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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流行病学(附光盘)》由李志华主编，在汲取以往流行病学教材精华的基础上，结合21世纪流行
病学发展趋势尤其是教学改革的需要和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而成，共分18章，除了系统讲述传统流行
病学和现代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外，侧重临床流行病学相关知识的讲述。

全书各个章节均从案例教学、PBL教学的需要出发，以案例为引导展开讨论，注重学生学习能力、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并根据教学大纲、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在知识的系统性、实用性上做了较大
调整，增加了突发事件流行病学、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流行病学、流行病学研究中的顶层设计、地方病
流行病学等章节。

《流行病学(附光盘)》不仅适用于医学各专业本科教学的需要，而且也适应理学、工学、管理学等专
业本科学生流行病学教学的需要，也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公共事业管理学、统计学等
专业学生和科研、教学、工作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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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对照与病例的匹配设置对照的作用在于平衡研究因素（暴露）以外的其他可能影响
发病的因素，也就是说如果暴露与所研究的疾病不存在联系的话，病例的暴露比例（率）应该与对照
的无显著差别；如果发现显著差别，由于对照与病例在其他有关方面都具有可比性，因此可以推断发
病与否可能是与暴露率的差别有联系。
为使两者具有可比性，首先可以通过限制选择病例与对照的范围（例如年龄范围、性别、种族等），
使有关因素尽可能齐同。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某些特征不应存在显著差别，即应该均衡。
另一个选择对照的重要方法就是匹配，在安排病例与对照时，使两者的某些特征或变量相一致。
具体做法有两种：一种叫成组匹配或频数匹配，即在选择好一组病例之后，在选择对照组时要求其某
些特征或变量的构成比例与病例组一致（即在两组的总体分布一致），例如性别、年龄构成一致，具
体做法类似分层抽样。
另一种做法叫个体匹配，就是以每一病例为单位，选择少数几个特征或变量方面与病例一致的一个
或R个对照组成一个计数单位或分析单位。
匹配的变量需要一致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变量的性质、实际可能与必要。
离散变量（属性变量，即无中间值的变量）可以完全匹配，连续变量（在一定范围内可取任何值的变
量）往往划分为若干类或组，再按此匹配。
例如按年龄分组、按血压分组、按吸烟量分组匹配等。
但是，实际工作中，分得太细会增加工作难度，也不一定必要。
例如年龄要求同岁，则徒增对照选择的难度。
若分得太粗，例如年龄按10岁分组，又达不到控制混淆作用的目的。
一般除性别、年龄之外，对于其他因素是否列入匹配须持慎重态度，以防止匹配过头、徒增费用和延
长完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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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行病学》附配套电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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