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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60年布拉格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上关于流行病学内容和方法的争论取得突破性进展以来，四十
余年中我国流行病学也相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参考书争奇斗艳，各显
特色，令人目不暇接。
也正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由山西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牵头，国内14所兄弟院校共同参与编写的
《流行病学》一书又将于此时此刻展现于广大读者面前。
据我所知，本书自新世纪第一年着手筹划到目前出版，前后将近3年，此期间， 约有20余位同仁为其
撰稿，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辛劳，令人敬佩。
为了使广大读者对本学科有一个更完整和更深层次的了解，不仅全面系统地讲述了流行病学的基本理
论和方法，而且在着眼实用的前提下，又对中外流行病学研究的前沿及发展动向加重了笔墨，因此本
书的主要特色应该是立足基本理论和方法，把握前沿发展，着眼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
全书分25章，约60余万字，内容丰富，层次清晰，文词严谨，易懂易读，且富有较好的启迪性。
我有幸于较早时段内拜读本书，并有机会参与编委们的相关研讨，受益良深。
我相信本书的适时出版，不仅对医学院校的师生，同时对工作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科研院所及
所有医疗保健、检验检疫等部门的同志们都会是十分有益的。
时值本书出版问世的这一美好时刻，谨以此序聊表我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每位编写同仁的崇高敬意。
我也希望广大读者能喜爱此书并于读后不吝赐教，使其于再版时有条件广纳百家高见，博采众长，将
全书整体水平从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直至启发性与可读性等诸多方面再提高一步，力争
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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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行病学》主要特色应该是立足基本理论和方法，把握前沿发展，着眼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
题。
全书分25章，约60余万字，内容丰富，层次清晰，文词严谨，易懂易读，且富有较好的启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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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医学是研究人类疾病与健康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
从发展趋势来看，大体上有两个方面， 一是向微观发展，从组织、器官、细胞直至分子、电子、质子
。
另一方面向宏观发展，从单一人的个体发展到人群、社会直至整个宇宙。
预防医学就是基于人群的群体医学，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的主干学科之一，流行病学的作用和影响更
广泛地涉及到预防医学之外的临床医学以及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各学科领域。
流行病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从1850年英国伦敦全球首次成立流行病学学会作为流行病学学科形成的
标志，至今仅历时150年，流行病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快速发展也就在近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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