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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流行病学（双语）》的编写过程中遵循了卫生部
规划教材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求，其内容和体系主要依据目前国内临床医学及相关专业（特别是长学
制临床专业）的流行病学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突出了流行病学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贯
彻了“三基”、“五性”和“三特定”的原则要求。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流行病学（双语）》适用对象主要是长学制临床医学类
专业学生和有条件进行双语教学的临床医学类专业本科生。
由于篇幅所限，英文部分未采用汉英一一对照的翻译方式，而是在参阅大量英文原版教材的基础上，
结合中文内容编写而成，采用了主题词的形式，尽量体现中文章节的主要内容和关键主题词，以便于
学生掌握主要专业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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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回顾性队列研究又称历史性或非同步性（non-concurrent）队列研究。
设计要点是在研究开始时暴露和疾病均已发生，研究者不需要像前瞻性队列研究那样等待疾病或死亡
的发生。
这种设计方法完全依赖暴露和疾病的历史记录进行分析，故历史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决定了这-研究
方式的可行性及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另外，由于研究者无法对资料最初的积累过程加以控制，并且在记录中有关重要的混杂因素往往记录
不全，使结果产生偏倚。
因此，此类队列研究虽然具有省时、省力和在短时间内获得研究结果的优点，但仅适用于历史资料记
录完整、准确和可靠的情况。
（三）历史前瞻性队列研究这种研究类型同时具有回顾性队列研究和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性质。
其特点是：在研究开始时，暴露以及由此引起的短期效应已经发生（如肝功能损害、先天畸形等），
而与暴露有关的远期效应（如癌症、减寿等）尚未出现；或者即使远期效应已经出现，但由于观察的
样本量或人年数不够，需要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随访观察一段时间。
这种特殊设计最适于评价对人体健康同时具有短期和远期效应的暴露因素。
三、队列研究的特点1.根据暴露自然存在的状态分组  队列研究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每个个体是否暴露于
某因素来分组的，属于观察法，而且研究者知道每个研究对象的暴露情况。
这种暴露状态是业已自然存在或将自然发生的，其本质是观察性研究，这一点与实验性研究显著不同
。
2.是因果研究并可确定因果关系  队列研究在开始时只知道暴露情况，而不知道疾病或研究结局的发生
情况，因此分组不会受其影响。
队列研究的结果能明确地揭示暴露与疾病或研究结局的因果关系。
例如，在研究开始时测定了所有被随访人员的血清胆固醇水平，然后在随访一定时间后，若发现低血
清胆固醇者结肠直肠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血清胆固醇水平正常者，排除可能的混杂因素影响，则可作
出低血清胆固醇水平与结肠直肠癌之间有关联的结论。
由于血清胆固醇的测定在发病之前，故可以排除由于患病影响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因素，从而使研究结
果更有说服力。
3.可计算研究人群的发病率  队列研究的对象不包括已患有研究疾病的个体。
队列研究在一定时间内随访暴露组和非暴露组，收集随访期间出现的新病例，并可直接计算发病密度
、累积发病率以及归因危险度等。
4.研究对象由可能患有研究疾病的个体组成在队列研究中，被随访观察的每个个体都有可能成为研究
疾病的病例。
例如，在黄曲霉毒素污染与肝癌发生的相关性研究中，已患肝癌的个体应予以排除。
5.适合于罕见暴露因素与疾病关系的研究研究分组时如遇到暴露率低的情况，可通过选择特殊暴露人
群并随访一段时间，观察其发病情况，这样可极大提高研究效率。
6.观察时间一般较长  队列研究先有暴露状态（病因），然后要“等待”病例的出现。
“等待”时间即随访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所研究疾病的潜伏期或潜隐期，或者说是从接触暴露因素到
疾病发生的时间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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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行病学(双语)》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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