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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医学和循证医学的快速发展，临床流行病学越来越被流行病学工作者和临床医生所重视，其
原理和方法在临床医学领域中广泛应用并得到了迅猛发展。
研究生教材《临床流行病学》第一版已经使用了6年，为了适应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和研究生教育的
需要，有必要对该教材进行修订再版。
基于以上原因，结合作者多年来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以及学生经常遇到的问题，该版从形式和内容上进
行了较大的改动，避免了与本科流行病学教材和临床流行病学教材内容过多的重复。
本教材从整体上进行了修订和增补。
具体有以下5大特点：①总的章数增加了3章，由第一版的15章扩展为18章；②增加了4章新内容：“流
行病学测量”、“健康相关生存质量的测定与评价”、“医学文献的阅读、评价与应用”和“临床研
究中的常用综合评价方法”；③取消了“循证医学”、“疾病负担”、“药物经济学评价”等3章，
其内容在其他有关章节进行体现；④每章都增加了实际案例，并渗透到各章节内容中；⑤对原有内容
进行了充实：第一版的第三章“临床医学科研常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为了“描述性研究”、“分
析性研究’’和“临床试验”3章；“诊断试验的研究与评价”改为“诊断试验与筛检试验”；“临
床科研中偏倚的控制”改为“临床研究中常见的误差及其控制”；“统计方法在临床医学研究中的应
用”改为“临床研究中的典型错误辨析”。
第二版全书内容按设计、测量和评价的思路并参考国内外优秀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编排。
其具体编排为绪论和设计（1、2章）、测量（3、4章）、常用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5、6、7章）
、评价（8、9、10、11章）、其他研究方法（12、13、14章）、质量控制（15、16章）、文献理解和论
文写作（17、18章）。
本教材从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和临床医学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编写，重点解决临床医学研究中的
有关方法学问题，使临床医学研究生和临床医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解决在毕
业论文研究和其他临床医学研究中的实际问题。
因此，该教材可作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七年制和八年制学生的临床流行病学学习教材，也可作为临
床医学、口腔医学、精神卫生、医学检验、护理、药学和预防医学等专业学生的选修课用书，还可作
为临床医师及医学研究人员的工具书或继续医学教育的教材。
该教材由来自于全国8所知名高等院校和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19位流行病学和临床医学专家教授精诚合
作，精心编写而成。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南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中南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孙振球教授、谭红专教授对该书的编写提出了指导性建议；邓静老师担任
本教材的秘书，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临床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仍在迅速的发展之中，且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
由于主编的水平有限，书中差错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专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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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在总结我们多年临床流行病学教学经验，参考国内外优秀教材的内容编排，吸取本学科的
最新进展和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主要内容包括临床流行病学的设计、测量和评价(第二章至第七章)，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决策分析(
第八章)、循证医学(第九章)、疾病负担(第十章)、临床经济学评价(第十一章)、药物经济学评价(第十
二章)的有关内容，以满足临床科研和发展的需要。
最后该书还介绍了临床科研中的质量控制(第十三章)、统计学方法在临床科研中的应用(第十四章)和
如何正确规范地书写医学论文和综述(第十五章)。
本教材结合实例进行讲解，具有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等特点，易于理解和进一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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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概念与分类随机误差是研究过程一类不恒定的、随机变化的误差。
可以细分为两类：随机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
例如在研究过程中，在相同条件下对同一受试对象多次进行测量，每次的测量结果不一定完全相同，
每次测量结果的随机变化即是由随机测量误差产生的。
另外一种常见的随机误差是抽样误差。
在实际的科研过程中，多数研究是通过样本的信息来推断总体的特征，多采用抽样研究的方法。
由于个体差异的客观存在，抽样研究中抽样误差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研究发现抽样误差的分布具有
一定的规律，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估计和评价。
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利用抽样误差的分布特点，采用统计学方法来处理研究中的随机误
差问题，尽可能的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二）处理随机测量误差可以采用多次重复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进行控制。
对于抽样误差的控制，研究者通常采用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的方法来处理。
传统的假设检验方法是用P值大小来估计研究中发生假阳性错误的可能性的大小。
区间估计法是采用可信区间来显示随机误差的影响。
常采用95％的可信区间来表示真实值的95％的可能范围。
例如，高血压与冠心病死亡风险的研究，除报告了两者效应联系强度的伽值外（点估计值），同时报
告伽值的95％的可信区间。
在报告点估计的效应值基础上还报告区间估计的原因是点估计值是单一的一个数值，该值可能包含了
随机误差的作用在内。
研究者常常通过计算点估计值和可信区间的方式使读者不仅知道研究因素与研究疾病之间的具体联系
强度的大小，同时知道这样的一种联系强度的波动范围。
这也是估计随机误差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参数的可信区间不仅可以用于统计推断，同时可以反映研究结果的统计学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大小。
例如要评价两种不同治疗方法的效果有无差别，可计算各自效应指标的可信区间，若两可信区间有重
叠说明此两种疗法效果没有差异，若无重叠说明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可信区间的宽窄也可以反映研究的精确度，在同样研究中，可信区间越窄，研究的精确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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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流行病学(第2版)》是高等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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