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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流行病学———流行病研究的新领域

曲成毅

医学模式的转变促使流行病学家对社会和心理

因素与人群健康或疾病的关系发生浓厚兴趣。一门

新兴 的 流 行 病 学 分 支———社 会 心 理 流 行 病 学

（!"#$%&"&$’() *!’+*,’&)&-#）逐渐形成。

一、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的现状

. /定义的发展：从 .01. 年 )* 2’$%*，3’)4*5［.］提

出社会心理流行病学概念至今，67 多年来，研究者

们对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的目标与方法逐步形成

共识，正如美国流行病学家 8(")［9］的解释：社会心理

流行病学主要是采用流行病学手段研究人群健康状

态和社会心理因素关系的一门流行病学分支。人群

中不良社会心理现象可能是各类因素导致的最终结

局，即流行病学研究的因变量，也可能是造成其他疾

病流行的中间环节，如同分子生物学在分子流行病

学中的地位一样把社会心理现象作为病因探索中的

自变量［6］。社会心理流行病学中探索的社会心理因

素超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范畴，前者所谓的社会心

理因素指心理现象的人群特征，表述为 !"#$%&"&$’()
:($;&5"，而后者关心的是个体或若干个体在特定社会

生活条件下心理活动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表述为

"&$’() !"#$%&)&-#。为防止概念上的混淆，国内有人将

前者译为心理社会因素或心理社会流行病学。笔者

认为：为强调心理现象的社会性，用社会心理流行病

学表述似乎概念更加贴切。

与社会心理流行病学几乎同时出现的行为流行

病 学（<*%(=’&5 *!’+*,’&)&-#）、社 会 流 行 病 学（"&$’()
*!’+*,’&)&-#）等在研究的内容与研究手段都和社会

心理流行病学既相互重迭，又各有侧重。行为流行

病学采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行为与人群疾病和健康

关系，由于人的行为是复杂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行

为的前身应当是认知、态度、意识和动机，因此，社会

心理流行病学研究的内容应当是行为流行病学的前

驱［6］。社会流行病学旨在探索在社会结构中人际

关 系在疾病流行中的作用。“医学社会学”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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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都主要采用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手段，前者

偏重于医学的社会活动，研究社会环境、社会行为、

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评价等在医学上的表现，

后者主要探讨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研究

社会因素对疾病的转归、诊断、治疗、康复以及预防

的作用。由于社会特征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特征，

所以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又是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

的先导［>］。

9 /研究方法的特殊性：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的研

究综合心理学、社会学、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和

其他类型研究不同的是：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社会心

理流行病学研究的是一种建立在概念水平上的变

量。例如，一位研究者假设高度恐惧导致溃疡病的

增加，在心理学辞典中，找不到关于“恐惧”的精确定

义，但在研究时，他必须给出一个典型恐惧的清晰图

象。比如把恐惧确定为来源于某一已知原因预期的

危害和痛苦所产生的内在感觉。困难的是，他必须

建立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中被试能从一个已知的

资料来源中预期到危害，而这种自身感觉到的危害

能够以量化指标客观测定出来。心理和行为障碍的

分类是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的棘手问题。由于诊

断和分类标准的不同造成不同地区调查结果无法比

较使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利用率大大下降。

目前各国较多采用美国精神疾病与诊断手册第四版

（?@3A!）及国际疾病分类 BC?A.7 制定的标准。我

国则采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

（CC3?A6）。由于轻型患者的判定不同，研究者掌握

尺度差别较大，许多跨国跨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仅

比较重型患者［D］。

当前国内外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最具特色的

方法和技术包括：（.）现场观察和现场调查：前者围

绕某一群体的活动进行系统观察，以获取的数据作

出结论，后者针对人群的认识、能力及情绪、动机、需

要等心理状态，运用问卷、量表、谈话等方式进行调

查，收集材料并加以分析归纳，目前国内大多数研究

属于后者。问卷调查是此类研究的重要手段，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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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有自填式和访问式，前者包括报刊问卷、邮政

问卷和发送问卷等；（!）档案研究：收集既往历史上

所记载的某人群心理活动资料加以分析，找出其社

会心理活动的规律。档案研究实质是一种广义的调

查研究，所不同的是：研究所基于的数据及资料是档

案记载的历史材料，包括文件、记录、电影、录像、录

音、图片等现成的资料。由于这些资料经有关人员

加工而成，研究开始时首先要确认资料的完整性和

真实性；（"）实验研究：在控制条件下有目的地操纵

某个因素，观察或测量被试验者心理效果和影响。

当今的实验研究主要通过行为测量推测心理活动，

包括感知觉、记忆、言语思维、本能动机、情绪情感、

人格、意志行为等的测量及评价。具体方法包括实

验室试验、现场试验及模拟试验等类型。现场试验

是社会心理流行病学实验研究最多采用的手段，它

是在自然状态下控制条件进行试验，对由此发生的

相应心理变化进行分析研究。现场的选择有基于社

区（#$%%&’()*+,-./0）和基于人群（1$1&2-)($’+,-./0）的

研究两类，观察某一社会心理现象导致人群健康状

况发生变化需要在一个现场观察较长期间，目前此

类纵向研究的报告尚不多见；（3）相关研究：收集某

个领域大量资料分析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之间有无

必然的内在联系，资料可以来源于调查或观察，也可

来源于历史档案。采用这种方法可以在较短时间发

现大量社会心理现象与人群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

系，能使我们研究那些不适于使用实验性方法的问

题。比如人口拥挤对人群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只能

采用相关法，比较不同人口密度的城市精神疾病患

病率之间差别的现场调查就成为达到上述目标唯一

研究手段；（4）心理测量：心理测量是依据一定的心

理学理论，使用一定的操作程序，对人的心理特征进

行量化评价。某些测定最高行为（能力，学绩），另一

些测定典型行为（人格），测验的性质有构造测验（刺

激或受试者的任务明确）和投射试验（问题模糊，反

应不定）等。由于大多数心理现象的定义均不十分

明确，相同刺激物在同质个体中又可能产生完全不

同的心理反应，研究者对心理测量结果的信度及效

度极为关注；（5）多元统计分析技术的运用：因子分

析的广泛应用不但推进对智力结构理论、人格理论

及智力测验、人格测验方法的发展，也促使研究者采

用多元统计分析技术对调查结果进行多因素分析。

特别是 !6 世纪 76 年代初美国软件人员为社会科学

研究 统 计 分 析 研 制 成 功 大 型 统 计 学 软 件 8988

（8)-)(.)(#-2 9-#:-;/ <$= )>/ 8$#(-2 8#(/’#/），社会心理流

行病学工作者可以通过许多复杂的统计运算获取更

多的信息。

二、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方兴未艾，无论从研究

目标及研究方法均有巨大发展空间。预计今后的研

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会受到高度重视。

? @ 现场调查资料的真实性（A-2(0()*）：由于某一

心理现象的确定一般需经繁复的测量过程，在大面

积人群中调查时常常采用由简到繁多级筛查的程

序，每一级筛查指标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最终结果

均会产生影响，对三阶段以上筛查程序总灵敏度和

特异度的精确计算及对最终测量值的校正是流行病

与卫生统计学工作者努力探索的课题之一。

! @心理测量值的高变异性：采用何种适宜的指

标对测量分数的真变异数（包括与测量目的有关的

和无关的变异数）与总变异数（实得分数的变异数）

进行测量及评价？目前使用的构想效度、内容效度

评定方法本身是否有效？心理现象自身真正的变异

和采用测量题目测量的变异之间精确关系如何？

" @心理测量的公平性：研究者注意到采用同一

标准化的量表对不同人群测查不尽合理。目前国内

使用的各类量表相当多数来源于西方国家，虽经修

订但仍不适用于中国广大农村。设计对不同人群均

一公平的量表，研制适合老、少、边、穷地区心理测量

工具及量表成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社会心理流行病学

研究的重要内容。

3 @如何控制受试者反应态度（反应心向）对心理

测量结果的影响，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是社会心理流

行病学研究特别重视的问题。性病艾滋病流行病研

究中敏感问题的调查已经成为深入研究的主要障

碍。

4 @探索社会心理现象与疾病及健康之间的生物

学联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内容。随着研究的深

入，人们并不满足对使用量表测定结果与人群疾病

（健康）间因果关联的分析。打开心理+行为+疾病

（健康）间的黑匣子成为社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者孜

孜追求的课题之一。作为探索各种心理活动生理机

制的学科———生理心理学（1>*.($2$;(#-2 1.*#>$2$;*），将为

这一方向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分子生物

学技术在阐述这一机制中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5 @ 对 健 康 教 育 知 识+态 度 B信 念+行 为（ :’$C+
2/0;/，-))()&0/ B ,/2(/<，1=-#)(#/）模式中多因素作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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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知信行模式广泛运用于预防医学的行为干预，

目前的研究停留在通过知识和学习改变信念和态

度，对产生促进健康行为，消除危害健康行为等行为

改变过程缺少纵向研究资料支持，特别是知识、态

度、行为之间必然的因果关联尚缺乏生物学及流行

病学的证据。

! "现代认知心理学理论及方法更广泛应用于社

会心理流行病学研究。传统研究的感觉、知觉、记

忆、判断、推理、思维、问题解决及言语运用等认识过

程用人脑对外界信息的接受、加工、存储的过程取

代，由此产生新的实验研究方法。控制论、信息论、

系统工程、数理逻辑、模糊数学、运筹学等理论和观

点将更多地运用于对心理实验结果的推理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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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DAADBADBDA）

（本文编辑：尹廉）

·短篇报道·

济南某部队人群甲型肝炎前瞻性调查

杨占清 刘运喜 王宏伟 孙海龙 邢瑞云 郭进清 王明连 于晓敏

甲型肝炎（甲肝）是严重危害部队指战员健康的疾病之

一，为了查明部队病毒性肝炎尤其甲肝实际发病率及其特

点，于 #??@ 年 # 月开始在某部进行甲肝前瞻性调查，结果报

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以整群抽样方式在山东地区野战部队

中，抽取两个有代表性的部队（甲、乙部队）为观察对象，收集

#??@ 年 # 月至 DAAA 年 #D 月肝炎疫情，并深入部队医院与基

层团队核实疫情以及收集相关资料，计算发病率和漏报率。

患者按诊断标准确诊，每例患者用统一的个案调查表由专人

负责进行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抽取急性肝炎病人血

清，X DAY贮存备检。血清学检测时逐人核对血清与个案调

查表，剔除非急性肝炎血清，由专人盲法用统一的检测方法，

用同一批号试剂，在同样的条件下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抗B+HG M6,、M6Z。抗B+HG M6,、M6Z 试剂盒由南京军区军事

医学研究所生产。

D"结果：肝炎发病率见表 #。C 年肝炎漏报率为?"D@[，

其中甲肝漏报率为#L"L![，乙部队漏报率（#O"JC[）高于甲

部队（!"DJ[）。流行病学特征：在观察的甲、乙部队中，肝炎

发病率分别为A"JO\ ] #"A!\和A"LA\ ] #"A!\。甲肝发病

率甲 部 队（A"DD\）高 于 乙 部 队（A"#C\），差 异 无 显 著 性

（!
D ^ A"D@，! _ A"AJ）。肝炎发病率干部（#"L@\）明显高于

基金项目：全军“九五”指令性课题基金资助项目（卫科训字第

#JA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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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杨占清、刘运喜、王宏伟、孙海龙、王明连、于晓敏）；济南铁路局中

心卫生防疫站（邢瑞云）；!#@OJ 部队医院（郭进清）

战士（A"?A\）（!
D ^ !"L@，! ‘ A"A#）。肝炎全年各月均有发

病，D ] O 月发病数多于其他月份，其中甲肝也以 D ] O 月发病

数较多（占 JA[以上），且甲肝流行形式主要为散发。

表! 某部 #??@ ] DAAA 年病毒性肝炎发病率（\）

年份
病毒性肝炎

病例数 发病率

甲型肝炎

病例数 发病率

甲肝 a肝炎

（[）

#??@ @@ #"A# #D A "LD @L "@L
#??O #J A"CD D A "## #@ "@@
#??J #L A"C# D A "#A #D "JA
#??L #J A"!J D A "#A #@ "@@
#??! #@ A"LJ # A "AJ ! "L?
#??C #@ A"LL # A "AJ ! "L?
#??? C A"JJ D A "#O DJ "AA
DAAA J A"@O # A "A! DA "AA
合计 ##C A"C# D@ A "#L #? "O?

@"讨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观察的部队中肝炎发病

率在#"AA\左右，均未超过规定指标（#"JA\），其中甲肝发病

率呈逐年下降趋势，所占比重波动在!"L?[ ] @L"@L[之间，

表明部队全面落实全军除害灭病规划等工作，对预防肝炎起

着积极的作用。在所调查的部队中，近年肝炎漏报率较文献

报告低，而且该部队 #??! 年始无漏报者，这可能与军区和各

级部门强调疫情报告制度有关。部队人员高度集中，接触密

切，饮食、个人卫生制度不落实，以及与地方的密切交往等较

易导致肝炎特别是甲肝的发生或流行，所以对甲肝的防治不

容忽视。鉴于我国目前已有甲肝疫苗批量供应，如能针对部

队易感者进行疫苗接种，可有效控制肝炎对部队的危害。

（收稿日期：DAA#B#ABDA）

（本文编辑：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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