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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卫生工作是保护人类群体健康的重要社会活动，是一项伟大的公共卫生事业，需要有强大的
科学理论和方法提供技术支持和支撑。
流行病学作为向公共卫生工作提供研究群体疾病规律的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法的学科，从关注人群的
角度，不仅能够通过现场收集疾病暴发与流行的资料，发现规律，寻找致病的可能因素，为控制疾病
提供线索，而且能够据此为预防该病的再次暴发与流行提供科学可靠的证据。
因此，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在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中就扮演了“医学侦探”的角色，为预防和控制传染性
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提供科学准确的信息。
　　今天，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工作者已习惯于常规使用流行病学来描述人群健康特征并解决日常发生
的大大小小的健康相关问题。
而作为一名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践者，应该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具备流行病学的基本素养和
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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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写，作为继续教育的自学教程的《流行病学原理——公共卫生实践中
的应用》，主要介绍了在开展与健康相关的现状或事件的监测和调查时，所涉及的流行病学的基本原
理、概念和基本步骤。
通过本教材的学习，可以对公共卫生实践以及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教材共包括六个章节，每一章节都提供了相关的练习和自我测验题，便于自学和检验学习效果。
该书简单明晰，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读性、可操作性，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调查的实践具有实
际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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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时间、地点、人群三个方面进行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通过仔细
阅读，流行病学家将十分熟悉这些数据，她／他是否能发现这些数据所显示的事件特征基于：①有哪
些变量；②这些变量的局限性，例如，每一个重要变量有缺失信息的记录数；③异常值（例如，所有
的病例年龄范围是2个月至6岁，却有一个17岁的病例）。
　　第二，流行病学家要了解所调查的公共卫生事件所涉及的范围和模式——即哪些月份、哪些地方
和哪些人群中发生的病例最多或最少。
　　第三，流行病学家利用统计图表和统计地图对人群健康进行具体详尽的描述，这些描述工具直观
而易于被人理解。
　　第四，流行病学家能确认人群发病率高的地区或人群，而这些信息反过来又能提供导致疾病发生
的重要线索，这些线索将转化成可检验的病因假设。
　　（一）时间　　疾病的发病随时间而改变，有些变化是有规律的，有些则难以预测。
流感（冬季）和西尼罗河病毒感染（8、9月）均在每年的固定季度发病。
相反，乙肝和沙门菌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对于那些有严格季节性的疾病，卫生部门官员可以预测它们的发生并能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如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活动或灭蚊）。
对于那些偶发性疾病，研究者通过开展研究确认疾病的发生原因和传播方式，随后采取针对性措施以
控制和预防疾病的进一步发生。
　　无论是在监测社区疾病发病中，还是在评价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是否有效时，描述疾病在不同时间
的发病模式都至关重要。
　　时间数据通常用二维图表示。
纵轴或y轴常常表示病例数或疾病频率。
横轴或x轴常常表示时间尺度（如年、月、日）。
描述疾病发生随时间变化的统计图常有线图（图1．4）或直方图（图1．5）。
　　有时候，一个图会显示出与所描述的疾病趋势相关事件的时间特点。
例如，这个图可能会提示暴露时间或预防措施实施的时间。
研究一个显示了暴露时间的图可能会发现导致疾病发生的可能原因，而一个显示了预防措施实施时间
的图则可能会发现预防措施对疾病所产生的影响。
　　如前所述，时间是沿着x轴标示的，其范围有可能是数年或数十年，也可能是数天甚至数小时，
这取决于疾病的特征。
例如，对于某种情况如许多慢性疾病，流行病学家倾向于研究疾病发生频数／频率的长期趋势或模式
。
对于其他情况如食源性疾病的暴发，有关的时间长度可能是数天或数小时。
一些常见的时间相关性图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而第四章 将更加详尽地描述这些及其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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