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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行病学是一门从群体水平研究疾病和健康的科学。
随着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流行病学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医学的各个领域，为医学科学
研究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学领域，逐渐成为医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同时，流行病学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它不仅在传染病的防治策略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起着重要的
作用，而且对病因不明的慢性病，如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的病因研究与防治也起着独特的作用
。
　　在第1版《实用流行病学》基础上，我们对该版教材做了部分删节和内容更新，并在正文后配有
测试题和参考答案，以助于理解和复习。
目前本书共十五章，内容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
总论主要介绍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
各论主要介绍流行病学在疾病防制中的应用，主要涉及当前对人群健康危害较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
统传染病、感染性腹泻、病毒性肝炎、心血管疾病、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
　　本书可作为卫生管理专业本科生教材，对广大医务人员、教师以及科研人员等，也有一定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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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历史回顾法是利用现有的记录资料，对某一地区过去某个时间段的疾病或健康状况进行流行病
学描述。
这种研究能在较短时间里查明一个地区某疾病的流行情况。
利用现有资料的分析获得所需数据，既可以补充现况资料的不足，又可为深入分析提供历史背景资料
。
故历史回顾法在实践中经常被流行病学工作者采用。
但历史资料往往受时间限制，会出现诊断标准、方法的不一致或记录不全等问题，故应用时需予以注
意。
现况研究是描述性研究最常用的方法，它是研究在特定时间与特定范围内人群中的有关因素与疾病或
健康状况的关系。
因此，现况研究的特点是在特定时间内调查每个人的情况。
现况研究又包括普查与抽样调查两种方法。
随访研究是在现况调查的基础上，对具有某种特征的一群人进行长期地随访，观察其发展变化的情况
，以探索疾病与健康的影响因素。
疾病监测是指长期地、连续地、系统地收集有关疾病与死亡动态分布和影响因素的资料，并及时上报
和反馈，以便及时采取防治对策和干预措施的一种方法。
疾病监测的主要特点为：①资料收集具有长期性、连续性与系统性；②监测是在常规登记报告的基础
上，收集更详细的资料，资料不仅包括疾病的发生与所致死亡，还包括各种影响因素的情况；③与常
规登记报告相比，监测是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对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的要求比较严格；④有一个完
整的监测系统，监测系统由监测中心与监测点组成；⑤监测点所收集的资料必须及时上报监测中心，
监测中心必须及时汇总与分析资料，并将结果反馈给监测点，并定期向有关卫生部门报告监测结果；
⑥疾病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监视疾病的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还包括制定相应的预防策
略与措施并评价其效果。
2.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就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分析疾病和健康状态与可能的致病因素之间的
关系，从而进行致病因素的筛选并形成和检验病因假说。
与描述性研究不同，分析性研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在研究设计中设立了可供对比分析的两个或多个比
较组。
分析性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即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是指在疾病发生之后，以现在患有该病的病人为一组（病例组），以未患有该病但其他
条件如性别、年龄与病人相同的人为另一组（对照组），通过询问、化验比较或复查病史，按其既往
各种可疑致病因素的暴露史，测量并比较病例组和对照组中各因素的暴露比例，进而推断可能的致病
因素或验证病因假说。
队列研究是在一定范围内对未患病的人群按是否暴露于某种因素（或具备某个特征）进行分组，随访
一定的时间，比较两组的发病率或死亡率，以研究某种因素或某个特征是否与某疾病的发生或死亡存
在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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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流行病学(第2版)》：高等医学院校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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