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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21世纪老年流行病学的发展战略

于普林　　何慧德

　　老年流行病学是老年医学的一门方法学，主要涉及老年人的疾病、健康、社会生
活、心理情况等。我国的老年流行病学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
国的老年流行病学专家就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老年人生理正常值、老年人长寿原因、
老年人的多发病、常见病的分布及原因、老年人的死因、老年人的营养状态、老年人社
会生活、老年人的心理状态等进行了研究；进入90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对
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监测和登记、老年人社区疾病的综合防治研究等〔1〕。随着我国
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及学科发展的需要，1994年10月中华老年医学学会成立了老年流行病
学学组，并于1995年4月和1997年4月成功地举行了两次全国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议，表
明我国老年流行病学学科发展较快，许多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会议在总结老年流
行病学工作的基础上，明确了老年流行病学的工作任务〔2〕，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老年
流行病学工作者应怎样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呢? 
　　一、老年流行病学的战略目标及研究方向 
　　1.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老年流行病学首先就应着眼控制构成公共卫生问题
的主要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如研究和确定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
肿瘤、Ⅱ型糖尿病、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老年期痴呆、帕金森病、老年性白内障、前列
腺肥大等疾病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 
　　2.努力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老年学和老年医学的奋斗目标不仅是为了延长老年
人的寿命，更重要的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对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调查、评估，并
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是老年流行病学的重要课题。 
　　3.积极开展社区综合防治试点研究，在示范社区内建立主要老年疾病的档案，对几
种主要老年疾病进行监测，通过监测获得较准确的发病率、致残率、致死率和有关危险
因素等资料，在社区内针对主要老年疾病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进行综合防治研究。 
　　4.将现代流行病学及卫生统计学方法应用于老年医学研究，如确定老年医学的研究
重点，评价老年医学研究课题是否科学、合理、可行，对老年人用药，老年人营养品，
传统的保健方法进行科学的评价和验证等。 
　　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开展长寿调查、老年医学综合考察、老年人生理参考值
的研究等。 
　　6.积极开展老年人健康教育，老年人健康教育应包括老年人本身及其家属、基层医
护人员、高层医护人员及从事老年卫生工作的行政管理干部，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生活方
式和健康行为，积极倡导和促进健康老龄化，提高全国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水平。 
　　7.帮助卫生行政部门制订和建立老年卫生计划。 
　　二、老年流行病学的战略重点 
　　“预防为主”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贯方针，老年流行病学的研究目的不单纯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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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人的寿命，而着重于如何防止或减少老年疾病致残的发生，延长其健康预期寿
命； 如何解决老年人特殊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如何将有限的卫生资源进行合理分
配，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功能，做到低投入高产出；如何确定老年医学的研究重
点，评价老年医学研究课题是否科学、设计是否合理可行等。 
　　三、发展老年流行病学的策略 
　　老年流行病学涉及到老年医学的各个方面，实施老年医学的正确导向必需有正确的
策略。 
　　1.开发领导层。老年卫生工作的正确决策是解决许多老年问题的关键，这就要求卫
生行政管理人员真正了解我国人口老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由此给国民经济、人民
生活等各方面造成的影响，在科学决策中提高科学水平。 
　　2.强化政府职责，老年流行病学要为政府提供关于老龄化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情
况、健康状况的背景材料、分析老年人经济、文化、健康等各方面的特征。评价有关老
年人的政策和计划，并提出一整套的政策和计划，供领导层参考。 
　　3.加强老年医学防治机构的建设，建立和健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老年医学防治
机构，建立和健全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三级防治网，建立老年常见病、多发病的报告制
度。 
　　4.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的老年人医疗保健制度，把老年保健工作纳
入初级卫生保健计划中，设计多种形式的适合社区老年居民需要的社区医疗卫生保障体
系，在社区内建立社区医院、老年病门诊、临终关怀医院及病房，培训基层家庭医师及
家庭护士，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 
　　5.加强老年流行病学工作的总结和交流，定期召开全国性的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
议，在有条件时召开国际老年流行病学学术会议，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学科
的发展。 
　　6.加强老年病防治研究专业队伍的培训，在全国有计划的建立几个防治培训中心，
为各省市培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队伍，并推广有效的防治措施，同时在医学院校开设老
年医学课程，提高老年病的防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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