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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考研核心笔记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概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概念及发展史 

考点：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考点：医学基础 

考点：研究方法 

考点：职业性有害因素 

考点：职业性与健康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发展史与内容 

1.概念及发展史 

2.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1）是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不良劳动条件对职业人群健康的影响； 

（2）对职业性病损的受罹者进行早期检测、诊断和处理，使其尽早康复； 

（3）提出控制和消除职业有害因素的方法和措施。 

①职业卫生：以人群和作业环境为研究对象，创造安全、卫生和高效的作业环境，提高职业生命质量，

保护劳动者的健康，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②职业医学:以个体为主要对象，对受到职业危害因素损害或存在健康潜在危险的个体进行早期检测、

诊断、治疗和康复处理。 

【核心笔记】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的医学基础和研究方法 

1.医学基础 

2.研究方法 

（1）职业流行病学 

（2）职业毒理学 

【核心笔记】职业与健康 

1.职业性有害因素 

生产工艺过程、劳动过程、工作环境中产生和(或)存在的，对职业人群的健康、安全和作业能力可能

造成不良影响的一切要素或条件。 

职业有害因素的分类：按来源分 

（1）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 

①物理因素 

②化学因素 

③生物因素 

（2）劳动过程中的有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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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劳动组织和制度不合理、作息制度不合理等； 

②精神性职业紧张： 

③劳动强度过大或定额不当： 

④个别器官或系统过度紧张： 

⑤不良体位、不合理工具： 

⑥不良生活方式： 

（3）生产环境中的有害因素： 

①自然环境： 

②厂房建筑布局不合理： 

③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 

 

2.职业性与健康 

（1）健康工人效应： 

由于职业人群多处于青状年阶段，有些还经过就业体检加以筛选，故较一般人群健康，至少在开始工

作时是健康的，总发病率与死亡率将低于总体人群。 

（2）职业性病损分类： 

①工伤： 

②职业病： 

③工作有关疾病： 

a.行为（精神）和心身性疾病 

b.慢性非特异性呼吸道疾病 

c.高血压 

d.腰背痛 

（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的定义： 

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

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 

（4）发生职业病的条件： 

①有害因素的性质 

②作用于人体的量 

③人体的健康状况 

（5）职业病的特点： 

①病因有特异性（病因明确），在控制接触后，可控制或消除发病； 

②病因大多是可检测的，一般有接触水平--反应关系； 

③在不同的接触人群中，常有不同的发病集丛; 

④如能早期诊断、合理处理，预后较好； 

⑤大多数职业病目前尚缺乏特效治疗，应着眼于保护人群健康的预防措施； 

（6）我国 2002 年 4 月 18 日新颁布的职业病名单分 10 类共 115 种： 

①尘肺 13 种； 

②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11 种； 

③职业中毒 56 种； 

④物理因素职业病 5 种； 

⑤职业性传染病 3 种； 

⑥职业性皮肤病 8 种； 

⑦职业性眼病 3 种； 

⑧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3 种； 

⑨职业性肿瘤 8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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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其它疾病 5 种； 

（7）我国 2013 年 12 月 31 日新颁布的职业病名单分 10 类共 132 种： 

①尘肺 15 种； 

②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11 种； 

③职业中毒 61 种； 

④物理因素职业病 7 种； 

⑤职业性传染病 5 种； 

⑥职业性皮肤病 9 种； 

⑦职业性眼病 3 种； 

⑧职业性耳鼻喉疾病 4 种； 

⑨职业性肿瘤 11 种； 

⑩其它疾病 6 种； 

（8）新增的 18 种职业病包括： 

①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增加了 3 种，金属及其化合物粉尘肺沉着病(锡、铁、锑、钡及其化合

物等)、刺激性化学物所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硬金属肺病； 

②职业性皮肤病：增加了白斑； 

③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增加了爆震聋； 

④职业性化学中毒：增加 5 种，铟及其化合物中毒、溴丙烷中毒、碘甲烷中毒、氯乙酸中毒、环氧乙

烷中毒； 

⑤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增加激光所致眼(角膜、晶状体、视网膜)损伤、冻伤； 

⑥职业性传染病：增加了艾滋病(限于医疗卫生人员及人民警察)、莱姆病； 

⑦职业性肿瘤：增加 3 种，分别是毛沸石所致肺癌、胸膜间皮瘤，煤焦油、煤焦油沥青、石油沥青所

致皮肤癌，β-萘胺所致膀胱癌； 

⑧其他职业病：增加 1 种，股静脉血栓综合征、股动脉闭塞症或淋巴管闭塞症(限于刮研作业人员)。 

（9）职业病的诊断原则： 

①职业史：前提条件。 

②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③症状与体征 

④辅助检查 

（10）《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12 年 3 月 28 日发布） 

①急性职业中毒和急性职业病应在诊断后 24 小时内报告 

②慢性职业中毒和慢性职业病应在诊断后 15 天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并报告、登记。 

（11）职业医学与职业卫生的基本准则 

三级预防措施： 

①第一级预防:病因预防 

a.改进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 

b.合理利用防护设施； 

c.个人防护； 

②第二级预防:发病预防 

a.定期环境中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 

b.定期对接触者体格检查； 

③第三级预防:病后合理康复 

a.已受损害者调离原岗位，并积极合理的治疗； 

b.治理作业环境； 

c.促进康复，预防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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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笔记】我国职业卫生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1）职业有害因素分布广、种类多、职业危害转嫁严重； 

（2）进城务工人员和一些特殊人群职业卫生问题严重； 

（3）职业紧张和心理障碍发生频率上升； 

（4）职业伤害与职业卫生突发事件频发； 

（5）职业安全、职业卫生和环境保护融合； 

（6）新理论和新技术在职业卫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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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卫生学》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营养学基础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蛋白质的功能，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考点：食物蛋白质营养学评价，蛋白质营养不良及营养状况评价 

考点：蛋白质参考摄入量及食物来源，脂类的分类及功能 

考点：脂类的消化、吸收及转运，脂类的食物来源及参考摄入量 

考点：碳水化合物的分类、食物来源，碳水化合物的功能 

考点：碳水化合物的消化吸收，碳水化合物供给，概述 

考点：人体的热能消耗，人体一日热能需要的确定 

考点：钙，磷，铁，碘，锌，硒，铜，锰，钴，钼，铬，镍 

考点：概述，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C，硫胺素 

考点：核黄素，烟酸，维生素 B6，叶酸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蛋白质 

1.蛋白质的功能 

蛋白质的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是人体组织的构成成分；构成体内各种重要物质和提供能

量。 

 

2.氨基酸和必需氨基酸 

（1）氨基酸和肽： 

蛋白质是由许多氨基酸以肽键连接在一起，由于氨基酸的种类、数量、排列次序和空间结构的千差万

别，就构成了无数种功能各异的蛋白质。蛋白质被分解时的次级结构称肽，含 10 个以上氨基酸的肽称多

肽，含 3 个或 2 个氨基酸分别称 3 肽和 2 肽。 

（2）必需氨基酸： 

构成人体蛋白质的氨基酸有 20 种，根据来源分别称非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半必需氨基酸。成

人体内必需氨基酸有 8 种，即异亮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蛋氨酸、苯丙氨酸、苏氨酸、色氨酸、缬氨酸，

儿童为 9 种，即上述 8 种加上组氨酸。 

（3）氨基酸模式和限制氨基酸： 

人体蛋白质以及食物蛋白质在必需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上存在着差异，在营养学上常用氨基酸模式来

反应这种差异。其计算方法是将该种蛋白质中的色氨酸含量为 1，分别计算出其它必需氨基酸的相应比值，

这一系列的比值就是该种蛋白质的氨基酸模式。当食物蛋白质氨基酸模式与人体蛋白质越接近时，必需氨

基酸被机体利用的程度也越高，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也相对越高。反之，食物蛋白质中限制氨基酸种类

多时，其营养价值相对较低。 

 

3.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和代谢 

蛋白质消化的主要场所在小肠。由胰腺分泌的胰蛋白酶和糜蛋白酶使蛋白质在小肠中被分解为氨基酸

和部分 2 肽和 3 肽，再被小肠粘膜细胞吸收、代谢。机体每天由于皮肤、毛发和粘膜的脱落，妇女月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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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血等，以及肠道菌体死亡排出，损失约 20g 蛋白质，这种氮排出是机体不可避免的氮消耗，称为必要

的氮损失。理论上只要从膳食中获得相当于必要的氮损失的量，即可满足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维持机体

的氮平衡。当摄入氮和排出氮相等时，为零氮平衡。如摄入氮多于排出氮，则为正氮平衡。而摄入氮少于

排出氮时，为负氮平衡。 

 

4.食物蛋白质营养学评价 

评价食物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对于食品品质的鉴定，新的食品资源的研究和开发，指导人群膳食等许

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各种食物，其蛋白质的含量、氨基酸模式等都不一样，人体对不同的蛋白质的

消化、吸收和利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所以营养学上主要从食物蛋白质含量、被消化吸收的程度和被人体利

用程度三方面全面地进行评价。常用的指标有： 

（1）蛋白质的含量： 

虽然蛋白质的含量不等于质量，但是没有一定数量，再好的蛋白质其营养价值也有限。所以蛋白质含

量是食物蛋白质营养价值的基础。食物中蛋白质含量测定一般使用微量凯氏定氮法，测定食物中的氮含量，

再乘以由氮换算成蛋白质的换算系数，就可得到食物蛋白质的含量。 

（2）蛋白质消化率： 

蛋白质消化率不仅反映了蛋白质在消化道内被分解的程度，同时还反映消化后的氨基酸和肽被吸收的

程度。蛋白质消化率（%）=食物氮-（粪氮-粪代谢氮）x100/食物氮。该计算结果，是食物蛋白质的真消化

率。在实际应用中，往往不考虑粪代谢氮，这种消化率叫做表观消化率。 

（3）蛋白质利用率： 

①生物价：蛋白质生物价是反映食物蛋白质消化吸收后，被机体利用程度的指标，生物价的值越高，

表明其被机体利用程度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生物价=储留氮 x100/吸收氮，储留氮=吸收氮-（尿氮-尿内源性氮），吸收氮=食物氮-（粪氮-粪代谢

氮）。 

②蛋白质净利用率：蛋白质净利用率是反映食物中蛋白质被利用的程度，因此，它把食物蛋白质的消

化和利用两个方面都包括了，因此更为全面。计算公式如下： 

蛋白质净利用率（%）=消化率 x 生物价 

③蛋白质功效比值：蛋白质功效比值是用处于生长阶段中的幼年动物在实验期内，其体重增加和摄入

蛋白质的量的比值来反映蛋白质的营养价值的指标。 

蛋白质功效比值=动物体重增加（g）/摄入蛋白质（g）。 

④氨基酸评分：也叫蛋白质化学评分，该方法是用被测食物蛋白质的必需氨基酸评分模式和推荐的理

想的模式或参考蛋白质的模式进行比较，因此是反映蛋白质构成和利用率的关系。 

氨基酸评分=被测蛋白质每克氮（或蛋白质）中氨基酸（mg） 

理想模式或参考蛋白质中每克氮（或蛋白质）中氨基酸量（mg） 

除上述方法和指标外，还有如相对蛋白质值；净蛋白质比值；氮平衡指数等。 

 

5.蛋白质营养不良及营养状况评价 

蛋白质缺乏在成人和儿童中都有发生，但处于生长阶段的儿童更为敏感。蛋白质缺乏常有热能不足，

故称蛋白质-热能营养不良。临床表现有水肿型和消瘦型两种。反映体内蛋白质营养水平的常用指标主要为

血清白蛋白和血清运铁蛋白等。 

 

6.蛋白质参考摄入量及食物来源 

蛋白质广泛存在于动植物性食物中。动物性蛋白质质量好，植物性蛋白质利用率较低。因此，注意蛋

白质互补，适当进行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我国由于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所以推荐的 RNI 值在 1.0~1.2g/kg

体重，按热能计算，蛋白质摄入占膳食总热能的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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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笔记】脂类 

1.脂类的分类及功能 

（1）甘油三酯： 

①甘油三酯：甘油三酯也称脂肪或中性脂肪。每个脂肪分子是由一个甘油分子和三个脂肪酸化合而成。

人体内的甘油三酯不仅是机体重要的构成成分、体内的能量贮存形式，也具有保护体温、保护内脏器官免

受外力伤害等作用。食物中的甘油三酯除了给人体提供热能和脂肪酸以外，还有增加饱腹感、改善食物的

感官性状、提供脂溶性维生素等作用。 

②脂肪酸：脂肪酸因其所含的脂肪酸的链的长短、饱和程度和空间结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性和功

能。按其碳链长短可分为长链脂肪酸（14 碳以上），中链脂肪酸（6~12 碳）和短链脂肪酸（5 碳以下）。

按其饱和度可分为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按其空间结构不同，可分为顺式脂肪

酸和反式脂肪酸。各种脂肪酸的结构不同，功能也不一样，对它们的一些特殊功能的研究，也是营养上一

个重要研究开发领域。目前认为，营养学上最具有价值的脂肪酸有两类即 n-3 系列和 n-6 系列不饱和脂肪

酸。 

③必需脂肪酸：亚油酸和α-亚麻酸是人体必需的两种脂肪酸。事实上，n-3 和 n-6 系列中许多脂肪酸

如花生四烯酸、二十碳五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等都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脂肪酸，但人体可以利用亚油酸和

α-亚麻酸来合成这些脂肪酸。必需脂肪酸之所以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素，主要有以下功能： 

a.是磷脂的重要组成成分：磷脂是细胞膜的主要结构成分，所以必需脂肪酸与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直

接相关。 

b.亚油酸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体：后者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使血管扩张和收缩、神经刺激的传导等

等。 

c.与胆固醇的代谢有关：体内约 70%的胆固醇与必需脂肪酸酯化成酯，被转运和代谢。 

因此必需脂肪酸缺乏，可引起生长迟缓，生殖障碍，皮肤损伤以及肾脏、肝脏、神经和视觉方面的多

种疾病。而过多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也可是体内有害的氧化物、过氧化物等增加，同样对身体可产

生多种慢性危害。 

（2）磷脂： 

磷脂：是指甘油三酯中一个或两个脂肪酸被含磷的其它基团所取代的一类脂类物质。其中最重要的磷

脂是卵磷脂。磷脂的主要功能是细胞膜的构成成分。 

（3）固醇类： 

最重要的固醇是胆固醇，它是细胞膜和许多活性物质的重要成分及材料。 

 

2.脂类的消化、吸收及转运 

脂类消化的主要场所是小肠。吸收后的脂类由脂蛋白参与转运代谢。 

 

3.脂类的食物来源及参考摄入量 

人类膳食脂肪主要来源于动物的脂肪组织和肉类以及植物的种子。动物脂肪相对含饱和脂肪酸和单不

饱和脂肪酸多。植物油主要含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普遍存在于植物油中，亚麻酸在豆油和紫苏油中较多，

鱼贝类食物相对含二十碳五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较多。含磷脂较多的食物为蛋黄、肝脏、大豆、麦胚和

花生等。脂肪的摄入量应占总热能的 30%以下。 

 

【核心笔记】碳水化合物  

1.碳水化合物的分类、食物来源 

（1）单糖：在结构上由 3-7 个碳原子构成。 

食物中的单糖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葡萄糖 6 碳糖，是构成食物中各种糖类的基本单位，是一类具有右旋性和还原性的醛糖，是人类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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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时唯一游离存在的六碳糖，在人血浆中的浓度是 5mmol/L。 

②果糖 6 碳酮糖，主要存在于水果及蜂蜜中。玉米糖浆含果糖 40-90%，是饮料、冷冻食品、糖果蜜

饯生产的重要原料。果糖吸收后经肝脏转变成葡萄糖被人体利用，部分可转变为糖原、脂肪或乳酸。 

③半乳糖是乳糖的组成成分，半乳糖在人体中先转变成葡萄糖后被利用，母乳中的半乳糖实在体内重

新合成的，而不是食物中直接获得的。 

④其它单糖 a 戊糖类，如核糖、脱氧核糖等；b 甘露糖，主存在于水果和根、茎类蔬菜中；c 糖醇类，

如山梨醇、甘露醇、木糖醇等。 

（2）双糖：由两分子单糖缩合而成。 

常见以下几种： 

①蔗糖由一分子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以α糖苷键连接而成。日常食用白糖即蔗糖，是由甘蔗或甜菜提

取而来。 

②麦芽糖由两分子葡萄糖以α糖苷键连接而成。是淀粉的分解产物，存在于麦芽中。 

③乳糖有一分子葡萄糖与一分子半乳糖以β糖苷键连接而成。存在于乳中。 

④海藻糖由两分子葡萄糖组成，存在于真菌及细菌之中。 

（3）寡糖：是由 3-10 个单糖构成的小分子多糖。 

较重要的有： 

①棉子糖：由葡萄糖、果糖和半乳糖构成。 

②水苏糖：由组成棉子糖的三糖再加上一个半乳糖组成。 

以上两种主存在于豆类食品中，因在肠道中不被消化吸收，产生气体和产物，可造成肠胀气；而有些

寡糖可被肠道有意细菌利用，而促进这些菌群的增加而有保健作用。 

（4）多糖：大于 10 个单糖组成的多糖化合物。其中一部分可被人体消化吸收，如糖原、淀粉，另一

部分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如膳食纤维。 

①糖原为含有许多葡萄糖分子和支链的动物多糖。由肝脏和肌肉合成和贮存。食物中糖原很少。 

②淀粉许多葡萄糖组成的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植物多糖。是人类碳水化合物的主要食物来源。据其结

构可分为支链淀粉和直链淀粉。 

③膳食纤维指存在于食物中不能被机体消化吸收的多糖类化合物的总称。人类消化道中无分解这类多

糖（β-糖苷键连接）的酶，故人体不能消化吸收，但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 

可分为不溶性纤维与可溶性纤维。 

a.不溶性纤维： 

纤维素存在于所有植物中，以小麦为代表； 

半纤维素存在于小麦、黑麦、大米、蔬菜中； 

木质素存在于所有植物中。 

b.可溶性纤维： 

果胶、树胶和粘胶存在于柑橘类和燕麦类制品中； 

某些半纤维素存在于豆类中。 

 

2.碳水化合物的功能 

体内碳水化合物以葡萄糖、糖原和含糖复合物三种存在形式，其功能与其存在形式有关。碳水化合物

的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 

（1）提供机体热能碳水化合物是人类从膳食中取得热能的最经济最最主要的来源。碳水化合物在体

内氧化的最终产物为二氧化碳和水。当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充足时，可发挥对蛋白质的节约作用和对脂肪

的抗生酮作用。中枢神经、红细胞只能靠葡萄糖提供能量，故碳水化合物对维持神经组织和红细胞功能有

重要意义。糖原是肌肉和肝脏中碳水化合物的贮存形式，其中肝脏中糖原在机体需要时，分解为葡萄糖进

入血循环，提供机体对能量的需要；肌肉中的糖原只供自身的能量需要。 

（2）是机体的重要组成成分碳水化合物以含糖复合物的形式参与机体成分的构成。如结缔组织中粘

蛋白、神经组织中的糖脂等都是一些寡糖复合物；DNA 和 RNA 中含大量核糖，在遗传物质中起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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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基础》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绪论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毒理学的目的 

考点：毒理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考点：古代与中世纪毒理学 

考点：启蒙时代毒理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毒理学概述 

1.概念 

（1）毒理学 

是研究化学、物理和生物因素对机体的损害作用、生物学机制、危险度评价和危险度管理的科学。毒

理学主要分为三个研究领域，即描述毒理学、机制毒理学和管理毒理学。 

（2）卫生毒理学 

是利用毒理学的概念和方法，从预防医学角度，研究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可能接触到的外来化合物

对机体的生物学作用，特别是损害作用，亦即毒性作用及其机理的科学。卫生毒理学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

也是毒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3）外源化学物 

是在人类生活的外界环境中存在、可能与机体接触并进入机体，在体内呈现一定的生物学作用的一些

化学物质，又称为“外源生物活性物质”。 

（4）内源化学物 

是指机体内原已存在的和代谢过程中所形成的产物或中间产物。毒理学研究外源化学物对机体的有害

作用，而不是有益作用（如营养作用、治疗作用等）。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2.毒理学的目的 

任何一种化学物质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是对机体有害的，毒理学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外源化学物质的毒

性和产生毒性作用的条件，阐明剂量一效应（反应）关系，为制订卫生标准及防治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3.毒理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 

（1）描述毒理学 

采用实验动物进行适当的毒性试验，获得用于评价人群和环境特定化学物暴露的危险度信息。 

为化学物的毒作用机制提供重要线索，通过形成假设为发展机制毒理学作出贡献。 

（2）机制毒理学 

证实与人类直接相关的实验动物中所观察到的损害作用（癌症、出生缺陷等）。 

验证可能与人类无关的发生于实验动物中的有害效应。 

设计和生产较为安全的化学物以及合理治疗化学中毒和临床疾病。 

进一步加深对基础生理学、药理学、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了解。 

（3）管理毒理学 

根据描述和机制毒理学的研究资料进行科学决策，协助政府部门制定卫生标准、相关法规条例和管理

措施并付诸实施，以确保化学物、药品、食品等进入市场足够安全，达到保护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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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笔记】毒理学简史 

1.古代与中世纪毒理学 

（1）毒理学一词源于希腊文字“toxikon” 

（2）公元前 2735 年，神农编辑完成了 40 卷“本草”典籍 

（3）公元前 2650 年，黄帝撰写了《内经》（青岛掌心博阅电子书） 

（4）古埃及、古希腊及古罗马等有关文献中都有关于有毒植物和矿物的描述，积累了关于有毒物质

及中毒的知识。 

 

2.启蒙时代毒理学 

（1）16 世纪瑞士医生 Paracelsus（1493ё1541） 

（2）意大利内科医生 Ramazzini（1633－1714） 

（3）1775 年英国外科医生 Pott（1714-1788） 

（4）意大利内科医生 Fontana（1720-1853）进一步发展了靶器官毒性概念。 

（5）西班牙医生 Orfila 被认为是现代毒理学的奠基人，他是系统利用实验动物的第一个科学家，并

发展了在组织和体液中鉴定毒物的化学分析方法。 

（6）19 世纪的 Megendie、Bernard 对依米丁、士的宁和箭毒、CO 中毒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 

 

3.现代毒理学 

（1）1930 年实验毒理学的第一本杂志<<Archives of Toxicology>>创刊，同年在美国成立了 NIH 

（2）1937 年引起急性肾衰竭和死亡的“磺胺事件”，促使了美国 FDA 的成立 

（3）1955 年，Lehman 和他的同事共同出版了《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 

（4）通过了许多新的法规，创办了许多新的杂志，成立了国际毒理学协会（1965） 

 

4.药理学与毒理学 

（1）药理学：主要研究药物对生物体的有益作用，从而发挥其在治疗疾病中的效能；药理学是针对

某一种功能异常的研究，如心功能、神经传递或肾重吸收异常； 

（2）毒理学：研究化学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生物体的有害作用。毒理学则研究化学物对机体的全面的

有害作用，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会有什么有害作用发生?”特别是化学物的安全

性毒理学评价（描述毒理学），具有筛查的特征。 

 

图 1-1 毒理学和药理学的共性 

【核心笔记】毒理学的研究方法 

（1）毒理学主要是借助于动物模型模拟引起人体中毒的各种条件，观察实验动物的毒性反应，再外

推到人。由于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和人体在解剖、生理和生化代谢过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利

用动物实验的结果可以外推到人的基础。 

（2）毒理学实验可采用整体动物、游离的动物脏器、组织、细胞进行。根据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可

分为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毒理学还利用限定人体试验和流行病学调查直接研究外源化学物对人体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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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影响。 

【核心笔记】毒理学的研究方法 

1.体内试验 

（1）也称为整体动物试验。可严格控制接触条件，测定多种类型的毒作用。 

（2）实验多采用哺乳动物，例如大鼠、小鼠、脉鼠、家兔、仓鼠、狗和猴等。在特殊需要情况下，

也采用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鸟类、昆虫等。 

（3）检测外源化学物的一般毒性，多在整体动物进行，例如急性毒性试验，亚急性毒性试验、亚慢

性毒性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等。 

（4）哺乳动物体内试验是毒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结果原则上可外推到人；但体内试验影响因素

较多，难以进行代谢和机制研究。 

 

2.体外试验 

利用游离器官、培养的细胞或细胞器进行毒理学研究，多用于外源化学物对机体急性毒作用的初步筛

检、作用机制和代谢转化过程的深入观察研究。体外试验系统缺乏整体毒物动力学过程，并且难以研究外

源化学物的慢性毒作用。青岛掌ф心博阅║рс电子书 

（1）游离器官：利用器官灌流技术将特定的液体通过血管流经某一离体的脏器（肝脏、肾脏、肺、

脑等），借此可使离体脏器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生活状态，与受试化学物接触，观察在该脏器出现有害作用，

以及受试化学物在该脏器中的代谢情况。 

（2）细胞：利用从动物或人的脏器新分离的细胞或经传代培养的细胞如细胞株及细胞系。 

（3）细胞器：将细胞制作匀浆，进一步离心分离成为不同的细胞器或组分，例如线粒体、微粒体、

核等，用于实验。 

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应主要根据实验研究的目的要求，采用最适当的方法，并

且互相验证。 

 

3.人体观察 

通过中毒事故的处理或治疗，可以直接获得关于人体的毒理学资料，这是临床毒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有时可设计一些不损害人体健康的受控的实验，但仅限于低浓度、短时间的接触，并且毒作用应有可逆性。 

 

4.流行病学研究 

对于在环境中已存在的外源化学物，可以用流行病学方法，将动物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在人群调查中验

证，可从对人群的直接观察中，取得动物实验所不能获得的资料，优点是接触条件真实，观察对象包括全

部个体，可获得制订和修订卫生标准的资料，以及制定预防措施的依据。利用流行病学方法不仅可以研究

已知环境因素（外源化学物）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从因到果），而且还可对已知疾病的环境病因进行探索

（从果到因）。但流行病学研究干扰因素多，测定的毒效应还不够深入，有关的生物学标志还有待于发展。 

表 1-3 毒理学研究方法的优缺点 

研究方法 流行病学研究 受控的临床研究 毒理学体内试验 毒理学体外试验 

优点 

真实的暴露条

件 

在各化学物之

间发生相互作

用 

测定在人群的

作用 

表示全部的人

规定的限定暴露

条件 

在人群中测定反

应 

对某组人群（如

哮喘）的研究是

有力的 

能测定效应的强

易于控制暴露条

件 

能测定多种效应 

能评价宿主持征

的作用 

能评价机制 

影响因素少，易于控制 

可进行某些深入的研究 

人力物力花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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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 度 

缺点 

耗资、耗时多

（ 多 为 回 顾

性），无健康保

护 

难以确定暴露，

有混杂暴露问

题 

可检测的危险

性增加必需达

到 2 倍以上 

测定指标较粗

（发病率，死亡

率） 

耗资多 

较低浓度和较短

时间的暴露 

限于较少量的人

群（一般＜50） 

限于暂时、微小、

可逆的效应 

一般不适于研究

最敏感的人群 

动物暴露与人暴

露相关的不确定

性 

受控的饲养条件

与人的实际情况

不一致 

暴露的浓度和时

间的模式显著地

不同于人群的暴

露 

不能全面反映毒作用，不

能作为毒性评价和危险

性评价的最后依据 

难以观察慢性毒作用 

【核心笔记】毒理学展望 

1.从高度综合到高度分化 

（1）靶器官毒理学已成为毒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如肺毒理学、血液毒理学、免疫系统毒理学等 

（2）以机制研究为基础的毒理学已形成许多重要的交叉学科，如分子毒理学、细胞毒理学、遗传毒

理学等 

（3）根据研究对象和学科领域的不同，毒理学又进一步分化为：药物毒理学、食品毒理学、临床毒

理学等 

（4）按照毒理学的不同性质，毒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划分为：农药毒理学、金属毒理学、有机溶剂

毒理学等 

 

2.从整体动物试验到替代试验 

替代法又称“3R”法，即 

（1）优化试验方法和技术 

（2）减少受试动物的数量和痛苦 

（3）取代整体动物试验的方法 

 

3.从阈剂量到基准剂量 

（1）不可能获得准确的阈剂量和最大无作用剂量，但可以获得“观察到损害作用的最低剂量（LOAEL）”

和“未观察到损害作用的剂量（NOAEL）” 

（2）LOAEL 和 NOAEL 是计算参考剂量（RfD）和确定 SF 时的关键参数。因其常受试验组数、每组

样本量大小和剂量组距宽窄等因素的影响，故有一定的局限性。 

（3）由 Grump（1984）提出并由 Kimmel 和 Gaylor（1988）进一步发展的基准剂量法（BMD），被

推荐用来替代 NOAEL 或 LOAEL。BMD 是指 ED1、ED5 或 ED10 的 95％可信区间。 

 

4.从结构-活性关系到定量结构-活性关系 

（1）根据化学物的结构、理化特性和某些生物学活性，即 SARs，可初步预测其潜在危害性或致癌性 

（2）SARs 法不能超越化学物的种类，尤其是避开多个毒性终点，而仅以一种生物学反应来预测化学

物的毒性 

（3）QSARs 研究，尤其是包括多个毒性终点以及致突变、致畸和致癌的 QSARs 研究，为开展环境中

大量存在的混合化合物的危险度评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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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考研辅导课件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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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考研复习提纲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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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考研核心题库 

 

《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负辐射 

【答案】负辐射周围物体表面温度低于人体表面温度时，人体表面向周围物体辐射散热。 

 

2. 职业性致癌因素 

【答案】职业性致癌因素能引起职业性肿瘤的致病因素。 

 

3. 混合性尘肺 

【答案】混合性尘肺由长期吸入含游离二氧化硅和其他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4. 湿热作业 

【答案】湿热作业生产场所的气象条件特点是高气温、气湿，而热辐射强度不大。如印染、造纸、矿

井等。 

 

5. 生理性听觉疲劳 

【答案】生理性听觉疲劳一般在十几小时内可以完成恢复，常以 16 小时为限，即在脱离接触后到第

二天上班前的时间间隔内，恢复至正常水平。 

 

6. 中等强度作业 

【答案】中等强度作业作业时氧需不超过氧上限，即在稳定状态下进行的作业。 

 

7. 热射病 

【答案】热射病由于人体在热环境下，散热途径受阻，体温调节机制紊乱所致，临床特点是，在高温

环境中突然发病，体温可高达 40℃以上，先出汗、后无汗，并伴有干热和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中枢系

统症状。 

 

8. 听觉适应 

【答案】听觉适应短时间暴露在强烈噪声环境中，感觉声音刺耳、不适，停止接触后，听觉器官敏感

性下降，听力检查听阈可提高 10-15dB，离开噪声环境 1分钟之内可以恢复。 

 

9. 潜在致癌物 

【答案】潜在致癌物在动物实验中已获得阳性结果，但在人群中尚无资料表明对人类有致癌性。 

 

10. 圆形小阴影 

【答案】圆形小阴影是矽肺最常见、最重要的一种 X线表现形态，呈圆形或近似圆形，边缘整齐或不

整齐，直径小于 10mm，吸入游离二氧化硅含量越高其致密度越高，分为三种类型：p（<2.5mm）、q（1.5-3.0mm）、

r（3.0-10mm）。 

 

11. 振动频谱 

【答案】振动频谱是将按频带大小测得的振动强度（加速度有效值）数据排列起来组成的图形。 

 

12. 单纯窒息性气体 

【答案】单纯窒息性气体本身毒性很低或属惰性气体，但由于他们的存在可使空气中氧含量降低，引

起肺内氧分压下降，随后动脉氧分压也下降，导致机体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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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蓄积 

【答案】蓄积毒物或其代谢产物，在接触间隔期内，如不能完全排出，则可能在体内逐渐积累，这种

现象称为毒物的蓄积。 

 

14. 非电离辐射 

【答案】非电离辐射当量子能量水平小于 12eV时，不足以引起生物体电离的电离辐射。 

 

15. 粉尘沉着症 

【答案】粉尘沉着症有些生产性粉尘（锡、钡、铁）吸入人体后，沉积于肺组织中，呈现一般异物反

应，可继发轻微的肺纤维化改变，对健康无明显影响或危害较小，脱离粉尘作业后，病变可无进展或 X线

胸片阴影消退。 

 

16. 干热作业 

【答案】干热作业生产场所的气象条件特点是气温高、热辐射强度大，而相对湿度低。如轧钢、铸造、

陶瓷、火电等。 

 

17. 矽性蛋白沉积 

【答案】矽性蛋白沉积：病理特征为肺泡腔内有大量蛋白分泌物，称为矽性蛋白，随后可伴有纤维增

生，形成小纤维灶乃至矽结节。 

 

18. 紧张 

【答案】紧张是在客观需求与主观反应能力之间的一种（可感受到的）失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不

能满足需求就可能引起相应的（可察觉的）功能性紊乱。 

 

19. 高温车间 

【答案】高温车间一般将热源散热量大于 23W/m3的车间称为热车间或高温车间。 

 

20. 电离辐射 

【答案】电离辐射当量子能量水平达到 12eV 以上时，对物体有电离作用，可导致机体的损伤的电离

辐射。 

 

21. 局部振动病 

【答案】局部振动病是长期使用振动工具而引起的以末梢循环障碍为主的疾病，可累及肢体神经及运

动功能，发病部位多在上肢末端，典型表现为发作性手指变白。 

 

22. 可疑致癌物 

【答案】可疑致癌物分两种情况，一是动物实验证据充分，但人群流行病学调查资料有限。二是动物

致癌试验阳性，特别是与人类血缘相近的灵长类动物中致癌试验阳性，对人类致癌可能性大，但缺少对人

类致癌的流学证据。 

 

23. 急性中毒 

【答案】急性中毒毒物一次或短时间内（几分钟至数小时）大量进入人体而引起的中毒。 

 

24. 职业流行病学 

【答案】职业流行病学是以职业人群为研究对象，采取有关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职业性有害因

素及其对健康的影响在人群、时间、空间的分布，分析接触与职业性损害的剂量反应关系，评价职业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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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因素的危险度及预防措施的效果，找出职业性损害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为制订和修订卫生标准、改善劳

动条件和预防职业性病损提供依据的学科。 

 

25. 尘肺 

【答案】尘肺是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吸入粉尘而发生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 

 

26. 正辐射 

【答案】正辐射周围物体表面温度超过人体表面温度时，周围物体表面向人体发放热辐射而使人体受

热。 

 

27. 晚发型矽肺 

【答案】晚发型矽肺接触较高浓度粉尘，但时间不长即脱离矽尘作业，此时 X线胸片未发现明显异常，

然而在脱离接尘作业若干年后始发现矽肺，称为“晚发型矽肺”。 

 

28. 确认致癌物 

【答案】确认致癌物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已有明确证据表明对人有致癌性的理化物质。 

 

29. 爆震性耳聋 

【答案】爆震性耳聋在某些生产条件下，如进行爆破、由于防护不当或缺乏必要的防护设备，可因强

烈爆炸所产生的振动波造成急性听觉系统的严重外伤，引起听力丧失。 

 

30. 吸收状态 

【答案】吸收状态毒物或其代谢产物在体内超过正常范围，耽误该毒物所至的临床表现，呈亚临床状

态。 

 

31. 热衰竭 

【答案】热衰竭由于高温作业，体内血液的重新分布，导致脑部供血暂时减少而晕厥。一般起病急，

先有头昏、头痛、心悸、出汗、恶心、呕吐、皮肤湿冷、面色苍白、血压短暂下降，继而晕厥，体温不高

或稍高。 

 

32. 速发型矽肺 

【答案】速发型矽肺由于持续吸入高浓度、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粉尘，经 1-2年即发病，称为“速

发型矽肺”。 

 

33. 热适应 

【答案】热适应是指人体在热环境中工作一段时间后对热负荷产生适应的现象。 

 

34. 运动病 

【答案】运动病又名晕动病，是作业人员在车、船或飞机等交通工具上工作，由于颠簸、摇摆或旋转

等任何形式的加速度运动，刺激人体的前庭器官，而出现一系列急性反应性症状的总称。 

 

35. 烟 

【答案】烟悬浮于空气中直径<0.1μm固体微粒。 

 

36. 中暑 

【答案】中暑在高温环境中由于热平衡和（或）水盐代谢紊乱等而引起的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和（或）

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热致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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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紧张因素 

【答案】紧张因素使劳动者产生心理紧张的环境或条件 

 

38. 大强度作业 

【答案】大强度作业氧需超过了氧上限，即在氧债大量蓄积的条件下进行的作业。 

 

39. 职业性肿瘤 

【答案】职业性肿瘤在作业环境中长期接触致癌因素，经过较长期的潜伏期而患的某种特定肿瘤。 

 

40. 硅酸盐肺 

【答案】硅酸盐肺由长期吸入含结合二氧化硅（石棉、滑石、云母）粉尘而引起的以肺纤维化为主的

疾病。 

 

41. 石棉小体 

【答案】石棉小体石棉纤维被巨噬细胞吞噬后，由一层含铁蛋白颗粒和酸性粘多糖包裹沉积于石棉纤

维所形成，铁反应呈阳性，一般长为 30-50μm，粗 2-5μm，金黄色，典型者呈哑铃状、鼓槌状，分节或

念珠样结构，轴心为无色透明的石棉丝。 

 

42. 等响曲线 

【答案】等响曲线利用与基准音比较的方法，可得出听阈范围各种声频的响度级，将各个频率相同响

度的数值用曲线连接，即绘出各种响度的等响曲线图。 

 

43. 上限值 

【答案】上限值是指瞬时也不得超过的最高浓度。 

 

44. 慢性中毒 

【答案】慢性中毒小量毒物反复长期进入人体而引起的中毒。 

 

45. 空气动力学直径 

【答案】空气动力学直径是指粉尘粒子 a，不论其几何形状、大小和比重如何，如果它在空气中与一

种比重为 1的球形粒子 b的沉降速度相同时，则 b的直径即可算作为 a的 AED。 

 

46. 噪声性耳聋 

【答案】噪声性耳聋是人们在工作过程中，由于长期接触噪声而发生的一种进行性的感音性听觉损伤。 

 

47. 生物转化 

【答案】生物转化外来化合物吸收后，在体内酶作用下，其化学结构发生一定改变，即为生物转化，

又称之为代谢转化 

 

48. 脉冲噪声 

【答案】脉冲噪声声音持续时间小于 0.5 秒，间隔时间大于 1 秒，声压有效值变化大于 40dB 的生产

性噪声。 

 

49. 氧需 

【答案】氧需劳动 1分钟所需要的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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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2024 年浙江中医药大学 353 卫生综合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选择题 

1． 有关高频电磁场与微波作用的一般规律，以下哪个是错误的__________ 

A.波长愈短生物学作用愈大 

B.穿透能力取决于频率 

C只有被组织吸收的电磁波才能发生生物效应 

D.对机体的作用主要为器质性改变 

E.是电磁辐射的一部分 

【答案】D 

 

2． 热辐射强度的单位为__________ 

A.kCal/.（cm2•min） 

B.J/.（cm
2
•min） 

C.Cal/.（cm2•min） 

D.J/.（m2•min） 

E.kCal/.（m2•min） 

【答案】D 

 

3． 下列哪项不属于生产环境职业有害因素控制措施__________ 

A.从卫生和安全角度设计生产工艺和设备 

B.减低劳动强度，减少接触时间 

C.正确选择厂址、合理安排车间布局 

D.避免使用有毒物质 

E.密闭、隔离、通风，车间整洁，安全贮运 

【答案】C 

 

4． 下述关于生产环境监测论述不正确的是__________ 

A.掌握生产环境中有害因素的性质、强度和分布情况 

B.了解生产环境卫生质量 

C.估计人体接触水平 

D.评价职业性有害因素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 

E.检查预防措施的效果 

【答案】D 

 

5． 高气湿是指环境相对湿度大于__________ 

A.50% 

B.60% 

C.70% 

D.80% 

E.90%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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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矽肺线 X线胸片表现与患者的临床症状的病变程度__________ 

A.一定平行 

B不一定平行 

C.前者重于后者 

D.后者重于前者 

E.没有关系 

【答案】B 

 

7． 矽肺的 X线表现有__________ 

A.类圆形小阴影 

B.不规则形小阴影 

C.大阴影 

D.胸膜和肺门改变 

E.以上全有 

【答案】E 

 

8． 生产性振动按作用人体的部分分为__________ 

A.垂直振动水平振动 

B.全部振动部分振动 

C.机械振动电动振动 

D.全身振动局部振动 

E.以上全不是 

【答案】D 

 

二、名词解释 

9． 尘细胞 

【答案】尘细胞石英尘被吸入肺泡后，引起肺泡巨噬细胞聚集，吞噬尘粒成为尘细胞。 

 

10．电离辐射 

【答案】电离辐射当量子能量水平达到 12eV 以上时，对物体有电离作用，可导致机体的损伤的电离

辐射。 

 

11．生理性听觉疲劳 

【答案】生理性听觉疲劳一般在十几小时内可以完成恢复，常以 16 小时为限，即在脱离接触后到第

二天上班前的时间间隔内，恢复至正常水平。 

 

12．正辐射 

【答案】正辐射周围物体表面温度超过人体表面温度时，周围物体表面向人体发放热辐射而使人体受

热。 

 

13．暂时性听阈位移 

【答案】暂时性听阈位移是指人或动物接触噪声后引起听阈变化，脱离噪声环境后经过一段时间听力

可恢复到原来水平。 

 

14．烟 

【答案】烟悬浮于空气中直径<0.1μm固体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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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射频辐射 

【答案】射频辐射指频率在 100kHz-300GHz的电离辐射，包括高频电磁场和微波。 

 

16．非电离辐射 

【答案】非电离辐射当量子能量水平小于 12eV时，不足以引起生物体电离的电离辐射。 

 

三、简答题 

17．简述苯的氨基硝基化合物对血液损害的共同特点。 

【答案】（1）高铁血红蛋白形成作用 

（2）溶血作业 

（3）形成变形珠蛋白小体（赫恩氏小体） 

 

18．生产性粉尘的来源有哪几方面？ 

【答案】（1）固体物质的粉碎加工 

（2）可燃物的不完全燃烧 

（3）蒸汽的冷凝氧化 

（4）粉末状物质的过筛、包装、混合、搬运等 

 

19．劳动场所中的紧张因素都有哪些？ 

【答案】工作组织、工作量、工作经历、劳动条件、组织关系、个人与社会因素。 

 

20．何谓中暑？按发病机制怎样分类？各自临床特点是什么？ 

【答案】中暑是在高温环境中由于热平衡和（或）水盐代谢紊乱等而引起的一种以中枢神经系统和（或）

心血管系统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热致性疾病。 

热射病由于人体在热环境下，散热途径受阻，体温调节机制紊乱所致，临床特点是，在高温环境中突

然发病，体温可高达 40℃以上，先出汗、后无汗，并伴有干热和意识障碍、嗜睡、昏迷等中枢系统症状。 

热痉挛由于大量出汗，体内钠、钾过量丢失所致。主要表现为肌肉痉挛、伴有收缩痛，患者神清、体

温多正常。 

热衰竭由于高温作业，体内血液的重新分布，导致脑部供血暂时减少而晕厥。一般起病急，先有头昏、

头痛、心悸、出汗、恶心、呕吐、皮肤湿冷、面色苍白、血压短暂下降，继而晕厥，体温不高或稍高。 

 

21．简述控制粉尘危害，预防尘肺发生的措施。 

【答案】改革，水湿化作业，密闭化，通风除尘，个人防护，加强管理，教育以提高工人素质，查体

早发现。 

 

22．简述美蓝对苯胺中毒的解毒机理。 

【答案】在葡萄糖脱氢的过程中，还原型辅酶Ⅱ的氢被传递给美蓝，使之变成白色美蓝，白色美蓝使

高铁血红蛋白还原为血红蛋白，故在此过程中，美蓝起了递氢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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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二） 

 

一、选择题 

1． 职业肿瘤的发病条件包括__________ 

A.致癌物的性质 

B.接触途径 

C.剂量 

D.机体对致癌物的敏感性 

E.以上全是 

【答案】E 

 

2． 中暑按发病机理分为__________ 

A.热射病，热痉挛和热衰竭 

B.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C.热适应，热射病和热衰竭 

D.热适应，热痉挛和热衰竭 

E.热辐射，热痉挛和热衰竭 

【答案】A 

 

3． 粉尘中的二氧化硅与致纤维化能力的关系是__________ 

A.游离型致纤维化作用与结合型相同 

B.游离型致纤维化作用大于结合型 

C.游离型致纤维化作用小于结合型 

D.结晶型致纤维化小于非结晶型 

E.以上全对 

【答案】B 

 

4． 铬酸盐制造工人所患法定职业肿瘤为__________ 

A.皮肤癌 

B.肺癌 

C.前列腺肿瘤 

D.白血病 

E.间皮瘤 

【答案】B 

 

5． 影响噪声对机体作用的因素有__________ 

A.噪声强度、接触时间 

B.噪声的频谱、类型、接触方式 

C.机体的健康状况和敏感性 

D.上述 A和 B两项 

E.上述 A、B和 C三项都是 

【答案】E 

 

6． 热辐射能量大小主要取决于__________ 

A.环境的温度 

B.环境的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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