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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腔临床医务人员每天面临的个体患者是患病群体中的一员，临床经验的升华必须通过群体而做
出。
为了更好地通过群体观察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探索群体研究的规律。
　　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应用流行病学原理，探索群体研究的规律并用于指导临床
实际的基础科学。
该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首先在经济发达国家得到了发展，随后在卫生部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在我
国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是因为该学科强调严谨的临床科研设计和评价，强调综合应用临床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卫生经
济学和社会医学等学科知识，适应医学模式改变的需要，以病人为中心，追求医疗实践和医学研究的
高质量，合理利用卫生资源。
该学科具有完整的方法学体系，是学好循证医学的基础，为了便于学习，本书用约一半的篇幅系统叙
述了临床流行病学的理论和方法学。
在国家药物法指导下的临床药物试验和药物不良反应的报告和监察，是应用临床科研设计原理指导临
床研究的范例，其原则值得口腔医学临床各亚专业医务人员认真学习。
生命质量的研究和评价日益引起医学界重视，本版增加了一个章节进行论述。
　　为了更好地将群体研究的成果指导临床实践，流行病学家Cochrane及临床流行病学家Sackett等大
力倡导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概念和方法，其核心思想是：任何临床医疗决策
的制定都应基于客观的科学研究依据。
临床医师应将个人的临床经验与现有的最好科学证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为每个病人做出最佳诊
治决策。
现在循证医学得到了广泛认可，已被看作临床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
口腔医务人员要通过学习和实践循证医学，自觉地应用相关的最佳科学证据指导实践，与自己的临床
经验结合，根据病人的治疗需要和喜好做出最佳临床决策，创建循证口腔医学evidence based
sto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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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临床流行病学是应用流行病学原理指导临床实际的基础科学，本章简要介绍了
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背景，循证医学的概念和循证医学协作网出现背景，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
在中国的发展，口腔临床医务人员学习循证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阐述了实践循证医学的四个步骤
。
　　第一节　临床流行病学的发展　　临床医务人员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要为每一个病人寻求最佳
诊治方案。
最佳诊治方案从何而来?任何一个诊治方案都是对一群相似病人诊断和治疗经验的总结。
所以最佳诊治方案必定是在若干个相似的病人中使用后，经过比较证明为最佳者。
实际上，每一个临床医师所面临的都是患病的群体，临床经验的升华必须通过群体而做出。
但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一般健康状况以及疾病状况不同等而存在很大
的差异，人体疾病的进展受到多方面的影响，除了生物学因素以外，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及经济因素
等亦影响着人体对疾病的易感性和对治疗措施的反应性。
为了更好地通过群体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探索群体研究的规律。
　　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应用流行病学原理指导临床实际的基础科学。
流行病学是一个研究疾病及疾病影响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制定预防、控制和消灭这些疾病的对策与
措施的科学。
但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盛行的时期，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高度分化，临床医师更关心个体病人的诊治，
认为疾病调查和预防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任务，流行病学似乎和临床医务人员无关。
要弥合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裂痕，流行病学可以起到特殊的桥梁作用。
实际上，早在流行病学建立和发展初期，如Petty（1623～1687）、Frank（1745～1821）等学者就认为
应该把个体病人放在自然、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临床医师的职责应该从医院和实验室扩展到社区和人
群，不仅要从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水平认识疾病，还应该了解社会、环境、职业、行为以及风俗习惯
等与健康状况紧密相关的各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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