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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Michael
B.Gregg编著的《现场流行病学(第3版)》与前两版相同，堪称为一部全球最具权威性的系统介绍现场流
行病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用指南和操作手册。
第3版对大部分章节的内容做了更新和扩充，突出了现场流行病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
着重阐述了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现场调查的组织、设计和实施，调查结果的描述、分析和发布
，以及爆发疫情的干预和应对。
还阐述了现场流行病学中计算机的应用，尤其是与法律、托幼机构和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实验室的关
系，以及国家各相关部门的协作、低收入国家的援助等特殊问题。
在第2版增加了现场流行病学在生物恐怖应对、自然灾害救援、职业病和职业伤害处置中的作用等内
容的基础上，第3版又增加了免疫预防和环境相关疾病爆发调查两章，并且给出了应用实例，使现场
流行病学的学科体系更加明确。
第3版邀请了更多先后在美国CDC工作的专家撰稿，是该中心数十年来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
总结。
第3版中文译本发扬了前两版的特点，更加体现了“信、达、雅”的要求。
译著具有忠实原著、通俗流畅的翻译风格。

《现场流行病学(第3版)》既适用于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者，也适用于大专院校预防医学和流
行病学的教师和学生阅读；不仅是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和教学的必备教材，更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
应对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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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迈克尔（Michael B.Gregg） 译者：张顺祥张顺祥，1982年12月获公共卫生学士学位后
，曾任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讲师和副教授，期间获得西安医科大学流行
病学硕士学位,1995年10月调入深圳市卫生防疫站（现更名为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副主任医
师和主任医师至今发表论文80余篇，涉及现场流行病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决策分析和卫生经济学以
及计算机技术的流行病学应用等研究领域，参编学术专著12部，负责或参与完成多项科研项目并获得
科技成果9项Michael B Gregg,博士，曾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性疾病科主任10年，在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主办的发病死亡周报(WWMR）任主编21年，担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项目办
公室副主任19年发表论文60余篇，涉及流行病学现场调查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主编的《现场流行病学
》第1版和第2版分别于1996年和2002年出版,第3版面世后不久，于2008年7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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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现场干预方法扩展
第十二章现场调查结果的发表
第一节撰写论文
第二节口头交流
第十三章面对公众和传媒
第一节基本概念
第二节接受采访
第三节媒体沟通
第四节新闻发布
第五节特殊问题
第三篇特殊考虑
第十四章现场流行病学中的法律考虑
第一节公共卫生调查和监测的法律依据
第二节疾病和健康状况的依法报告
第三节公共卫生监测和响应的进展
第四节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及其关系
第五节数据收集、分析和公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第六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中的健康信息隐私权
第七节公共卫生信息隐私法
第八节研究对象的法律保护和实现
第九节恐怖相关事件的监测和调查
第十节州和联邦的应急合作
附14—1主要法律词汇中英文对照
第十五章现场流行病学中的免疫预防问题
第一节基本概念
第二节常规监测
第三节暴发调查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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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医疗保健机构中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医疗保健机构中疾病暴发的判定和反应
第三节现场调查的准备
第四节现场调查的内容
第十七章托幼机构中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监测
第二节暴发调查
附17—1托幼机构暴发调查电话访问示例
附17—2托幼机构暴发控制措施一览
第十八章环境相关疾病暴发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环境聚集性疾病的调查
第三节建立和检验假设
第四节采取防控措施
第十九章职业病与职业伤害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调查的准备
第二节工作场所调查的类型
第三节信息来源
第二十章州和地方卫生部门所面对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现场流行病学相关的组织框架
第二节州和地方公共卫生监测相关问题
第三节现场流行病学项目是否成功的条件
第四节州与地方卫生部门现场调查案例
第二十一章低收入国家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一节影响因素
第二节调查实例
第三节实践建议
第二十二章恐怖事件现场流行病学调查
第一节背景
第二节行动的基本内容
附22—1流行病学信息交流系统
第二十三章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现场调查
第一节灾害和灾难的现场流行病学史
第二节流行病学工作者在灾害应对中的作用
第三节灾害现场可能遇到的基本问题
第四节调查并采取措施
第五节特殊问题
附23—1严重灾难中医学和公共卫生的作用概述
第二十四章现场流行病学中的实验室支持
第一节可疑化学毒物检测标本的采集
第二节微生物检测标本的采集
第三节应急网络实验室
第四节标本运送
附24—1金属和杀虫剂分析所需尿液标本的采集方法
附24—2可疑化学和放射恐怖发生后人体标本的运送要求
附24—3本章主要缩写词中英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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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纽约奥斯威戈县一起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案例分析
英汉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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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随着商业交易记录计算机化的日益普及，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在暴发调查中使用
这些数据的潜在价值。
特别是大型购物俱乐部和超级百货商场，可能存储有顾客或会员极其详细的购物信息。
能够利用这些信息是件好事，因为这些超级大店服务的人群相当庞大，如果没有遵守严格的卫生标准
，就容易造成食源性疾病的病原体广泛传播。
计算机储存的大量消费信息将对处理广泛传播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大有帮助。
门罗县的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给焙烤食品涂抹糖时，经过手污染点心，造
成甲肝传播这样一个传播机制。
1968年，在密歇根州WestBranch发生的一起食源性疾病暴发调查中，也曾经发现过类似的传播机制。
由此看来，尽管技术与计算机正不断地改变着世界，但是某些疾病传播的方式却持久不变。
五、行政管理数据用于公共卫生监测时的缺陷：1991年纽约州一起虚假的霍乱暴发疫情20世纪90年代
，利用计算机管理卫生保健系统的数据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管理性数据，例如医疗卫生保险账单数据，是可以随时获得的电子化信息来源之一，分析这些数据能
帮助控制卫生服务的费用。
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早已学会利用计算机系统中的公共卫生数据，并把该数据的利用作为实施公共卫
生监测的可能方法。
这类系统就算不是全人群数据，至少覆盖了大量的人口。
这类数据一般也容易得到，即使费点周折也能获取（通常需要一些官方文件允许才能获得），而且，
数据可以直接用计算机分析。
但是，为了公共卫生目的而利用该类数据时，必须格外小心。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1993年，纽约州卫生局的传染病处检查了居民健康电子数据库，希望把这部分信息利用起来，作为现
存的法定报告疾病监测系统的补充。
数据来自于纽约州财政机构，涉及95万名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职员、退休人士及其家属1991年全部的健
康保险理赔资料。
按照分析计划，要从保险理赔数据库里核查法定传染病的ICI）_9编码，并且把分析结果与州传染病监
测系统的病例情况作对比。
表20-1显示的是1991年保险数据库中4种法定报告传染病的理赔申请数量，这4种疾病是：霍乱、伤寒
、其他沙门菌感染和志贺细菌性痢疾。
每10万人这几种法定传染病的保险理赔率与全州传染病监测系统测算出来的年度患病率进行对比，结
果保险数据得出的沙门菌感染和志贺细菌性痢疾的理赔率低于根据监测数据推导的患病率，但是在率
的大小次序上是一致的。
而伤寒的两种率是一致的。
再看看霍乱的保险理赔数据，有35例理赔单的诊断为霍乱，即ICD编码为01，而通过传统的监测系统
拿到的数据中却没有发现霍乱病例报告。
为进一步核实保险理赔单编码的真实性，调出保险记录查看，检查这些病例是否做了大便培养，因为
大便培养是确诊这几种疾病所必需的。
可以通过保险数据库中有没有填写大便培养费用一项判断。
在沙门菌感染的理赔数据中发现，大便培养检测率仅为29％，而霍乱、伤寒和志贺细菌性痢疾的检测
率分别为3％、0和13％。
此结果提示，健康保险理赔数据库中疾病诊断的正确性值得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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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场流行病学(第3版)》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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