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探讨·

因特网对未来流行病学发展的影响

陆伟 叶冬青

不少学者认为 !" 世纪是流行病学大有作为的世纪，其

依据是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等医学前沿技术与流行病学的

不断交叉结合，传统流行病学方法的不断改进完善及新的设

计方 法 不 断 出 现，公 众 对 健 康 的 关 心 程 度 的 增 加，以 及

#$%&’$&%（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将极大地推动流行病学的进展

等［"，!］。!(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当属计算机，而计算机最伟大

的应用莫过于 #$%&’$&%，计算机的发明对流行病学的影响是

划时代的，正是计算机的应用才使流行病学中的多因素研究

分析成为可能，奠定了现代流行病学的技术基础。那么作为

计算机应用的 #$%&’$&% 又将会给流行病学的发展造成什么样

的冲击呢？我们就此问题作一探讨和预测。

一、#$%&’$&% 将成为获取流行病学专业信息的最佳信息

源［)，*］

#$%&’$&% 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资源库，从网上获取

信息已成为广大科研人员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 也

蕴藏着 大 量 的 流 行 病 学 信 息，对 流 行 病 学 专 业 人 员 来 讲

#$%&’$&%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流行病学信息库，是获取专业信

息的重要途径。从 #$%&’$&% 上获取专业信息的方法有：!从

某些流行病学专业网站上获取信息，例如国际流行病学协会

（+%%,：- - ... / 01$0&&/ 23/ 14 - 5&2 -）、世界卫生组织（+%%,：- -
... / .67/ 5$% -）、中 国 流 行 病 学 网（ +%%,：- - ... /
&,5$&%365$2/ 378 -）等；"用远程登录或文件传输从远程计算

机上（如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流行病学

专业信息；#利用因特网上的新闻组、专题讨论组、电子公告

来获取所需的流行病学信息；$通过电子邮件来获取所需的

专业信息，用户向指定的电子信箱发送一封含有查询命令的

电子邮件，邮件服务器会自动读取分析电子邮件中的命令，

自动发送给用户查询结果。例如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

心提供了两个检索分子生物学数据库的邮件服务器：’&%’5&9&
:$3;5/ $<8 / $56 / =79 和;<2>% : $3;5/ $<8 / $56 / =79 读者可以通

过基因名称、作者、关键词等途径，用 ?@825< 检索 ABC# 的基

因数据库；%通过信息检索获得所需要的信息，这是获取专

业信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检索者既可以用一些 #$%&’$&% 搜

索引 擎（如 D<%295>%2、#$E7>&&4、?F35%&、G2677、H&0532< .7’<0
>&2’36、+&2<%6 D %7 I、H&0532< H2%’5F 等，其中前 * 个是通用

搜 索引擎，后)个是医用搜索引擎）进行网站和网页的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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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进入一些专业数据库（如 H&0<5$&、M&$78&、M&$&;2$4
等）进行检索；&利用 #$%&’$&% 上的在线医学期刊来获得信

息，目前 #$%&’$&% 上已有很多医学电子期刊，而且许多是可以

免费享用的。

二、#$%&’$&% 将在疾病监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N，O］

利用 #$%&’$&% 可以建立全国、全洲、甚至全球性的疾病监

测系统，这些疾病监测系统由于 #$%&’$&% 的加入能够更快、更

准确、更 全 面 地 掌 握 监 测 疾 病 的 各 种 信 息，并 且 能 利 用

#$%&’$&% 更及时地将信息的分析结果进行反馈，从而有助于

更科学合理地制定疾病的防治策略。#$%&’$&% 已经在全世界

的多 个 疾 病 监 测 系 统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美 国 利 用

#$%&’$&% 建立了一个疯牛病的监测系统，这个系统除了用

#$%&’$&% 收集和发布信息外，还利用 #$%&’$&% 统一研究规则的

实施；P+Q 于 "JJL 年 建 立 了“R<1A&%”（全 球 流 感 中 心 网

络），将“R<1A&%”作为一种利用 P&; 技术的全球流感监测工

具，其网址为+%%,：- - 78>! / ;)&/ S1>>5&1/ E’ - R<1A&% -。由此我

们可以看出 #$%&’$&% 已成为现代疾病监测系统中重要的辅助

工具，这些疾病监测系统也由于 #$%&’$&% 的加入而更为有效

地运行。

三、#$%&’$&% 将成为重要的健康教育媒介［L，K］

健康教育是一级预防的重要措施，而利用 #$%&’$&% 可以

对公众进行各种各样的健康教育。我们既可以创建一些用

于健康教育的网页（P&; 页）供上网者浏览；也可以利用电子

公告、电子报纸、H25<5$= <5>%>（邮件发送清单）等形式发布有

关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消息；还可以利用创建网上健康教

育学校和创办网上健康教育杂志的形式对公众进行健康教

育，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目的。目前国内外有很多

网站提供健康教育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些是机构、团体创建

的，还有一些是个人创办的，它们既为专业人士所引用，也对

普通公众开放，通过这些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医学方面的问

题，因此也可以影响受教育者的行为。德国 ?’<2$=&$ 大学的

“在线皮肤病学图谱”网站就是为了对居民进行健康教育，对

本科生及其他皮肤病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而创办的一个网

站，这个网站在 #$%&’$&% 上已有较大影响，每天有上万名感兴

趣者去访问，该网站还可用来进行皮肤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网址为：+%%,：- - ... / 0&’82/ 8&0/ 1$5@&’<2$=&$/ 0& -。T2%7 等

人的调查发现利用 #$%&’$&% 对恐惧症患者进行的心理健康教

育，可以使患者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并促使患者去看心理医

生。

利用 #$%&’$&% 进行健康教育具有及时、方便、灵活、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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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生动多样、覆盖面广等许多传统健康教育方式所不具备

的优点。

四、!"#$%"$# 将成为巨大的病例来源库［&，’(］

现在 世 界 上 很 多 医 院、研 究 所 和 诊 所 都 已 接 入 了

!"#$%"$#，还有许多病人本身也上网，因此 !"#$%"$# 上有极其

丰富的各种疾病的病例资源，这就为流行病学研究的病例收

集，尤其是罕见病的病例收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另外，由

于 !"#$%"$# 的分布极广，所以在一些世界性的大范围调查中，

必须使用 !"#$%"$# 来收集研究对象。!"#$%"$# 也为一些特殊

人群调查的对象收集提供了方便。)*+,""$-- 等人在一次罕

见病的研究中，利用 !"#$%"$# 等途径收集血色素沉着症的病

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0-$% 等报道，用 !"#$%"$# 收集罕

见病急性辐射综合征用于研究获得成功，现 123 放射医学

急症与网络辅助中心已建立了一个信息系统，专门负责收集

这方面的信息和病人资料。

五、!"#$%"$# 将成为发布疫情公告的主要媒介之一［’’，’4］

各级卫生部门可以利用电子公告、电子新闻等形式定期

在 !"#$%"$# 上发布有关疾病的流行疫情公告，比如艾滋病、流

感、霍乱、婴儿腹泻等疾病的疫情公告。这样既可以使行政

部门及公众了解有关疾病的疫情动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

施；也利于不同的地区之间进行疫情动态交换，确立疾病预

防重点。另外，还有许多机构用 !"#$%"$# 来发布爆发疫情，这

些机构包括国家性的、地区性的、营利和非营利性的企业，以

及一 些 国 际 性 组 织 等 等。由 美 国 科 学 家 联 盟 所 提 供 的

5%,)6+789/- 服务已有 ’:( 多个国家的’; (((多个 6789/- 定

户，5%,)6+789/- 在收到有关人、动植物的感染性爆发的信

息（从官方、媒体、用户、网络等处获得）后，立即免费发送给

订户。日本在 ’&&< 年 3’;= 大肠杆菌爆发后，专门设立了一

个网站介绍这次爆发的情况，以及 3’;= 的其他爆发案例和

背景资料、研究进展等。

利用 !"#$%"$# 发布疫情公告时效快、涉及面广、影响大，

这些都是传统的疫情公告方式所不及的。

六、!"#$%"$# 将成为传播 >获取流行病学分析软件和新研

究方法的重要的途径［’?，’:］

现代流行病学研究通常涉及到很多因素，而多因素研究

的分析需借助一定的流行病学分析软件或统计软件包，另外

在一些特殊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或者

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在 !"#$%"$# 应用以前，这些软件或方法

的获取 >传播是很困难的。现在大多数流行病学分析软件和

统计软件包都可以通过 !"#$%"$# 来获取（其中大多是免费的，

有一部分需付费），还可以从网上获取一些最新的或特殊的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29%@9A$ 等人的调查发现，在 !"#$%"$# 上已有上万个网站

可以免费提供 6B/ !"C, 、6B/ )9B 等流行病学分析软件，自从

’&&: 年以后，这些软件的传播 >获取有 <<D是通过 !"#$%"$#
实现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还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名

为 +,6B/ 的软件，专门用来介绍 6B/ 软件的使用方法和实例，

其网址为2##B：> > EEE F *0*F A,G >，在“5H@-/*9#,"I，I,C#E9%$ J
3#K$% 5%,0H*#I”的超链接下。L9%-,E 等人编制了一个用于病

例队列研究的 MNM 分析程序，可以在网站2##B：> > -/@F I#9# F
*8HF $0H > A$"$%9- > %,@BK%$A 中直接免费下载。O9"0%P 介绍了

专门 为 烧 伤 意 外 伤 害 研 究 者 设 计 的 一 种 再 抽 样 技 术

（%$I98B-/"A 8$#K,0），可以在2##B：> > EEE F I#9#/I#/*IF *,8 >上
获取。+HB,"# 编制了一个用相对危险度来估计绝对危险度

的程 序，可 以 通 过 文 件 传 输 来 获 取（Q#B：> > C#BF G9"0$%@/-# F
$0H > BH@ > @/,I#9#）。另外，MRNRN、MNM 等统计软件都可以从

网上升级或购买。

七、!"#$%"$# 调查正在成为流行病学调查方式之一［’;，’<］

4( 世纪 &( 年代末上网用户已有几亿，预计到 4((; 年上

网用户将有 ’( 亿，覆盖人群将达到 4( 亿至 ?( 亿。!"#$%"$#
的技术也日趋成熟，功能正日趋完善。!"#$%"$# 技术的不断

发展以及上网人数的不断增多，已使流行病学和其他医务工

作者利用 !"#$%"$#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成为可能，调查者可以

将调查表及填写说明等用 6789/- 发给调查对象，调查表完成

后再用 6789/- 寄回；也可以将调查内容制成网页，由访问该

网站的对象自行填写。

现在欧美的一些调查者已开始利用 !"#$%"$# 进行流行病

学调查。与传统的流行病学调查方式（如信访、面访、电话访

问等）相比，用 !"#$%"$#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具有许多优点：!
实施容易，节省人力物力；"价廉、结果反馈迅速，!"#$%"$# 调

查的花费只有信访的 ’ > ?，而反馈速度则比信访快好几倍；#
不受时间限制，调查对象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候完成调查；

$不受地点的限制可进行多国家、多地区、多中心的流行病

学调查；%超文本语言可以创建直观的、智能化的交互式界

面，使调查更为生动，提高受调查者的兴趣；&可以建立实时

资料评价系统，以保证从网上返回的调查资料准确、完整；’
可以自动进行资料汇总，并能将网上的调查结果直接用有关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当然利用 !"#$%"$# 进行调查也存

在一些不足：!许多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未能上网，给调

查对象的选择带来了较大局限性；"较难得到调查对象的 67
89/-地址；#利用 !"#$%"$# 调查时的应答率可能会比传统方

式低；$利用 !"#$%"$# 进行调查时的随机抽样问题及质量控

制较难解决等等，这就决定了目前 !"#$%"$# 调查仍不能替代

传统的调查方式，但随着 !"#$%"$# 的不断发展，网民的不断增

加，预计 ; S ’( 年后，!"#$%"$# 调查将成为一种重要的调查途

径。就目前而言，在合适的情况下、针对适当的调查对象，

!"#$%"$# 是一个快速、经济、高效的调查工具。

八、利用 !"#$%"$# 进行流行病学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医学科研人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学术交流对于研究工作

起着重要作用。以往学者间的交流主要依靠参加学术会议

或个人通信方式来进行，而现在专家们可以通过 !"#$%"$# 很

方便地进行信息交流、学术交流。流行病学专业人员也可以

通过 6789/-、T$EIA%,HBI 和创建自己的 1$@ 页等方式进行专

业信息和学术交流。通过 !"#$%"$#，世界各地的流行病学家

·U(?·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4((’ 年 U 月第 44 卷第 : 期 VK/" W 6B/0$8/,-，NHAHI# 4((’，X,-F 44，T,F :

 



可以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实验室协同攻克同一个课题，就

如同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科研人员利用 !"#$%"$# 进行科研

的合作、结盟将成为合作科研的一种新形式。

!"#$%"$#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还有很多，例如利用

!"#$%"$# 进行流行病学专业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利用

!"#$%"$# 来开展循证医学中的证据收集等。

流行病学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注重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

发展，因此流行病学必须紧跟时代潮流，紧密与科学发展的

最新成果相结合，只有这样流行病学才能永远充满活力。如

果说计算机的应用奠定了现代流行病学多因素研究的技术

基础的话，那么 !"#$%"$# 对流行病学发展的影响和促进将是

全方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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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

一些重要的流行病学相关网站

用于信息检索的网站

& +通用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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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9>//！
=##0：!OOO + 49>//+ 7/2

E +医用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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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793 [9#%(_ 即医源

=##0：!OOO + 2$129#%(_ + /%)
D +常用免费 [$13("$ 检索的网上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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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网址均由作者在 EUU& 年 B 月 B 日核实，此后网址若有变动请注意网址变更的公告）

（陆伟 叶冬青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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