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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15届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纪要

郭存三　王声

　　第 15 届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于

1999年 8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意大利

佛罗伦萨市召开。来自于五大洲 77 个

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 , 会

议共收到论文 875 篇 , 参加学术交流

823 人 , 另有特邀嘉宾和专家 234 人 , 与

会人数共计1 051人。中国大陆入选论

文19 篇 , 出席代表 12 人(北京 4 人 , 上

海、陕西各 2人 ,广东 、山东 、江苏 、四川各1

人);香港入选论文6 篇,台湾省 7篇。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流行病学为了

维护健康”(Epidemiology fo r Sustainable

Health),会议内容包括了传染病流行病

学 、慢性病流行病学 、环境流行病学 、临

床流行病学 、职业流行病学 、营养流行病

学 、精神病流行病学 、老年流行病学 、生

物标志/基因流行病学 、筛检 、流行病学

方法 、生活方式与健康(疾病)、疾病负担

/趋势/模式 、生殖卫生 、妇女卫生 、健康

服务 、初级卫生保健 、卫生经济和卫生政

策等 23 个方面。

各国代表交流了近年来世界各地流

行病学研究的情况 ,主要有:

作者单位:100024 北京 ,中国丹麦医学生

物学进修生培训中心(郭存三);暨南大学医

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王声 )

　　—描述各种疾病的长期或短期趋势

及其分布特征;

—与健康(疾病)有关的环境/遗传/

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疾病负担及卫生经济学评估;

—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问题;

—流行病学在卫生服务 、初级卫生

保健和卫生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

—应用流行病学方法来分析遗传/

移民/种族差别与文化和经济的不均衡

性 ,以及与伦理学的关系;

—流行病学研究中有关证据/暴露/

危险度/效益(效果)的正确评价;

—流行病学面临的挑战。

流行病学作为一种基本方法 , 在卫

生工作的计划拟定与效率评估中所起的

作用已毋庸置疑。其重要贡献在于为解

决新老卫生问题的决策提供方法和证

据。为了使流行病学研究的结果能更为

合理和可靠 ,必须注意:

—在研究方法上的选用;

—暴露指标的设定(最好是量化);

—对危险度的恰当评价(尤要注意

可信区间的使用);

—与因和/或与果相关证据的逻辑

推断;

—效果评定的合理性等。

既要做到十分谨慎而且应尽可能合乎生

物学规则。一些学者认为巢式病例对照

研究(nested case-control study)、病例队

列研究(cease-cohort study)和多中心研

究(multi-center study)是近年来分析流

行病学的发展 ,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验

证与改良。

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 , 将

进一步加深人们对健康(疾病)本质的认

识 ,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预防方法的变

革。电磁场 、空气污染 、有机溶剂和杀虫

剂的暴露 、不安全的生产废物等危害的

持续增加 , 使环境 、遗传 、生活方式以及

与这些密不可分的经济条件 、文化水平

和健康服务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探

讨。

今天 , 福利和健康是人类所面临的

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流行病学 、人口统

计学 、经济学和伦理学等都与其相关;由

于社会背景 、文化教育 、经济基础和科学

技术水平的不同 , 人类的健康已不只是

某一专业和某一地区的问题。流行病学

在维护人类健康上将发挥重大作用 。这

些就是流行病学所面临的新挑战。

(收稿日期:199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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