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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实用流行病学》的配套辅导教材。
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编写该辅导教材的目的正是为了广
大的从事公共卫生、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门课的重点内容，并且能够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应用。
本书与《实用流行病学》主教材的纲目一致，共19章，每章又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学生在阅读这部分内容时应注意，重点难点内容并不能完全替代
教材，应在学习教材内容之后，再通过复习本书的重点难点内容，抓住关键，强化所学的内容。
第二部分为自测题，主要是为了检验学生所学的知识，看学生能否将学到的内容用于处理实际问题。
自测题共有五种题型，分别为：名词解释（用简练的文字解释所给出的名词，要求叙述清楚、阐明要
点）、填空题（在题目的空格中填入唯一正确的答案，使题目成为一个完整的、意思正确的句子）、
选择题〔包括A型题（单选题，每题只有一个并且唯一的正确答案，为主要的选择题类型）、X型题（
多选题，每题有2～5个答案是正确的）〕、简答题（根据所提问题进行简要回答，要求概念清楚、重
点突出）和分析论述题（根据所提问题进行一定的计算、分析和论述）。
每章后面都有相应的自测题，可能五种题型均会出现，也可能只出现其中的几种题型。
第三部分是自测题的参考答案。
本书作为辅导教材，我们衷心希望它能给广大公共卫生及卫生事业管理人员提供学习《实用流行病学
》的帮助，同时也欢迎大家对本书的不足之处给予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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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实用流行病学学习指导》是《实用流行病学》的配套辅导教材。
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卫生事业管理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编写该辅导教材的目的正是为了广
大的从事公共卫生、卫生管理及相关专业人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这门课的重点内容，并且能够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得到应用。
　　《实用流行病学学习指导》与《实用流行病学》主教材的纲目一致，共19章，每章又分成三个部
分。
　　第一部分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学生在学习教材内容之后，再通过复习《实用流行病学学习
指导》的重点难点内容，可以抓住关键，强化所学的内容。
　　第二部分为自测题，主要是为了检验学生所学的知识，看学生能否将学到的内容用于处理实际问
题。
　　第三部分是自测题的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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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流行病学概论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二章 疾病的分布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
答案第三章 病因和病因推断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四章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概述重点难点
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五章 描述性研究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六章 病例对照研究重点
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七章 队列研究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八章 流行病学实验重
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九章 疾病的预防策略与措施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一章 呼吸系统传染病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
答案第十二章 感染性腹泻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三章 病毒性肝炎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
题参考答案第十四章 自然疫源性疾病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五章 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
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六章 恶性肿瘤流行病学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七章
糖尿病流行病学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八章 性传播疾病与艾滋病流行病学重点难点自测
题自测题参考答案第十九章 伤害流行病学研究重点难点自测题自测题参考答案模拟试题（一）模拟试
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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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病例对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是指以现在患有某病的病人为一组（称为病例组），以未患该病但
其它条件与病人雷同的人为另一组（称为对照组），通过询问、体检、化验或复查病史，搜集既往各
种可疑致病因素的暴露史，测量并比较两组对各种因素的暴露比例，经统计学检验若判为有意义，则
可认为因素与疾病间存在着统计学关联，在估计各种偏倚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后，再借助病因推断技
术，推断出危险因素，从而达到探索和检验病因假说的目的。
病例对照研究有以下特点：①属于观察性研究方法。
研究者不给研究对象以任何干预，而只是客观地收集对象的暴露情况。
这是分析流行病学方法的共有特征。
②设立对照。
有专门设立的对照组，由未患所研究疾病的人组成，供与病例组比较之用。
③观察方向由“果”及“因”。
研究之始，是先有结果，即已知对象患某病或不患某病，再追溯其可能与疾病有关的原因。
其调查方向是纵向的、回顾性的。
④不能证实暴露与疾病的因果关系。
本方法受到回顾性观察方法的限制，不能观察到由“因”到“果”的发展过程并证实其因果关系，故
只能推测判断暴露与疾病是否有关联。
在病例对照研究的实施方面，实施的主要内容和步骤首先是明确研究目的，根据研究目的作好调查研
究的设计，其中主要是选择对象，确定调查的内容和方法，设计好调查表。
然后是访问对象，填写调查表。
随后对调查得来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对结果作讨论，最后写出报告。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资料的整理及分析两个步骤。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基本原则是病例足以代表总体人群中该病的病人，对照足以代表产生病例的人群
总体。
（一）病例的选择首先要明确病例内外部特征的限定：当明确了进行何种疾病的病例对照研究之后，
所选择的病例必须是患同一种疾病的病人。
而且患病部位、病理学类型、诊断标准都要有明确的规定，否则，病例中可能混入非病人或不同型别
的病人，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病例的外部特征如年龄、性别、种族、职业等，选择时也要求有一个明确的限定，其目的是控制非研
究因素以增强两组的可比性。
其次确定所选病例类型：有三类病例可供选择，即新发病例、现患病例和死亡病例。
首选新发病例，其优点是病人刚刚发病，对疾病危险因素的回忆比较认真而新鲜，提供的信息较为准
确可靠。
其缺点是对发病率低的病，短期内不易收集到足够的例数。
使用现患病例的优点是可得到的例数较多，搜集资料较容易。
缺点是病例对暴露史的回忆极易受患病后改变了的环境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因而不易判断疾病的
时间关系。
而死亡病例由于是他人代为回忆，可靠性较差，很少应用。
最后注意病例的来源：一种是来源于某一或若干所医院及门诊部在一定时期内诊断的全部病例或随机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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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用流行病学学习指导》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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