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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流行病学是临床科研设计和评价的方法学。
《临床流行病学》着重介绍流行病学方法和原理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的应用，全书共17章，1个附录，包
括对疾病群体现象的描述、病因和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方法、筛检与诊断试验的评价、临床疗效和预
后的评定；循证医学与Meta分析介绍、医学社会学概论、医院感染、临床科研中偏倚识别与控制方法
、文献评阅方法、临床科研的选题、临床科研设计书和论文撰写方法等o，《临床流行病学》可供不
同层次医学生的临床流行病学教学使用，同时可作为临床医务工作者继续教育教材及临床医生进行临
床科研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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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第十七章 综述和论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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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空白对照　　对照组不给予任何处理措施，只是对其进行观察。
例如，观察某种疫苗的预防效果评价，试验组的儿童接种这种疫苗，而对照组不接种这些疫苗，也不
接受其他措施，最后比较其发病率或血清学指标的区别。
　　（二）自身对照　　是以研究对象自身治疗前、后进行比较。
例如，将某一人群进行SARS疫苗接种，比较注射后其免疫学指标的变化来确定疫苗是否有效。
　　（三）历史对照　　现场试验时不专门设立对照组，而是将现在的效应与他人或是本人的过去的
结果进行对比。
这种对照不易达到对照的目的，使用时要谨慎。
　　五、盲法的应用，现场试验往往容易出现偏倚，这种偏倚可以来自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人，有可
能在试验的设计、实施和资料收集与分析阶段产生。
为了尽量防止资料收集阶段产生的偏倚，应采用盲法。
根据盲法的程度不同，一般分为以下三类：　　（一）单盲（single blind）　　只有研究者了解分组
情况，研究对象并不知道自己处于试验组还是对照组。
其优点在于简单可行，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观察了解研究对象，而且由于研究者了解情况，当有病情变
化时，可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研究对象的安全。
缺点是仍然不能避免来自于研究者的主观偏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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