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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流行病学（供预防医学类专业用）（第7版）》在第6版教材基本框架不变
的前提下适当进行局部调整，共分28章，其中总论19章，除系统介绍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
法学内容外，增加了公共卫生监测一章；此外，还编写了传染病流行病学、伤害流行病学、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流行病学、精神卫生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药物流行病学、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以及
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8章分支小总论；各论9章，包括慢性非传染性疾病3章，传染性疾病5章和地方病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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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流行病学简史 第二节流行病学的定义 第三节流行病学的原理和应用 第四节流行病
学研究方法 第五节流行病学特征 第六节流行病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及流行病学的展望 第二章疾病的
分布 第一节疾病频率测量指标 第二节疾病流行强度 第三节疾病的分布 第三章描述性研究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现况研究 第三节现况研究实例 第四节生态学研究 第四章队列研究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研究设计
与实施 第三节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第四节常见偏倚及其控制 第五节优点与局限性 第五章病例对照研究 
第一节基本原理 第二节研究类型 第三节一般实施步骤 第四节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第五节常见偏倚及其
控制 第六节研究实例 第七节优点与局限性及实施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六章实验流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
二节临床试验 第三节现场试验和社区试验 第四节优缺点和注意的问题 第七章筛检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
筛检试验的评价 第三节筛检效果的评价 第八章偏倚及其控制 第一节选择偏倚 第二节信息偏倚 第三节
混杂偏倚 第九章病因与因果推断 第一节病因的概念 第二节病因研究的方法与步骤 第三节因果推断 第
十章预防策略 第一节健康、影响因素及医学模式 第二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三节国内外公共卫生发展
简况 第十一章公共卫生监测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公共卫生监测的种类与内容 第三节公共卫生监测的方
法与步骤 第四节公共卫生监测系统的评价 第十二章传染病流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传染过程 第三
节流行过程 第四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五节免疫规划及其效果评价 第六节新发传染病 第十三章伤害流
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流行特征与研究现状 第三节伤害的流行病学研究 第四节伤害的预防与控制 
第十四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 第一节突发事件概述 第二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流行病学概述 第
三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 第四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 第五节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的处置 第十五章精神卫生流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主要研究内容 第三节常用研究方法 第四节测
量工具的选择与评价 第五节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现状与精神障碍的防制策略 第六节行为流行病学 第七
节社会心理流行病学 第十六章分子流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生物标志 第三节主要研究方法 第四节
应用与展望 第十七章药物流行病学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药物流行病学的资料来源及收集 第三节药品不
良反应监测与药物警戒 第四节药物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和设计原则 第五节ADR因果关系评价 第十八章
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 第一节从流行病学到循证医学 第二节循证医学的发展和演变 第三节证据的收集
、整理和传播 第四节循证医学的启示和挑战 第十九章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步骤和
方法 第三节偏倚及其检查 第四节展望 第二十章恶性肿瘤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流行特征及危险因素 第三
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二十一章心血管疾病 第一节心血管疾病流行特征 第二节高血压 第三节脑卒中 第
四节冠心病 第五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二十二章糖尿病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流行特征 第三节预防策略与
措施 第二十三章流行性感冒 第一节病原学 第二节流行特征 第三节流行过程 第四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
五节几种重要的流感 第二十四章病毒性肝炎 第一节甲型肝炎 第二节乙型肝炎 第三节丙型肝炎 第四节
丁型肝炎 第五节戊型肝炎 第六节经肠道传播的病毒性肝炎的预防 第七节经肠道外传播的病毒性肝炎
的预防 第二十五章感染性腹泻 第一节病原学 第二节流行过程 第三节流行特征 第四节防治策略与措施 
第五节几种重要的感染性腹泻 第二十六章性传播疾病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流行过程 第三节影响流行过
程的因素 第四节艾滋病 第五节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二十七章结核病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流行特征 第三节
预防策略与措施 第二十八章地方病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地方性碘缺乏病 第三节其他几种主要地方病的
流行特征及防制 推荐阅读书目 中英文名词对照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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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评价疾病监测、预防接种等防治措施的效果 在疾病监测、预防接种的实施过程中
，通过在不同阶段重复开展现况调查，既可以获得开展其他类型流行病学研究的基线资料，也可以通
过对不同阶段患病率差异的比较，对防治策略、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价。
 二、现况研究的设计与实施 由于现况研究的规模一般都较大，涉及的工作人员和调查对象也很多，
因此，有一个良好的设计方案是保证研究成功实施的前提，也是研究项目获得成功的保证。
在现况研究设计中要特别引起重视的是抽样调查中所选择的研究对象的代表性，这是将研究结果向总
体推论时的必要前提。
随机抽取足够的样本和避免选择性偏倚的介入，是保证研究对象（样本）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条件。
 （一）明确调查目的与类型 这是研究设计的重要步骤，应根据研究所期望解决的问题，明确该次调
查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是为了了解某疾病或健康状况的人群分布情况还是开展群体健康检查，然后根
据具体的研究目的来确定采用普查还是抽样调查。
 （二）确定研究对象 确定合适的研究对象同样是顺利开展现况研究的关键环节，应根据研究目的对
调查对象的人群分布特征、地域范围以及时间点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明确在目标人群
中开展调查的可行性。
在设计时可以将研究对象规定为某个区域内的全部居民或其中的一部分，如儿童，即选择区域内≤14
岁者；也可以为某一时点上的流动人员所组成，如某年、月、日某医院的就诊个体；也可以采用某些
特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如采用某种化学工作者来研究皮肤癌等。
 （三）确定样本量和抽样方法 1.样本量一般来说，由于抽样调查较普查有很多优越性，所以现况研究
常采用抽样的办法。
当然，也可以采用抽样与普查相结合的方法。
例如，1989年全国进行了以县（区）为抽样单位的1／10人口的居民全死因调查。
此项研究中，采用整群抽样技术，被抽到的县（区）则进行居民全死因的普查，而所有被抽取的县（
区）则构成了一个全国居民的代表性样本。
该抽样调查的抽样比为1／10。
 决定现况研究的样本量大小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但其主要是：①预期现患率（P）：现患率为50％
时，所需样本量最大；②对调查结果精确性的要求：即容许误差（d）越大，所需样本量就越小；③
要求的显著性水平（α）：α值越小，即显著性水平要求越高，样本量要求越大。
一般地，在作某病的现患率调查时，其样本量可用下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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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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