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流行病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临床流行病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8023412

10位ISBN编号：7308023419

出版时间：2000-6

出版时间：陈坤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06出版)

作者：陈坤 编

页数：1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临床流行病学>>

前言

　　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去设计、测量和评价临　　床医
学中的问题，是把现代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医学交叉学科。
也就是说，临床流行病学是以临床疾病和病人为基础，探索其所属人群中疾病分布的特征、可能致病
因素、转归以及评价防治措施的效果和效益，为改进医疗和保健措施等提供依据的科学。
　　第一节　临床流行病学的含义　　讨论临床流行病学的含义，首先要理解流行病学这一学科的本
质所在。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起源于研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之为流行病学的原因。
Epidemi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直译的含义是研究“加在人间的”或“在人群中发生”事物的学问
。
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医学学科，则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趋成熟。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把现代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生理及病理的群体现象的方法学，而不再
只是研究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规律的学科。
　　现代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群体医学问题的方法学，其基本含义和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
为人群、暴露和疾病。
　　1．人群（population）　　以人群，而不是以单一的、互不联系的病例作为研究的对象，是流行
病学区别于临床医学和其他医学学科的主要方面。
以人群作为研究主体，是由流行病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首先，流行病学研究最终是以达到提高人
群健康水平、预防疾病发生为目的的，因此必须研究和掌握人群中疾病和暴露分布特点的资料；其次
，流行病学以观察和探索病因因素（暴露）与疾病的联系为己任，而只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
观察研究是不够的’要排除机会的影响，因此，必须观察大量的人群及其疾病发生、发展的情况，对
暴露与疾病的联系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
使用电热毯与早产（流产）的关系时，使用电热毯是暴露，由此而产生的早产、流产称为疾病。
　　作为临床医学科学工作者，应该很好地理解现代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应用
其原理和方法去看待和处理临床医学中的问题，对临床医学中的问题进行严密、有效的设计，客观、
准确的测量以及作出符合真实情况的评价。
这就是临床流行病学的真正含义。
　　第二节　历史发展　　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并不久远。
而流行病学的基本思想一一人群的观点和预防的观点，则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西方医学的鼻祖HippoCrateS（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77年）所著的《On AirS，WatCrS and P1aCeS》一
书中就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
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如《黄帝内经素问》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论述，也是我们祖先对人群和
预防之思想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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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是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去设计、测量和评价临床医学中的问题
，是把现代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医学交叉学科。
《临床流行病学》共21章，系统介绍了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临床实践和科研中经常
遇到的问题，包括医学科研常用指标、疾病分布、病因探索方法、临床科研设计的一般问题、误差和
偏倚及其控制、药物不良反应、疾病预后、医院感染、论文写作，文献利用等内容。
《临床流行病学》适合临床类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广大临床医学工作者和科研人员等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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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流行病学的近代发展中，Doll和Hill等人的成就是比较典型的。
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进行研究，其通过对英国皇家医学会的医生的长期随访
，发现吸烟习惯与肺癌的发生之间有很强的因果联系。
随着流行病学对多种疾病的研究不断广泛和深入，人们也逐渐更深刻地认识到大多数疾病的病因是由
多因素构成的即在疾病发生过程中，有些因素是重要的，而另一些因素仅仅增加疾病发生的危险度
（risk）。
这要求医学科学工作者运用新的流行病学方法来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
回顾整个流行病学的发展史，已出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成果，但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不少是由临床医
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流行病学的原理和基本方法获得的成果。
在现代，临床医生更重视用流行病学的观点和方法去描述、分析临床所遇到的问题。
诸如在探讨病因未明疾病的病因、提高诊断方法的效率、评价临床疗效及判断治疗副作用等等方面，
临床医生愈来愈广泛地应用流行病学的原理，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
总之，现代临床医生已不单看到医院的个别病人，而是把他们作为社会人群中的一个分子，从人群的
观点去研究临床上的各种问题。
这也就是临床流行病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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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去设计、测量和评价临床医学中的
问题，是把现代流行病学与临床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医学交叉学科。
也就是说，临床流行病学是以临床疾病和病人为基础，探索其所属人群中疾病分布的特征、可能致病
因素、转归以及评价防治措施的效果和效益，为改进医疗和保健措施等提供依据的科学。
第一节  临床流行病学的含义    讨论临床流行病学的含义，首先要理解流行病学这一学科的本质所在。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起源于研究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之为流行病学的原因。
Epidemiology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直译的含义是研究“加在人间的”或“在人群中发生”事物的学问
。
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医学学科，则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研究的范围日益扩大，研究方法和理论也日趋成熟。
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把现代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生理及病理的群体现象的方法学，而不再
只是研究某些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规律的学科。
    现代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群体医学问题的方法学，其基本含义和研究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
人群、暴露和疾病。
    1．人群(population)    以人群，而不是以单一的、互不联系的病例作为研究的对象，是流行病学区别
于临床医学和其他医学学科的主要方面。
以人群作为研究主体，是由流行病学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首先，流行病学研究最终是以达到提高人
群健康水平、预防疾病发生为目的的，因此必须研究和掌握人群中疾病和暴露分布特点的资料；其次
，流行病学以观察和探索病因因素(暴露)与疾病的联系为己任，而只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观
察研究是不够的’要排除机会的影响，因此，必须观察大量的人群及其疾病发生、发展的情况，对暴
露与疾病的联系进行因果关系的推论。
使用电热毯与早产(流产)的关系时，使用电热毯是暴露，由此而产生的早产、流产称为疾病。
    作为临床医学科学工作者，应该很好地理解现代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应用其
原理和方法去看待和处理临床医学中的问题，对临床医学中的问题进行严密、有效的设计，客观、准
确的测量以及作出符合真实情况的评价。
这就是临床流行病学的真正含义。
第二节  历史发展    流行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并不久远。
而流行病学的基本思想一一人群的观点和预防的观点，则可追溯到很久以前。
西方医学的鼻祖HippoCrateS(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77年)所著的《On AirS，WatCrS and P1aCeS》一书
中就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
在祖国传统医学中，如《黄帝内经素问》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论述，也是我们祖先对人群和
预防之思想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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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医学专业预防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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