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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长期的流行病学教学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流行病学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应
该让学生学到什么，是基础知识、研究方法还是思维方式？
”由于流行病学被医学界公认为是一门医学研究的方法学，故许多人认为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最为重
要。
但我认为方法是机械的，是受人的思维方式控制的，思维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思维方式决定了工作方法，而工作方法又决定了工作效率，所以流行病学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引导
学生如何运用流行病学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这一观点得到了本书编委们的一致认可。
“流行病学思维方式”一词曾出现在许多文章中，但关于思维方式还没有明确的文字阐述。
本书试图通过阐述流行病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并将其贯穿于各个章节，强化流行病学思维方式在分析和
解决问题中的应用，是本书编写的主导思想。
　　编委们在认真研究国内外相关的流行病学教材的基础上，结合预防医学毕业生工作后对教材提出
的反馈意见，经过了编委会认真的讨论，形成本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强化流行病学思维方式及其应
用，内容简洁明了，基础知识全面，能反映新进展和注重实用性。
在编写中坚持以总论为主，主要介绍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研究方法。
各论按疾病类型归类来编写。
各论中的传染病基本是按照其传播特点分类编写的，这样编排有助于学生了解掌握同类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手段。
在实用性方面，本书增加了流行病学调查与质量控制、公共卫生消毒与病媒生物的控制两章的内容，
它是流行病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也是毕业生反馈的最需要补充的内容。
在总论的各章节中，我们增加了实际案例，以启发学生如何运用流行病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去分析和
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应对实际公共卫生问题的能力。
　　作为本教材的主编，我衷心感谢编委会的各位老师的信任与支持，感谢他们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付
出的辛勤劳动。
　　由于水平有限，尽管尽了很大的努力，本教材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疏漏之处，恳请各位
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予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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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行病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教材，旨在培养学生的流行病学思维方式及其运用流行病
学思维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流行病学》试图通过阐述流行病学的主要思维方式并将其贯穿于各个章节，强化流行病学思维
方式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的应用；同时注重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以总论为主，主要介绍
流行病学的原理与方法，各论采用按疾病类型来编写；本教材还兼顾实用性，编写了流行病学调查与
质量控制、公共卫生消毒与病媒生物控制两章内容，这是流行病学实践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
因此，《流行病学》既可作为本科生教材，也可以作为预防医学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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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流行病学发展简史　　流行病学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特别是在与疾病作斗争
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
纵观流行病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将其分为萌芽期、学科形成期和学科发展期三个阶段，每一个阶
段都汇集了许多医学家的各种思想。
它们对流行病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萌芽期　　此时期，对流行病学学科形成的主要贡献有如下几个方面：　　1.环境与疾病
的关系的初步认识流行病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Hippo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在
他的著作《空气、水和地区》一书中根据他对各地疾病流行情况的观察，描述了疾病的特征与气候、
饮水、居民体格和衣食住等的关系，提出了环境因素可以影响疾病的发生的设想。
　　2.提出了流行的概念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中也提出了流行（epidemic）的概念。
就在同一时代，我国的医学家也认识到一些疾病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特点。
如《素问·刺法论》日：“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已用“疫”表示疾病的流
行。
人们还观察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疾病流行。
　　3.提出了检疫的概念如《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公元356年）多疾疫，旧制：朝臣家
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人宫”。
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威尼斯开始建立原始的海港检疫法。
在唐代，我国已开始将麻风病人移居深山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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