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概述
	一、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概念
	二、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关注对象
	三、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学科特点

	第三节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共同方法学基础
	—、设计
	二、测量
	三、评价

	第四节 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作用和价值
	一、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作用和价值
	二、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的常见误区


	第二章 临床研究与实践问题的构建
	第一节 概述
	一、找出临床问题的重要性
	二、找准临床问题应具备的条件

	第二节 循证问题的构建
	一、临床问题的类型
	二、临床问题的提出
	三、循证问题的构建模式

	第三节 临床研究的选题与立题
	一、临床研究的特点
	二、选题与立题的原则
	三、研究选题和立题程序
	四、研究立题的评价标准


	第三章 临床研究设计的基本要求）
	第一节 随机化原则
	一、概述
	二、随机化方法
	三、随机化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 对照原则
	一、概述
	二、设置对照的意义
	三、对照的种类

	第三节 盲法原则
	一、概述
	二、盲法的分类
	三、非盲法评定

	第四节 重复原则
	一、概述
	二、样本量的估计

	第五节 临床研究的伦理学基础
	一、概述
	二、临床研究的伦理学原则

	第六节 临床研究中的偏倚及控制
	—、概述
	二、选择偏倚
	三、信息偏倚
	四、混杂偏倚


	第四章 临床研究的常用设计方案
	第一节 随机对照试验
	—、概述
	二、设计模式
	三、方案要素设计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五、注意事项
	六、优点和缺点

	第二节 随机对照试验的一些特例
	一、交叉试验
	二、自身前后对照试验
	三、基于单个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
	四、非等量随机对照试验
	五、整群随机对照试验

	第三节 其他类型的临床对照试验
	一、半随机对照试验
	二、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
	三、历史性对照试验
	四、单臂研究

	第四节 队列研究
	一、概述
	二、设计模式
	三、方案要素设计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五、应用范围
	六、优缺点

	第五节 病例对照研究
	一、概述
	二、设计模式
	三、方案要素设计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五、应用范围
	六、优缺点

	第六节 横断面研究
	一、概述
	二、设计模式
	三、方案要素设计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五、应用范围
	六、优缺点

	第七节 病例分析
	一、概述
	二、设计模式
	三、方案要素设计
	四、资料的整理与分析
	五、应用范围
	六、优缺点 57 第八节 真实世界研究
	一、概述
	二、真实世界证据的产生与应用
	三、真实世界证据的评价

	第九节 外科临床研究的一些特殊性问题
	一、外科的特殊性容易导致的一些认识偏差
	二、.外科临床研究的难点与解决方法


	第五章 医学研究证据的检索与收集
	第一节 证据资源
	一、资源分类
	二、证据资源的入选标准
	三、证据分级及其发展历程

	第二节 证据检索和文献搜集的基本步骤
	一、确定临床问题类型和构建临床问题
	二、选择检索数据库
	三、制订检索策略
	四、评估检索结果

	第三节 证据检索实例
	一、提出并构建问题
	二、制订检索计划
	三、检索


	第六章 医学研究文献的评阅与证据质量评价
	第一节 阅读与评价医学研究文献的重要性
	一、医学研究文献的特殊性
	二、阅读和评价医学文献的重要性

	第二节 阅读医学文献的基本步骤
	一、医学文献检索
	二、阅读医学文献的基本步骤

	第三节 医学研究文献的评价要素与方法
	一、确定医学研究文献评价的范畴和内容
	二、评价医学研究文献的一般原则
	三、常见临床研究类型的评价标准
	四、研究质量评价工具


	第七章 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第一节 系统评价概述
	一、基本概念
	二、进行系统评价的必要性
	三、系统评价与叙述性文献综述的区别与联系
	四、系统评价分类

	第二节 系统评价的方法
	一、系统评价前的准备
	二、系统评价流程
	三、系统评价方法

	第三节 meta-分析 89.
	—、meta-分析概述
	二、meta-分析基本过程
	三、发表性偏倚的识别与分析
	四、meta回归及其他方法学进展
	五、慎重应用与评价meta-分析结果

	第四节 系统评价的评价原则
	一、系统评价的结果是否真实
	二、系统评价的结果是否重要
	三、系统评价的结果是否能应用于我的患者


	第八章 病因与危险因素的研究、评价与循证实践
	第一节 病因与危险因素研究的意义
	一、有助于疾病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二、有助于疾病的预防

	第二节 病因与危险因素研究的概述
	一、病因与危险因素
	二、寻找病因的指南清单
	三、疾病自然史对病因学研究的意义

	第三节 疾病病因与危险因素研究的基本过程与方法
	一、提出病因假设
	二、验证病因假设
	三、验证病因/危险因素假设的主要研究方法
	四、病因学因果关联的统计学指标
	五、慎重分析病因效应的关联

	第四节 病因与危险因素研究的评价原则
	一、真实性评价
	二、重要性评价
	三、适用性评价

	第五节 循证实践及案例分析
	—、提出问题
	二、证据检索与评价
	三、实践决策
	四、小结


	第九章 诊断试验研究、评价与循证实践
	第一节 概述
	一、基本概念
	二、诊断试验研究与评价的意义

	第二节 诊断试验研究设计
	―、确定金标准
	二、研究对象的选择
	三、样本量的估计
	四、评价指标与诊断效能判定

	第三节 多项试验的联合诊断
	一、联合诊断方式
	二、独立性与联合试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第四节 诊断试验的循证评价原则与标准
	—、评价原则
	二、诊断试验的评价标准

	第五节 诊断试验证据的临床实践及案例分析
	一、构建循证诊断问题
	二、检索证据
	三、评价证据
	四、应用证据


	第十章 疾病治疗的研究、评价与循证实践
	第一节 概述
	一、治疗性研究与评价的重要性
	二、治疗性研究与评价的基本条件
	三、治疗性研究及其试验分期

	第二节 治疗性研究的设计要素及方法
	一、选择研究方案
	二、选择研究对象和样本量估算
	三、研究对象的随机化分配及设盲
	四、选择试验药物或措施
	五、试验观察指标的设置
	六、确定干预实施方法及随访观察期
	七、数据管理与统计分析

	第三节 影响治疗性研究质量的常见因素及其处理方法
	—、机遇
	二、偏倚

	第四节 治疗性研究的评价原则
	―、单个原始研究评价
	二、系统综述或meta-分析证据评价

	第五节 循证实践及案例分析
	一、构建循证问题
	二、检索证据
	三、评价证据
	四、证据应用与实践
	五、后效评价与小结


	第十一章 疾病预后的研究、评价与循证实践
	第一节 疾病预后的概念
	一、疾病预后及其研究的意义
	二、疾病自然史
	三、临床病程
	四、预后因素

	第二节 疾病预后研究中常用结局指标
	一、率相关指标
	二、中位时间
	三、健康相关生存质量及其衍生指标

	第三节 疾病预后研究设计方案
	一、疾病预后研究常用设计方案
	二、方案设计的注意事项
	三、疾病预后研究的基本步骤

	第四节 疾病预后研究的统计方法
	一、生存率和中位生存时间分析
	二、疾病预后因素的研究方法

	第五节 预后研究中常见偏倚及其处理方法
	一、预后研究中常见的偏倚
	二、偏倚的处理方法

	第六节 疾病预后研究的评价原则
	―、真实性评价
	二、重要性评价
	三、适用性评价

	第七节 循证实践及案例分析
	—、提出冋题
	二、检索与评价证据
	三、应用证据与临床实践决策16四：小结


	第十二章 临床实践指南的制定与评价
	第一节 概述
	一、临床实践指南的概念
	二、临床实践指南的作用和价值
	三、指南与临床证据的关系
	四、循证临床实践指南的网络资源

	第二节 临床实践指南制定方法与流程
	一、专家共识制定法
	二、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制定流程

	第三节 临床实践指南的评价
	一、临床实践指南的评价原则
	二、临床实践指南的评价工具

	第四节 临床实践指南应用的原则和方法
	一、临床实践指南的应用原则
	二、临床实践指南的应用技巧

	第五节 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应用案例
	一、提出问题
	二、检索临床指南
	三、阅读和评价指南
	四、应用指南
	五、后效评价


	第十三章 循证医学的个体化实践
	第一节 最新最佳临床研究证据是循证个体化实践的基础
	一、真实性
	二、重要性
	三、适用性
	四、时效性

	第二节 准确把握患者的个体化特征是循证个体化实践的基本功
	一、生物学特征及相关依据
	二、病理生理学特征及相关依据
	三、社会-心理-人文-经济特征及其相关依据

	第三节 个体化特征与证据的精准对接是循证个体化实践的成功关键

	第十四章 临床决策分析
	第一节 概述
	一、临床决策的模式
	二、临床决策的具体分型
	三、临床决策过程

	第二节 决策分析的实施
	一、决策问题的确认
	二、决策问题的结构化
	三、相关证据及信息的检索与收集
	四、确定最终结局的效用值
	五、决策树分析188 第三节 Markov模型
	一、Markov模型概述
	二、Markov模型的分析步骤

	第四节 敏感性分析
	第五节 不确定型决策
	第六节 决策分析的局限性

	第十五章 循证医学自我评价?°
	第一节 能力评价
	一、评价"提出可回答问题”的能力
	二、评价“寻找最佳外部证据”的能力
	三、评价“严格评价证据质量"的能力
	四、评价"整合外部证据与患者价值”的能力

	第二节 效果评价
	一、临床实践是否得以改善
	二、多少临床实践有证可循

	第三节 案例

	第十六章 临床医学研究项目申报书的撰写
	第一节 概述
	一、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二、临床医学研究的基本类型
	三、临床医学研究项目申请的准备

	第二节 研究项目申报书的基本内容与撰写方法
	一、项目名称及摘要
	二、立项依据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及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四、研究方案与可行性分析
	五、项目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六、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
	七、研究基础与研究团队介绍
	八、医学伦理学问题
	九、经费预算

	第三节 研究项目申报书对照检查提纲

	第十七章 临床经济学在临床科研中的应用与评价
	第一节 概述
	一、卫生经济学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二、卫生经济学在临床科研中的运用与价值

	第二节 临床经济学评价方法
	一、成本和临床结果的测量与表达
	二、成本与健康获益的测算
	三、临床经济学评价的类型

	第三节 临床经济学评价的基本步骤
	一、确定要分析的项目及要比较的方案
	二、确定经济学评价的角度
	三、确定经济学评价的方法
	四、确定资料获取的研究方法
	五、增值分析
	六、成本的确定
	七、确定结果测定的方法
	八、对发生在将来的结果和成本作贴现计算
	九、敏感性分析
	十、撰写报告

	第四节 临床经济学评价研究文献的评价

	第十八章 临床医学论文的撰写原则和报告规范
	第一节 临床医学论文的格式和撰写原则
	―、题目和作者
	二、摘要和关键词
	三、序言或引言
	四、材料与方法
	五、结果
	六、讨论
	七、致谢和其他
	八、参考文献

	第二节 临床医学论文的报告规范和投稿要求
	―、论文撰写报告规范
	二、论文投稿要求


	附表 随机数字表
	推荐阅读
	中英文名词对照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