教育基本理论。

2.领会：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概念与内容，流行病学的常用指标与研究方法，健康

教育、健康促进、健康素养和自我健康管理的概念，健康教育在健康管理中的应用，营养与

健康，运动处方的概念与基本原则，心理健康管理。

3.应用：预防医学、流行病学与统计学、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基础知识在健康管理过

程中的应用。

七、健康管理相关知识

（一）知识范围

1.健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

2.健康管理相关医学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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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管理与健康保险

4.健康管理服务营销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健康管理规范及权利义务，健康管理服务营销基本概念和特点。

2.领会：健康管理相关的人格权与身份权，健康管理相关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健康管

理伦理的定义和基本原则，“健康管理+健康保险”协同发展，健康管理服务营销的基本内

容以及我国健康管理服务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3.应用：健康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知识以及健康管理服务营销技能在健康管理中的

应用。

八、健康管理基本流程

（一）知识范围

1.健康信息收集与管理

2.健康体检与监测

3.健康风险评估

4.健康干预方案制订

5.健康管理效果评价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健康信息的概念，健康信息的来源，个人健康档案的概念与内容，健康危险因

素的概念与特点，健康风险评估的概念与基本步骤。

2.领会：问卷的一般结构及问题设计的一般原则，健康信息收集的原则，居民健康档案

建立的基本要求，家庭健康档案的概念，绘制家系图时应遵循的原则，健康档案管理的基本

原则，健康风险评估的分类和方法，健康干预计划设计的基本程序。

3.应用：掌握正确的健康管理基本流程在开展健康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九、中医特色健康管理

（一）知识范围

1.中医健康管理的理论基础

2.中医健康管理目标

3.中医健康管理技术方法

（二）考核要求

1.识记：中医健康管理目标，体质的概念，九种常见体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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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会：中医健康管理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九种常见体质类型特征，中医养生保健

方法。

3.应用：能够对健康管理对象进行中医体质辨识，并在健康管理工作过程中恰当运用中

医养生保健方法。

十、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一）知识范围

1.婴幼儿健康管理

2.青少年健康管理

3.中老年人群健康管理

4.女性人群健康管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婴幼儿健康管理要点，中老年人群的健康干预策略，孕产妇的健康干预策略。

2.领会：学龄前儿童健康管理要点，针对婴幼儿健康社区管理要点，青春期女性的健康

干预策略，更年期女性的健康管理策略。

3.应用：能根据各阶段人群的特点识别各阶段人群存在的健康风险，为各阶段人群制订

相应健康管理策略。

十一、常见慢性病健康管理

（一）知识范围

1.恶性肿瘤的健康管理

2.高血压健康管理

3.2 型糖尿病

4.肥胖症健康管理

5.其他慢病健康管理

（二）考核要求

1.识记：高血压概念及诊断标准，2型糖尿病的概念及诊断标准，肥胖症的概念及诊断

标准。

2.领会：各类常见慢性病如高血压、2 型糖尿病、肥胖症的风险评估与预测，各种常见

慢性病的健康管理方案。

3.应用：为常见慢性病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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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模拟试卷及参考答案

河北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

健康管理学概论模拟试卷

（考试时间：75 分钟）

（总分：150 分）

说明：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在其它位置上作答的无效。

一、名词解释（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5 分，共 15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健康管理：

2.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3.健康信息：

二、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备选项中，

选出一个正确的答案，并将所选项前的字母填涂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

1.以下检查不属于临床实验室检查主要内容的是（ ）。

A. 体液与排泄物检查 B. 免疫学检查 C. 影像检查 D. 生化学检查

2.流行病学研究中所指的群体是（ ）。

A. 一定范围内的人群 B.只限于非病人

C. 限于某一个家庭 D.只限于病人

3.不属于不可以改变的健康危险因素（ ）。

A. 家族遗传史 B. 性别 C. 年龄 D．不良生活方式

4.疾病管理中重点强调的因素是（ ）。

A. 患者自我保健 B. 医疗资源的分布

C. 医疗技术的高低 D. 社区条件的优劣

5.不属于健康管理目标的是（ ）。

A. 减少健康危险因素 B．提供健康产品的最佳选择

C．预防疾病高危人群患病 D．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

6.糖尿病诊断条件中 OGTT 试验的餐后 2 小时血糖水平应高于（ ）。

A. 6.8mmol/L B. 7.1mmol/L C. 11.1mmol/L D. 7.8mmol/L

7.五脏中属火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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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肝 B. 心 C. 肺 D. 脾

8.制定高血压患者干预计划的原则不包括（ ）。

A．掌握患者的实际情况 B．一次可设立多项目标

C．目标的设定具有可行性 D．在患者共同参与下逐步设定目标

9.基本卫生保健的重点是（ ）。

A．诊断和治疗 B. 预防和保健 C. 管理和促进 D．宣传和参与

10.以下内容不属于健康问卷主要内容的是（ ）。

A. 对象的社会网络 B. 生活方式

C. 态度和知识方面的信息 D. 个人或家族健康史

三、判断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1.健康风险评估的局限性表现在评估本身不能构成一个健康管理项目。（ ）

2.进行健康指导时提问敏感问题可以直接提问。（ ）

3.运动处方可以包括的内容有锻炼强度、频度、时间和进度的计划。（ ）

4.卫生服务记录表单的主要内容不包括医保种类。（ ）

5.对精神焦虑的患者鼓励其自测血压。（ ）

6.为服务对象进行资料记录时，常采用“SOAP”形式对健康问题进行描述，其中字母“O”

代表主观资料。（ ）

7.慢性病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简称，具有病因复杂、病程长、潜伏期长和可逆性的特点。

（ ）

8.第三级预防的主要对象是患病人群。（ ）

9.健康风险评估的三个模块包括问卷、危险度计算、评估报告。（ ）

10.预防慢性病最好的方法是改善生活方式。（ ）

11.健康管理的三个基本步骤中第二步应开展健康状况的检测和健康信息采集。（ ）

12.循证医学“证据”的可靠程度不同，目前公认最为可靠的证据来自于“随机对照试验”

的证据。（ ）

13.问诊的内容包括患者一般情况、住宿、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和生命体征。（ ）

14.糖尿病的教育内容包括教育患者控制饮食、血压、体重和血尿酸。（ ）

15.健康教育策略的核心是教育人们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认知和技能。（ ）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2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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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健康管理基本策略的主要内容。

2.简述基本卫生保健的原则。

五、案例分析（本大题共 1 题，共 30 分。请在答题纸的相应位置上作答。）

基本情况：患者梁某，男，62 岁，因“反复头晕头痛 4 年余，加重 2 日”于 2020 年 10

月来诊。患者自述高血压病史 4 年，2016 年参加单位职工体检时发现血压升高，后来反复

出现头晕、头痛症状，于当地医院就诊，测量非同日 3 次血压值，范围波动在 165～175/92～

98mmg，诊断为 2 级高血压，平日服用药物：阿司匹林肠溶片 0.1g，口服，每日一次，琥珀

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mg，口服，每日一次，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2.5mg，口服，每日一

次，奥美沙坦酯氢氯噻嗪 12.5mg 口服，每日一次。患者体型偏胖，有长期吸烟史。2 天前

劳累后出现头晕头痛，社区门诊测量血压为 176/96mmHg，伴腹满胀闷，舌黯苔白腻，脉细

涩。社区门诊再次予以降压药并与清肝益肾祛风中药复方联合治疗。

分析上述案例，回答以下问题：

（1）请为该患者制订健康管理方案。（20 分）

（2）谈一谈如何对患者的管理效果进行评价。（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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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学概论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15 分）

1.健康管理：是指以现代健康理念，即以生物、心理及社会适应能力为基础，在现代医学模

式及中医思想指导下，应用医学和管理学知识，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进行监测、分析、评估，

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管理，提供连续服务的行为活动及过程，达到以最小的成本预防

与控制疾病，提高人群生存质量。

2.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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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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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健康信息：是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工作职责，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计生服务机构在服务和

管理过程中产生的人口基本信息、医疗卫生服务信息等，主要包括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

电子病历以及人口健康统计信息等。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3分，共 3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C A D A B C B B B A

三、判断题（每题 3分，共 45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 √ √ × × × √ √ √ × √ × × √

四、简答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简述健康管理基本策略的主要内容。（每点 2.5 分）

答：（1）生活方式管理：主要是帮助个体作出最佳的健康行为选择来减少健康风险因素。

（2）需求管理：通过帮助健康消费者维护健康以及寻求适当的医疗保健方式来控制健

康消费支出和改善对医疗和健康服务的利用。

（3）疾病管理：为患有特定慢性疾病的个体和群体提供需要的医疗和健康服务。

（4）灾难性病伤管理：为患灾难性疾病或重大损伤的患者及家庭提供各种医疗服务，

属于疾病管理策略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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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残疾管理：从雇主角度出发，在事故发生前，尽可能减少工作地点发生致残事故

的频率和费用代价；在事故发生后，根据伤残程度，尽量减少因残疾所造成的个体劳动和生

活能力的下降。

（6）综合的群体健康管理：通过协调以上五种不同的健康管理策略，以群体健康状况

改善为核心，为人群中的个体提供更为全面、有效的健康管理。

2.简述基本卫生保健的原则。（每点 3分）

答：（1）合理布局：人们接受卫生服务的机会必须均等，不能忽视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

区或城郊居民。

（2）社区参与：社区主动参与有关本地区卫生保健的决策，政府各部门协调行动。

（3）预防为主：卫生保健的重点是预防和保健，是为促进健康服务，而不是单纯治疗

疾病，医疗部门也应参与预防保健工作。

（4）适宜技术：卫生系统中使用的技术、方法和物资，应是能被接受的和适用的。

（5）综合利用：卫生服务仅仅是所有保健工作的一部分，它与营养、教育、饮水供应

和住房等问题同属于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这些要素对人民健康综合地起作用。

五、案例分析（30 分）

（1）答案要点：应针对该患者的可改变危险因素，如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开展健康管理，并

做好相关健康教育。具体管理方案如下，

①综合评估：全面了解患者生活方式、饮酒吸烟史、饮食习惯及精神心理状况和肢体

功能状况；评估患者对高血压发病的相关知识、预警症状及防治措施的掌握情况。

②制订健康管理计划：结合患者的病情、家庭状况和就医条件，制订个性化的健康管

理计划。

a生活方式指导：（5 分）

膳食指导 减少钠盐摄入，尽可能减少烹调用盐，建议使用可定量的盐勺；减少味精、

酱油等含钠的调味品用量；少食或不食含钠盐高的加工食品；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补充

钾和钙含量高的食物，如绿叶菜、鲜奶、豆制品等。

控制体重 减重的速度因人而异，通常每周减重 0.5～1.0kg 为宜。

戒烟 并定期随访和监督，避免复吸。

b运动指导：（5 分）

每天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每天 30 分钟左右，每周坚持 3次以上的有氧体育锻炼，例

如慢跑、打太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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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心理干预：（5 分）

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交活动，保持乐观心态，使患者正确对待

病情，树立康复的信息。

d慢性病防控：（5 分）

坚持定期测量血压：血压达标以前，每天测量血压 1次，达标以后，每周测量 2次。

用药指导：监督患者按照医嘱用药，不可随意调整增减；降压不能操之过急；避免睡

前服用降压药。

（2）答案要点：

在患者严格执行健康管理方案期间，严密随访观察监测记录该患者的血压值，以及其他

健康问题，如果该患者一年内血压控制平稳，同时未出现严重心脑血管等并发症，如冠心病、

脑卒中、高血压肾损害等，说明该患者健康管理效果良好。如该患者血压波动，或反复出现

头晕、头痛症状，以及高血压的急慢性并发症状，说明管理效果不佳。（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