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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流行病学是一门从群体水平研究疾病和健康的科学。
随着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流行病学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医学的各个领域，为医学科学
研究开辟了一个独特的方法学领域，逐渐成为医学的一门基础学科。
同时，流行病学也是一门应用学科。
它不仅在传染病的防治策略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病因不明的慢性病、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医院内感染等的研究与防治起着独特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支持下，我们编写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MPH）教材
《流行病学》。
本教材是在《流行病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一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成，内容以总论为主，各论为辅；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现实，编写了突发事件流行病学一章；面对各种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又
新增了医院感染、社区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等内容，使学生能对流行病学的一些发展前沿有所了解。
本书可作为MPH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临床专业和卫生专业本科学生的参考用书，还适用于疾病控制中
心和医院有关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工作时参考。
由于作者水平所限，加之编写时间较仓促，书中难免有失查或不尽人意的地方和错误之外，我们诚恳
地希望使用本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并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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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介绍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在预防医学实践中的应用。
内容以总论为主，各论为辅；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的现实，编写了突发事件流行病学一章；面
对各种新的公共卫生问题，又新增了医院感染、社区流行病学、循证医学等内容，使读者能对流行病
学的一些发展前沿有所了解。
书中内容丰富，以实例为主展开理论和评价，既有充分的理论阐述与设计要点，又有大量的示范实例
。
    本书既是MPH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临床专业和卫生专业本科学生的参考用书，还适用于疾病控制中
心和医院有关医务人员进行科研工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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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而对争论不休的黑热病传播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何观清教授是将随机盲法、安慰剂、对照实验方法引入我国的先驱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应用此
方法否定痢疾噬菌体对痢疾的预防作用。
何观清教授倡导并率先在我国13个省建立了30个疾病监测点，成为国内外制定医学卫生发展规划和疾
病控制对策措施的重要信息来源，也为评价很多卫生对策的效果提供了科学依据。
蒋豫图教授组织并参加了多次自然疫源地和传染病流行调查，搞清了东北林区的森林脑炎等传染病的
流行特征，他主张不去现场就不是真正的流行病学研究。
连志浩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利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描述了新疆“察布查尔病”，在卫生防疫领域一举
成名。
吴系科教授运用层层对比分析法，对安徽淮河流域的出血热（HFRS）疫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当地出
血热的发生是由于农民留宿暴露野鼠，特别是与暴露黑线姬鼠有关的科学结论，他运用地理流行病学
方法成功创立了出血热预测数学模型。
苏德隆、何观清、蒋豫图、钱宇平、耿贯一、吴系科、魏承毓、王天根、何尚浦、连志浩、俞顺章、
姚凤一、刘瑞章、李婉先、陈友绩等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流行病学体系，编写了系列的教科书，如苏
德隆主编的《流行病学》第1、2、3版（1960-1965年）；全国卫生专业用统编教材《流行病学》第1版
（苏德隆，1981年）；第2版（钱宇平，1986年）；第3版（连志浩，1993年）；第4、5版（李立明
，1999年、2003年）。
耿贯一主编的《流行病学》（供基础、临床、口腔专业用）分别于1979、1984、1989、1994、1999年多
次再版；陈友绩主编的《军队流行病学》也于1963、1978、1985年再版；钱宇平、吴系科、何尚浦、
连志浩、郑锡文、李竹、李立明主编的《流行病学进展》于1981年首卷（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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