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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场流行病学》自2003年5月在全国发行以来，得到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能被读者认同，并能
为之所用，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该书问世六年期间，我国汲取了美国“9．11”事件的教训，经受住了“SARS”、“禽流感”的
考验，无论是医疗还是预防，从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技术设备等方面都得到全面系统的改革和提升
，尤其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具备较完善管理系统和应急反应能力。
此期间现场流行病学也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发展，各种培训班相继举行，一些相关的专著也陆续出现。
　　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益频繁、交通便利发达、人口快速流动等这
些因素使得一些不明原因的、新发生的、死灰复燃的传染性疾病一旦发生就有可能远距离传播，不受
省界、国界的限制。
一些与人群健康相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越来越多，有可能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或时间发生，给人
类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而有些疾病是与人群生活饮食习惯、行为、思想意识等有关，如性病、环境污染、食物中毒，甚至还
包括高血压等疾病。
目前，人群对健康的认识和对卫生需求越来越高。
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还要有健全的机体、精神状态及社会适应能力。
对于个人来说，健康的基本要求是指体魄、精神、智能功能以及对环境中各种因素变化的应变能力处
于正常范围内。
要使所有的人都尽可能地达到最高健康水平，那么医学的目的不仅是治疗和预防疾病，还要保护和促
进健康。
可见流行病学面临的任务是相当复杂而艰巨的。
为了给现场流行病学工作提供一些有力的帮助，经过反复思考，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对2003年版《现
场流行病学》进行更新。
因此，还特别邀请了全国各高校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教授、专家20余名共同撰写。
本着以现场实用为主，理论联系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同时参考国内外近期的相关资料和成果，
系统地介绍现场实际工作中的方法、对策、措施、评价等知识。
全书共26章，1～8章是最基本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9～26章是现场工作中相关的知识或问题及处理方
法，其中有最新知识的介绍，以便读者进行更深层次研究时参考。
该书不仅适合公共卫生硕士（Master of PublicI．tealth，MPH）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其他研究生选修教
材，更可作为基层预防医学、卫生管理工作者、全科医生现场工作培训教材和参考书。
　　《现场流行病学》虽然是再版，但仍然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甚至有些不同的观点还需要在实
践中共同探讨，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协助现场工作者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切实解决人们的健
康问题。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专家的帮助和支持，首先应感谢曾光教授对“现场流行病学”的精辟
阐述，衷心感谢曾教授在百忙中为该书撰写了序。
感谢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的支持，感谢我院施侣元教授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真诚地感谢全
体编委对我一贯的信任、理解和帮助。
特别感谢宁波市卫生局和宁波市CDC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大力支持。
最后感谢在本书编撰、出版过程中付出辛勤劳动的同仁和研究生。
　　现场流行病学是一门新兴分支学科，许多问题需要深人的探讨。
由于涉及多种学科、内容和编写要求高，难度较大，时间有限，可能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
诚恳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谅解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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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处理各种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综合多种学科的先进技术，国内外没有一本合适的教材。
自2003年《现场流行病学》（第一版）出版以来，全国MPH培养点几乎都采用该教材，许多在职人员
培训也用此书。
科学出版社已重印一次，现已脱销了。
今年我校公共卫生学院十一专业有九个专业的硕、博士要求学习现场流行病学。
（3）新编的更好：《现场流行病学》第二版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广泛收集了现场工作人员的意见
，针对需要，补充了更多更好的内容，有实践有理论，既实用又易掌握，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
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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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用途　　1．治疗性药物的现场预防效果考核某些治疗疾病的药物不仅可以用于临床治疗病
人，也可用于现场干预。
应用治疗性药物进行疾病预防控制，首先要在人群中进行病例检测，然后通过有计划的群体治疗而减
少发病率和死亡率。
如世界卫生组织在热带病控制计划中就应用了许多可以杀死或抑制宿主体内病原体的药物以达到阻断
病原体传播的目的。
　　2．预防感染或发病的治疗性措施的效果考核药物预防是一种常用的预防手段。
应用药物预防一般先进行社区诊断，以找出需要进行预防的群体。
药物预防一般以个体为单位实施，但有时也可在群体基础上应用，如通过供水施加于整个社区。
　　3．预防性疫苗的效果考核疫苗效果考核是现场干预研究的常见用途，一般是以个体为单位的现
场实验研究。
　　4．媒介生物控制措施的效果考核媒介生物控制措施包括杀虫剂的新配方和新的使用方法、新的
生物制剂、减少媒介生物孳生地的工程技术及多种方法综合应用的新策略等。
对这类措施的效果考核可使用中间过程指标，如媒介生物密度的变化等，但最终还是要依据对居民健
康状况的影响来评价其效果。
　　5．健康教育类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健康教育已成为许多疾病的综合性干预措施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由于健康教育的形式、内容、受众及施教者的差异，健康教育的效果可有很大差别。
健康教育干预一般是通过改变研究对象的行为来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因此，其考核指标可以是行
为改变，也可以是健康指标的变化。
健康教育类干预措施的效果评价一般采取社区干预试验研究方法。
　　6．改变环境的措施效果考核在疾病预防控制中，有许多有效的措施是改变环境，如污水处理、
厕所改造、沼泽地排水、空气净化等。
这些措施的效果考核都需严格按照现场干预研究方法进行，一般采取社区干预试验研究。
　　7．医疗保健服务效率和质量的评价如非连续性门诊和连续性门诊的医疗保健质量的评价，心肌
梗死病人在家医疗和住院医疗的效果比较等。
　　8．验证病因许多流行病学研究得到的病因假设均需通过现场干预研究进行验证。
如通过给予叶酸和多种维生素以降低神经管缺陷发生率的效果观察；通过向人群给予硒制剂以预防克
山病的现场实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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