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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ay流行病学的特点：近年来，“Lay Epidemiology”

在欧美的流行病学研究报告中频频出现。对于潜在的公共

卫生危机，单纯依靠流行病学研究结果而制定防制措施，并

不能完全有效阻止疾病发生。Hernberg认为，某些带有很强

主观性的观点和流行病学研究的偏性，有时会导致假阴性结

果，依此采取的防制措施，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降低民众对

专家的信任，影响民众健康，也会浪费科研资源和卫生资

源。为减少假阴性结果，在缺乏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时，“外

行”(非专业人员)通过观察总结，采取有效的防制措施“】。

例如18世纪Ports通过临床观察发现煤烟暴露与阴囊癌的

联系；通过美国某化工厂初级保健医师上报的病例，发现氯

乙烯单体暴露与肝癌、肝血管肉瘤有关；20世纪初Legge运

用码头工人的经验(健康受损与工作中接触坚硬木材有关)

发现职业病。“外行”的发现常领先于专家的调查进度乜】。

通常，当灾害发生时，非专业人员往往积极采取行动和收集

大量病因证据，以期引起政府和科研人员的支持，及时采取

措施。近年来，特别是在防制SAILS和AIDS中，Lay

Epidemiology被得以广泛应用b】。

1989年Brown提出，Lay Epiderniology是一个由非专业

人员汇集统计学方法和其他公众可及的信息进行病因分析

的过程，希望改变专家的某些既定看法和制定更有效的措

施，加深专家对疾病流行的理解。英国Sheffield大学的

Allmark和Todt引认为：Lay Epidemiology是一个用来描述非

专业人员认识和解释危险程度进程的术语，源于为避免公众

对公共卫生专家提供的各种健康危害的评估结果和防制措

施指南所持的怀疑态度，所以专家和政府应重视“外行”的意

见。Hunt和Emsile认为专业和非专业人员是从两个截然不

同的角度解释灾害原因，在当前流行病学发展的同时，非专

业人员也在学习和进步睁'“。Lay Epiderniology关心的是从

病因学方面寻求疾病三间分布异常的原因，解释及预测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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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和疾病分布的趋势h】。如美国马萨诸塞州居民曾发现

白血病聚集现象，由此推动了政府采取措施和专家的介入调

查，并促使相关公司的赔偿忆】。

有学者将Lay Epidemiology译为常民流行病学、通俗流

行病学或大众流行病学，但笔者认为Lay Epidemiology尽管

具有外行的、非专业流行病学的含义，很难用准确的词表达

其含义，如同Meta分析一样，还是将Lay Epidcmliology称作

Lay流行病学为宜。

Lay流行病学基本特点：①非专业人员的参与性¨1；②非

专业人员和专业研究人员的平等协作性和联合性；③非专业

人员和专业人员共同学习和积累新知识的过程；④系统开发

和建设地方保健能力；⑤能提高非专业人员对健康生活的掌

控能力；⑥实现科学研究和采取措施间的平衡关系。

Lay流行病学起到知识与行动间的桥梁作用。通过健

康教育，把研究成果告知非专业人员，以降低健康研究和健

康教育间的不平衡。社会行动和措施，是Lay流行病学与传

统流行病学最大的差异阳“⋯。非专业人员从熟悉的事件中

提取大量信息，要快于传统流行病学家的速度。Lay流行病

学可用于快速评估突发事件的危害，为决策者提供防治措

施信息⋯1。

2．Lay流行病学实施步骤及优缺点：Lay流行病学的实

施步骤视具体情况而定，包括①“外行”对突发事件的观察；

②推测病因假说；③收集病例和绘制分布图；④寻求科研机

构的研究意向；⑤“外行”组织寻求社会和信息支持，吸引媒

体的关注，联络其他受害者群体；⑥最终引起政府的介入和

流行病学专家实施研究；⑦通过专家和“外行”的协作研究，

最终证实病因联系；⑧通过“外行”诉诸法律促使相关单位承

担责任和采取措施；⑨用所获得的科学证据向政府证实病因

联系，并呼吁政府机构的重视与支持；①持续参与清除、监控

可疑危险因素，参与官方调查，寻求各界的关注与合作“”。

Lay流行病学的优点：①可获得充分、全面的资料；②实

施起来方便、经济，可分享“外行”总结的知识【63；③采用参与

模式，多为解决“外行”关心的问题而组织的研究，目的清晰，

信息开放，非专业人员主动参与，无知情同意问题，推动健康

教育的发展和落实“列；④具有参与的积极性和无害性；⑤预

警性，能识别和预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可疑事件，不坐等

灾害的降临；⑥建立起专家和“外行”的信任；⑦提高数据的

质量和数量，与研究单位合作，研究设计、实施、分析真实可

靠“¨；⑧发展新的研究课题；⑨将研究结果应用到制定相关

措施的行动；⑩能评估流行病学调查性能，常用于补充和检

测其他方法。其缺点为：①缺少特异、定型的研究方法，培训

和资料收集缺乏专业指导，缺乏严密性；②由于缺乏资料的

 



科学收集渠道，样本含量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研究结果

过于粗略，暴露剂量、时间和效应不确切；③缺少其他人群的

效应信息资料，缺乏试验研究证据和资料的分析检验，病因

关系未被证实；④研究对象多是随机的或是突发的事件，用

语欠规范和访谈真实性欠佳，仅对感受和主观症状进行分

析，易受到专业人员的抵制和忽视，也常常因为缺乏资源和

资金而受阻；⑤不适用于不采取行动措施的研究项目。

3．Lay流行病学和传统流行病学结合的应用原则：Lay

流行病学和传统流行病学的协作，能形成合理和不断发展的

知识形式。不同人群拥有不同的知识形式和内容，这与其朝

夕所处的具体环境和经验有关系。有时，专业人员的检测与

“外行”的认识相悖【91。传统流行病学和Lay流行病学相结合

的理想研究方式是先由非专业人员识别需研究的问题，然后

邀请流行病学家参与研究，同时流行病学家邀请非专业人员

来参与研究计划的设计，共同拟定计划。可由非专业人员实

施问卷调查和访谈D’，最后由流行病学家分析资料和发表研

究结果。

Lay流行病学多是研究被低估了的危险因素，效仿官方

和国际机构的调查表进行研究，结果交由与非专业人员合作

的科研单位分析n“。重视看似简单的资料信息的收集，力求

资料全面、及时、充分、详细。Lay流行病学作为新兴研究方

法，利弊同存，只有与传统流行病学很好的结合，才能更好的

发挥其作用“”。

与传统的流行病学相比，Lay流行病学更具创新性和灵

活性。Lay流行病学采用PAR．(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CBPR(community based participatory research)等

模式““。不孤立看待危险因素，而是融人背景研究。如社区

人群缺少运动，不仅与运动因素有关，也与是否有运动场地

和治安状况有关。Lay流行病学着眼社区人群水平，考虑

社会和经济因素等，已被专家逐渐接受，利于维护健康、促

进健康教育和探索病因拈】。在美国有20篇研究CBPR模式

的文章“71，其中一半以上是由“外行”发起，多项研究得到美

国官方的资金支持，重视“外行”提出的观察结果、假设和措

施建议，取得了更好的行动效果。

综上所述，Lay流行病学对于流行病学科的发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有预警和促进人群健康的功用，能有效获取多方

面的大量资源，及时向政府和科研机构报告已知或未知疾病

的发生信息，扩充已知疾病的未知病因。在调查健康危险因

素和研究病因相关关系的研究中，是一种研究危险因素的工

具，又是一种促进采取措施维护健康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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