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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前言

近10多年来，临床流行病学在国际临床医学领域的发展更加令医学界重视，其亮点更加令人耀眼，促
进临床医学发展的贡献更加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临床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学，被公认为指导临
床研究的最为合理的方法学。第二，临床流行病学对临床科研质量的评价标准，被国际顶级医学杂志
，Cochrane协作网，ACP杂志俱乐部，BMJ的Clinical Evidence等所应用，作为研究论文质量评价的标准
。第三，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学的精髓，被国际医学期刊组织接受，并发展制订了国际临床医学研
究报告的统一标准CONSORT Statement，现被广泛应用。第四，临床流行病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学用
于指导临床实践——应用最佳证据于临床医疗的诊治决策，发展了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
），越来越受临床医学界的欢迎。第五，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以上主要的贡献，于2004年在全球卫生研
究论坛大会的专题文件中，对临床流行病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临床流行病学的建立及其在群
体水平对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干预，作出了十分惊人的贡献，其创造性地在群体水平所建立的量化测量
疾病的研究方法，使之在各种群体水平上能够可信地评价干预治疗的结果”。我国临床流行病学的创
建与发展，业已经历了20余年的艰辛旅程，对促进我国的临床医学的研究、高等医学的教育和人材培
训，以及促进循证医学实践，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也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与国际水平
相比，虽然具有发展同步性的特点，但仍有一定的差距，为此，本书第三版的撰写，力争在学术理论
水平与方法学上，继续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与时俱进地汲取了国际新进展的最佳成果（证
据），特别是联系了我国的临床研究实际以及国家几个“五年计划”对重大疾病研究的某些经验，作
了颇大的丰富与更新发展，以不让同道们公认本书乃我国本学科经典之著所失望，为此：第一，鉴于
临床对某些复杂的重大疾病难以单一性干预的研究需要，创新地增写了“综合性干预研究方案的设计
”。第二，鉴于人类社会环境及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时有突发疾病（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临床
医生为应对或研究，需要结合临床实际具备有关公共卫生的知识和技能，为此，从临床医学角度增编
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与干预”.第三，鉴于当代“知识爆炸”，为了汲取精华，弃其糟粕，取
其最佳证据用于医疗决策和创新，特增编了“医学文献评价要素”一章，有助于读者从知识的真实性
、重要性和实用性的角度，以批判性的方式择优所取知识，防被误导；同时还新编了“知识的科学管
理”一章，从临床专业文化的角度，如何科学积累、管理与应用有用的知识，指导临床医学实践。第
四，为了与国际更好接轨，促进医学成果的国际交流，在医学论文撰写方法的专章中，系统扼要地介
绍了CONSORT Statement，帮助读者如何更好地撰写临床医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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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第3版)》系统科学地阐述了根据国家疾病负担的状况如
何确立研究课题、选定研究的重点、进行科学的设计、选择最佳与可行的研究设计方案、定量地选择
合格研究对象、确立最佳的试验与对照性干预措施、选定科学测量的终点指标及其合理的统计分析方
法等，制定防止偏倚因素干扰的方法，以确保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再结合临床病因、诊断、治疗
、预后、生存质量、临床经济以及临床决策等研究，在如何进行具体科学设计与评价方面，更予以深
入地阐述，有利于读者联系实际，以指导自己的临床科研与医疗实践。临床流行病学是以临床医学为
基础的、多学科交叉结合的临床基础科学。是从群体的层面，采用量化的科学方法对临床疾病研究的
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学，是创造临床最佳研究成果的有力工具。
此外，《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第3版)》在现代医学科技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
、质量的严格评价、综合分析以及知识的科学管理与运用和学术论文撰写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系统
论述，为读者吸收最佳知识(证据)，以及进一步地创新与发展新知识提供十分有力的工具。可作为全
国高等医学院校开设临床流行病学课程的教师参考书，临床医生和临床医学研究工作者从事临床科研
的工具书，以及临床医学各个专业的研究生学习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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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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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的干预与研究第二十五章  临床决策分析第二十六章  社会医学与临床流行病学第二十七章  分子
流行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第二十八章  药物流行病学与临床流行病学第二十九章  中医药研究与临床流
行病学第三十章  知识的科学管理第三十一章  临床科研论文的撰写原则与方法参考文献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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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发病指标（一）发病率（incidence rate）发病率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病例
出现的频率。其观察时间单位可根据所研究的疾病病种及研究问题的特点决定。通常多以年表示。计
算时分子是一定期间内的新发病人数。但对发病时间难以确定的一些疾病可将初次诊断的时间作为发
病时间。如恶性肿瘤、精神病等。分母是可能会发生该病的人群，对那些不可能患该病的人（如传染
病的非易感者，已接种疫苗有效者）不应计人分母内。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易实现，当描述某些地区特
定人群的某病发病率时，分母多用该时间段内特定人群的平均人口。如观察时间以年为单位时，可为
年初与年终人口之和的平均人口数或以当年7月1日的人口数表示。发病率可按不同特征（如年龄、性
别、职业、民族、种族、婚姻状况、病因等）分别计算，此即发病专率。由于发病率的准确度可受很
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在对比不同资料时，应考虑年龄、性别等的构成，进行发病率的标化。发病率可
用作描述疾病的分布，它能反映疾病发生的比率，它的变化意味着病因因素的变化。常通过比较不同
人群的某病发病率来帮助确定可能的病因，探讨发病因素，提出病因假说，评价防治措施的效果。发
病率的准确性取决于疾病报告、登记制度以及诊断是否正确等。通常对某一局限范围，短时间内的发
病率常用罹患率表示。适用于局部地区疾病的暴发，如食物中毒、传染病及职业中毒等暴发流行情况
。其优点是可以根据暴露程度精确的测量发病概率。应用发病率作为指标确定疾病负担，虽然有计算
简便、结果直观、方法易于掌握等优点，但应用时也有不足之处。即发病率只能从发病的频数上反映
疾病的危害大小，却难以真实地反映疾病所致的伤残程度和持续时间，因此在其应用中受限。（二）
患病率（prevalence rate）患病率也称现患率，是指某特定时间内总人口中某病新旧病例所占比例。患
病率可按观察时间的不同分为期间患病率和时点患病率两种，以时点患病率较为常用。通常患病率时
点在理论上是无长度的，一般不超过1个月。而期间患病率所指的是特定的一段时间，多超过1个月。
期间患病率实际上是某一特定期间开始时患病率加上该期间内的发病率。影响患病率升高的因素包括
：①病程延长；②未治愈者的寿命延长；③新病例增加（即发病率增高）；④病例迁入；⑤健康者迁
出；⑥易感者迁入；⑦诊断水平提高；⑧报告率提高。影响患病率降低的因素包括：①病程缩短；②
病死率高；③新病例减少（发病率下降）；④健康者迁入；⑤病例迁出；⑥治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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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第3版)》：我国临床流行病学的创建与发展，业已经历
了20余年的艰辛旅程，对促进我国的临床医学的研究、高等医学的教育和人材培训，都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并且也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虽然具有发展同步性的特点，但仍有一
定的差距，《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第3版)》的撰写，力争在学术理论水平与方
法学上，继续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与时俱进地汲取了国际新进展的最佳成果(证据)，特别
是联系了我国的临床研究实际以及国家几个“五年计划”对重大疾病研究的某些经验，作了颇大的丰
富与更新发展，以不让同道们公认《临床流行病学: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第3版)》乃我国本学
科经典之著所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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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流行病学》

精彩短评

1、老师推荐的，建议多读几遍。
2、知道好才买的，但书皮瑟瑟的，别人买的是光的啊
3、用着很好，会伴随今后的临床生活
4、我的博士导师和任课老师同时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我还没看，但我对它期望值很高
5、agoodbookforclinicalepidemiology
6、临床研究方法的教参
7、产品质量很差，中间装订不好，一半是空的，一半是好的。中间有些纸张有褶皱。本来说是退货
，可是耽误上课。这样的书以后知道有问题就不要发。
8、有帮助，如果再详细些就好，还有部分章节提出问题，没有解答，显得不够大方。
如果不同研究方法分册详述就好，可以按需买不同分册
9、有感 临床流行病学
10、非常不错的书，读研究生时用的第二版，现在买了第三版。
11、临床流行病学
12、以后的就业方向
13、我是看评价和目录觉得内容不错买的。书中的好多语句不知是直接翻译外文书还是怎样，根本句
法就不通，看完上句连不上下句，经常搞得都理解不了。难道我的是盗版？
14、以前看同学买过，挺好，拿到手上一样好
15、很专业，临床科研绝对需要好好学习这本书。
16、值得好好学习，第三版了
17、很少写评论,但是这本书在科研上给我帮助很多,推荐买.
18、正是我所需要的，送货速度很快
19、版本很新，内容全面，是老师推荐的。
20、神作⋯⋯看不懂也得看完⋯⋯
21、最近正在学习流行病学知识，很有用
22、最近刚考完流行病，还好有它，不仅对考试很有用，更重要的是对将来写医学论文用处颇多。老
师也推荐该书。
23、在协和上课的时候，老师推荐的，必须得买啊~~真的很好！
24、非常不错，真是超值~！！！
25、老师推荐！相对临床流行病学有一系统学习，可以读这本看看，收获良多。但这本书我觉得不适
合初学者，王家良教授有写一本人卫版《临床流行病学》，大致编排与本书相似，但内容偏简单，适
合初学者。本书是那本书的升华我感觉，能实际学到一些科研设计问题。
26、老师推荐的，但是送货来的时候，书面压皱了。。。内容不知怎样，还没开始看
27、很好的入门书，需要恶补流行病基础的严重推荐
28、是临床专业的必选。。
29、书很好，做临床研究的值得买一本
30、包装稍微有破损，内容很好
31、封面有折痕和污浊，旧书貌，内容很好
32、收到到了，不错很实惠
33、全面 实用  包含科研统计卫生经济学等 很好
34、师姐推荐的，很有用
35、大致看看，没细看，不过质量不错。
36、发货速度很快，一天就到了。
37、很好，就是库存
38、临流这书真的很好，说明得很详细，是一个医学研究者值得拥有的一本书，很有用呢
39、教材可以，就是好厚啊。
40、在临床科研方面讲得内容很详细，系统，值得医学工作者和临床科研的医生们读一读。。。
41、出版时间比较久，封面有点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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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书讲的挺全面，详细，比较实用
43、王老师的书 你值得拥有~~讲的很不错，第四版已经在进行中啦
44、书中内容很具体，包含询证医学，预防医学，统计学等多方面内容，易懂
45、现在对流行病很感兴趣 看流行病的教材非王教授莫属
46、本以为是那种硬板封面，经典教材，有点失望！总体还是不错的！可能不是流行病学专业，没看
出什么经典之处！
47、作者有名，书也编的好
48、正版图书，对临床医师进行临床科研非常有帮助。
49、书的内容很好，详略得当，通俗易懂，比较全面。
50、质量挺好，值得一买！价格也比较实惠
51、上课要用的书，本没打算买，看了看觉得还不错才买的
52、非常实用的一本书，内容编排也很好，主要是临床用的很多！值得购买！
53、王家良老师的这本书很好，对科研设计和写论文很有帮助，之前买了一本，同事看见觉得好拿走
了，所以又买了一本。
54、商品不错，希望能出新的第四版。正在学习。
55、书很好，物流业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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