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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行病学是一门从群体水平研究疾病和健康的科学，它既是一门医学方法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
科。
近年来，各学科相互渗透，新方法和新概念不断引入，促使流行病学的发展突飞猛进。
其中，空间技术发展迅速，已广泛应用于通信、广播、教育、导航定位、气象、资源开发、海洋利用
、减灾等方面，至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应用于医学，并与气象学、地质学、土壤学、生物学以及地理
流行病学、景观流行病学等多门学科和现代信息技术互相渗透、融合，于20世纪9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
边缘学科——空间流行病学。
　　作为流行病学的一个新颖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在近10年中发展较快，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
者应用于疾病预防控制与公共卫生等研究领域。
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变化日益加速以及计算机科学高速发展，使得分析疾病危险度的空间差异成为
可能，空间流行病学也已发展成为一门以空间视角研究人群疾病和健康与空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
主要任务是描述疾病的空间分布，研究空间分布的特点与规律，探索病因，为疾病的预防和医疗保健
工作服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疾病地图的绘制，评价点、线源的疾病危险度，聚群识别和疾病聚类分
析，地理相关性研究等方面。
虽然空间流行病学的研究核心是疾病与健康的空间分布，但它更侧重于空间分析的手段，尚处于发展
初期的学科理论与技术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趋势仍处于朦胧状态，因此急
需一本系统介绍空间流行病学的书籍，使更多专业人员掌握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技术及其应用范畴
，以加快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使其成为一门医学研究的独立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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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空间流行病学的理论、技术与应用，内容涉及现代信息学等多学科、多领域知识，举例阐
述了相关理论和技术应用于空间流行病学的研究与实践，反映了当前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概况与最新
发展水平。
全书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和应用篇3篇共13章，并配以丰富的图表加以说明。
    本书可作为从事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业人员、研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参考书，也可
作为各大专院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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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总论　　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中往往包含着大量与空间因素相关的信息。
过去除了地理流行病学和移民流行病学等少数的研究外，其他类型的研究并不十分重视对空间信息的
利用（Lawson，2001）。
近年来，随着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空间信息对于流行病学研究的巨大价
值，一门新兴的流行病学分支——空间流行病学应运而生，它的出现也为研究宏观流行病学提供了更
为强大的分析工具（Elliott et al.，2000；徐德忠等，2003）。
　　1.1 概念与研究范畴　　1.1.1 定义　　空间流行病学是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描
述和分析人群疾病、健康和卫生事件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发展变化规律，探索影响特定人群健康状况的
决定因素，为防治疾病、促进健康以及卫生服务提供策略和措施。
　　1.1.2 理论基础　　空间流行病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是建立在小区域研究（small-area study）的数据
分析基础上，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小，因而理论上可以假定其中的所有空间信息都是已知的或可观察的
（Elliott et al.，l992），即每一个研究对象都分别对应于不同的空间位置，且其一生中由于迁移所经历
的不同暴露层面也可被准确记录。
所研究的某种生物学效应取决于这些暴露层面的综合作用，同时个体的某些特征，如年龄、性别、遗
传因素、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食）等因素可能会对这种暴露效应产生效应修正。
　　最理想的空间流行病学分析资料需要包含研究地区详细的人口学资料，包括个体的特征、迁徙、
个体暴露和健康记录等。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满足上述理论假设的资料并不多见。
另外，并非所有的空间分析都从个体水平研究开始，对于大范围的研究（全国或全球水平），因资料
收集的实际困难或研究精确度要求较低，从而导致许多空间流行病学研究实际上以群体水平分析为主
，因此，将其归为广义的宏观流行病学的研究范畴（Lawso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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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空间流行病学》不但介绍了当前国际空间流行病学发展趋势，同时也全面总结了我国流行病学
家的研究成果。
《空间流行病学》分为理论篇、方法篇及应用篇3篇共13章。
其中，理论篇主要涉及空间流行病学的发展史、特点、空间数据特征与处理原则、研究类型与范畴、
空间分析技术原理与质量控制等；方法篇以各类空间技术平台的基本概念与作用为重点，介绍空间数
据的结构、分析方法步骤、表达方式等技术与原理；应用篇以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在不同领域的
应用为主线，配以丰富的图表举例描述各领域应用空间流行病学理论与技术的特点与方法。
该书的结构是以完善理论系统性、深化技术实用性、拓展理论与技术应用广泛性为框架体系，使整部
专著各章节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从而展示了我国空间流行病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我国空间流
行病学的整体水平跨入了国际先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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