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8 卫生微生物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卫生微生物学》是南京医科大学为招收卫生检验学硕士研究生而设置、

具有选拔性质的自命题考试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有效地测试考生是

否具有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所需要的卫生检验学及有关卫生相关学科的基础

知识和基础技能，评价的标准是高等学校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优秀本科毕业

生能达到的及格或及格以上水平，以利于我校择优选拔，确保硕士研究生的

招生质量。

二、考查目标

《卫生微生物学》考试范围为指定的卫生微生物学教材中的内容。要求

考生系统掌握预防医学领域中卫生微生物相关的基本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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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有关卫生检验学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 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考试满分为 150 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2.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3. 试卷内容结构

卫生微生物学 100%。

4. 试卷题型结构

简答题：共 10 题，每题 10 分，共 100 分。

案例分析题：共 2题，每题 25 分，共 50 分。

四、考查内容

（一）绪论

1. 卫生微生物学概述:卫生微生物学的定义；对象和范畴；研究内容。

2. 微生物的特点和作用：微生物的特点；微生物的作用。



3. 卫生微生物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卫生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学其他学科的

关系；卫生微生物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卫生微生物学与预防医学的关系；卫生

微生物学的特色。

4. 微生物学的发展史：启蒙时期对病原的认识；微生物学的初创和奠基时

期；近代与现代微生物学时期。

5. 卫生微生物学的应用及其研究前景：卫生微生物学的应用；研究前景。

（二）微生物生态

1.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基本概念；研究范畴。

2. 微生物生态学的基本规律：微生物生态演化规律；微生物与生存环境相

互作用的规律；生态系统中微生物种群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微生物生态平衡规律。

3. 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及其主要类群：微生物在自然界的分布；环境中

微生物的主要类群。

4. 微生物生态学的应用及研究前景：微生物生态学的应用；微生物生态学

研究的前景。

（三）卫生微生物研究和检测的方法

1. 卫生微生物检测的特点及基本原则：卫生微生物学检测特点；卫生微生

物检测原则。

2. 卫生微生物研究和检测的方法：检验程序；样品采集、运送及处理；微

生物鉴定方法；微生物定量检验方法；毒性毒力研究方法；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

微生物快速检测方法；微生物群落结构检测方法。

3. 卫生指示微生物：指示微生物的概念和意义；指示微生物的选择标准；

指示微生物的种类。

4. 卫生微生物学研究和检测方法的前景：应用；前景。

（四）微生物危害的预防与控制

1. 消毒与灭菌：消毒与灭菌的基本概念及要求；消毒与灭菌的方法；影响

消毒灭菌效果的因素；消毒与灭菌效果的评价与保证。

2. 感染性疾病的特异性预防：特异性免疫预防；消毒灭菌与免疫预防在控

制传染病中的作用。

3. 生物战剂伤害的防护：生物战剂的伤害；生物战剂种类；生物战剂伤害

的防护。



4. 微生物危害的预防与控制的应用及研究前景：应用；前景。

（五）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1. 生物安全概述：生物安全相关术语；生物安全事件；实验室获得性感染

的特征；实验室生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2. 生物安全实验室：生物因子分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分级；各级生物安全

实验室标准；动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分级。

3.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运行：重要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范；评审与监

督。

4.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六）水微生物

1. 水生境特征。

2. 水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和分布；生

态学功能和卫生学意义。

3. 水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水微生物检验；卫生标准。

4. 水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水微生物污染；预防与控制。

5. 水微生物研究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七） 土壤微生物

1. 土壤生境特征。

2. 土壤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分布；

土壤中的病原微生物及其危害；土壤微生物对环境污染物的降解；卫生学意义。

3. 土壤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土壤微生物检验；卫生标准。

4. 土壤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预防；控制。

5. 土壤微生物研究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八） 空气微生物

1. 空气生境特征。

2. 空气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分布；

卫生学意义。

3. 空气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空气微生物采集；空气微生物的检测；

卫生标准。

4. 空气微生物污染及其预防：空气微生物污染；预防与控制。



5. 空气微生物研究的应用及前景：监测控制技术；群落结构和多样性解析

技术；空间洁净技术。

（九）公共场所微生物

1. 公共场所生境特征：概念；生境特征。

2.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分

布和卫生学意义。

3.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检验及卫生标准：空气微生物检测；公共卫生用具微

生物检测；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微生物检测；卫生标准。

4. 公共场所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公共场所的预防性卫生监督；经常

性的公共场所及其用品消毒；健康检查；卫生意识；改善设施。

5. 公共场所微生物的应用及前景：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制定与完善；检

测检验技术的发展；卫生监督。

（十）医院环境微生物

1. 医院环境生境特征。

2. 医院环境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医院感染微生物

的特点；医院环境微生物的来源和传播途径；医院环境微生物的种类；医院环境

微生物分布及卫生意义。

3. 医院环境微生物的检验及卫生标准：医院环境微生物检验；卫生标准。

4. 医院环境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技术：措施。

5. 医院环境微生物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十一）极端环境中微生物

1. 极端环境类型及生境特征。

2. 各种极端环境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

分布和卫生学意义。

3. 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利用与防控。

4. 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十二） 食品微生物

1. 食品生境特征。

2. 食品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及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分布和卫生学意

义。



3. 引起食物中毒的微生物及致病特点：细菌性食物中毒及其常见菌；真菌

性食物中毒及其常见菌。

4. 食品微生物检验及卫生标准：细菌检验；真菌检验；食物中毒检验；卫

生标准。

5. 食品微生物污染的预防与控制：污染；预防；污染控制；有害微生物控

制。

6. 食品微生物的应用及前景：应用；前景。

（十三）药品微生物

1. 药品生境特征。

2. 药品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及其卫生学意义：污染来源与种类；不同种类

药品的常见污染微生物；卫生学意义。

3. 药品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药品微生物污染的特殊性；药品微生物

检测；药品微生物限度标准。

4. 药品微生物污染的预防和控制：预防控制污染的措施；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

5. 药品微生物研究的应用及前景：检验技术；实验条件的质量控制。

（十四）化妆品微生物

1. 化妆品生境特征。

2. 化妆品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来源；种类；卫生

学意义。

3. 化妆品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检验；卫生标准。

4. 化妆品微生物污染的预防和控制：污染控制对策；预防。

5. 化妆品微生物的应用及前景：加强预防污染的研究；提高检验能力；完

善法规。

（十五）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

1.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生境特征：分类；特征。

2.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的来源、种类、分布及其卫生学意义：医疗

器械及卫生用品微生物来源、种类、分布和卫生学意义；生活及卫生用品微生物

来源、种类、分布和卫生学意义。

3.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的检测与卫生标准：医疗器械及卫生用品微



生物的检测及卫生标准；生活及卫生用品微生物的检测及卫生标准；一次性使用

卫生用品杀菌性能、抑菌性能及其稳定性鉴定；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产品卫生

标准。

4.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污染及其预防：预防医疗及生活用品微生物

污染的管理要求；预防医疗及生活用品微生物污染的方法。

5. 医疗与生活卫生用品微生物研究的应用及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