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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兽医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一门新学科，对于实施监测预警、制定防
控政策、优化防控措施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全球畜牧业快速发展、动物及其产品国际贸易加快，重大动物疫病和卫生事件呈多发趋势，对兽
医流行病学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兽医流行病学发展迅速，学科建设日益成熟，国际专业组织相继形成，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随着我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长效机制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兽医流行病学更加重视，兽医流行病学
取得长足发展。
法律层面上，《动物防疫法》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作出了规定。
组织层面上，农业部设立了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及四个分中心，成立了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
员会流行病学分委员会，各省、地、县也相继成立了技术组织。
机制层面上，农业部确立了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定点流行病学调查和专项流行病学调查相结合的工作
机制。
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逐步推进，对制定、完善各项防控措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相对而言，我国兽医流行病学起步较晚，特别是各级动物防疫人员流行病学知识亟待普及、提高
。
为此，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流行病学分委员会于2007年启动了本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编写组总结既往调查案例、借鉴国外先进知识、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在两年多时间内三易书稿，
最终成稿，相信一定能够在动物防疫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此，我向编写人员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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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兽医流行病学》结合实际调查案例，阐述兽医流行病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全书包括：流行病学基础部分、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部分、流行病学技术应用部分三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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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普查的用途普查与抽查同属于现况调查，主要用于流行病、地方性流行病、寄生虫病、慢性传
染病与非传染病以及病因未明疾病的调查。
普查能够提供疾病种类、分布状况、流行因素和病因线索，甚至畜群中的全部病例。
但是，普查工作量大且耗费较大的人力和物力，应该加强组织工作，拟定周密而详细的普查计划，明
确调查对象和普查范围，统一调查时间和期限，统一诊断标准和检测方法，尽量降低漏查率（应答率
应在85％以上）。
　　3.适用范围普查的范围可以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全部畜群。
　　二、普查中的合作　　普查需要多方面的合作，应注意让所有参与人员明确普查的内容和目的，
数据收集的方法应尽可能简单，并设法得到数据提供者的合作并保持他们的积极性，这是数据普查工
作不可忽视的内容。
关于动物疾病防治计划的流行病学调查就会很容易得到合作；与动物健康或畜主的利益没有关系时，
流行病学调查就不容易得到畜主的合作；需要较长时间的实验研究（特别是前瞻性实验），则很难保
持合作者在这期间的积极性；如果数据收集工作需要额外的劳动和时间，也很难得到合作；某些资料
收集工作可能引起合作者不信任，不利于合作。
　　三、普查的数据特性及来源　　1.普查的数据特性流行病学普查的数据都是与疾病和致病因素有
关的数据以及与生产有关的数据。
这些数据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如诊断室、屠宰场、动物医院等。
这些机构能够提供他们已经记录的数据，用于回顾性实验研究。
另外，还可以与他们合作收集未来的数据，用于前瞻性实验研究。
因此，了解收集数据的类型是否适合于研究需要非常重要。
　　一些数据属于观察资料，如肠炎记录；一些数据属于对观察现象的解释，如一项诊断代表着对一
组临床症状、损伤和实验室诊断结果的解释。
这种解释和诊断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
一些数据可通过测量获得，如体重、产乳量、死亡率和发病率，这类数据通常比较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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