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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行病学是一种思想，是协同促进人群健康的一种理念。
同时，流行病学也是医学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流行病学在医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预防医学的一门主导学科，而且作为一门群体科学，在
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三个领域中最具平衡和杠杆作用，广泛地理解和接受流行病学及其思
维方法不仅是重新将医学和公共卫生结合在一起的有希望的方法之一，而且也是当前最可行和最有用
的方法。
因此，流行病学也是实现21世纪医学发展远景的有力武器之一。
    本书进一步贯彻“三基”、“五性”的基本要求，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树立精品意识。
对于经典的流行病学方法，注意吸纳新的成熟的进展，紧密结合，临床实践，叙述深入浅出。
本书特别指出分析流行病学纯属没有明确界定的一个模糊概念，国际流行病学界对此也没有统一的认
识，在实践中这个概念也并无重要意义，没有必要对其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等强求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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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流行病学（epidemiology）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发展十分迅速的学科。
它不仅是预防医学中的主导学科，也是现代医学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科。
《流行病学词典》（A Dictionary of Epidemiology）主编Last称“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之母”。
现代流行病学强调流行病学作为应用学科在预防中的应用，以及作为方法学在医学中所起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
流行病学是扎根于生物学、逻辑学和哲学的一门科学（Rothman，2002）。
第一节 概述一、流行病学的定义国内流行病学界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比较公认的流行病
学定义为：“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包括伤害）和健康状态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借以制订
和评价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与措施的科学。
”该定义的基本内涵有四点：①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群，是研究所关注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群；②它的
研究内容不仅是研究各种疾病（包括伤害），而且研究健康状态；③它的研究方法的重点是研究疾病
和健康状态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④最重要的是，它的研究目的落实在为控制和消灭疾病及促进健康
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流行病学”的定义为：“研究特定人群中与健康相关的状态和事件
的分布和决定因素，并应用研究结果控制健康问题。
”这与国内的定义是一致的。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学者提出与人类健康相关的“卫生事件（health events）”，甚至超出卫生事件范
畴的自然和社会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与拉尼那现象、人口“爆炸”与人口老龄化等现象
，均是不可忽视的影响疾病和健康状态及其分布的重要因素。
定义中特别强调了研究健康状态的分布以及促进健康的问题。
疾病和健康是生命过程的两种现象，仅仅研究疾病是不全面的。
把保持和促进健康的因素作为流行病学研究的主题，与把疾病流行的因素作为流行病学研究的主题同
等重要（Stallones，1975）。
这样流行病学才算完整，同时也才能真正体现流行病学是以全人群为对象的一门医学基础学科。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健康概念的重新认识，健康现象及其相关因素在医学科学发展中的价值以及
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显示出来，从而要求流行病学拓展研究领域，着眼健康及健康相关因
素的探讨，以增进人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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