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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中统计表栏目规范设置１例
颜廷梅　任延刚　夏志平
（中国实用医学杂志社，１１０００１，沈阳）

摘　要　针对医学期刊中常见的论文统计表栏目位置及栏目
设置不当等问题，以有关国家标准为依据对其进行科学性及规

范性分析。认为只有规范地设计统计表栏目，才能使它科学、

简洁、自明。

关键词　医学期刊；统计表；栏目；标准化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ｔａｂｌｅｓ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ＹＡＮＴｉｎｇｍｅｉ，ＲＥＮＹａｎｇａｎｇ，ＸＩＡＺｈｉｐ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ｏｆ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ｅｍ ｃｏｌｕｍｎ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ａｂｌｅｓ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ａｒｅｑｕｉｔｅ
ｃｏｍｍｏ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ｔｈａｔｔａｂｌｅｓｃｏｌｕｍｎ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ｃｏｎｃｉ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ｔａｂｌｅ；ｃｏｌｕｍ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１０００１，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科技期刊中的统计表具有撇开正文内容而只通过

表格系统本身就能反映其所应包含正文内容的功能，

因此，表格一定要有自明性［１］。统计表是否具有自明

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计表中栏目的设置是否合理。

目前，多数医学期刊论文中的统计表栏目设置因欠规

范而不具有自明性。笔者举例分析如后，供编辑同人

参考。

１　栏目设置及其规范化

１１　栏目的位置与作用　在医学期刊中，统计表的编
排将研究项目作横栏目，将观察指标作纵栏目，此表达

形式是在实践中俗成的。其目的一是方便总结和统

计，二是方便读者阅读。在既往使用的卡线表中，通过

左上角“栏头”明确其位置［２］。

三线表代替卡线表以后，栏头已不再使用，虽然三

线表不用文字明确横栏目和纵栏目，但横、纵栏目位置

上的内容不变。其正确的使用方法是，在不失自明性

的前提下，栏头的位置只能用来表达横栏目，不能用于

表达纵栏目和表身［３］。

１２　栏目的规范设置　为明确统计表中栏目的编排
位置，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作了规定：统计表编排，一般
是内容和测试项目由左至右横读，数据依序竖排［４］。

就是说，将研究项目作横栏目，在科技期刊统计表中称

为主项；将观察指标作纵栏目，称宾项（也有称为谓项

的）。从具体内容看，横栏目可以是受试对象或处理

因素，纵栏目一般为受试对象统计项目或处理因素的

实验效应。

在统计表中，主、宾项的编排必须是主项在前，宾

项在后，横读是一句话，竖读是比，绝不可以主、宾项颠

倒，见例１（表１）。

表１　２组年龄与体质量指数资料比较

性别 平均年龄／岁 体质量指数

男（４０例） ３２ １８．３４
女（４２例） ３４ ２４．４６

表１的栏目编排符合 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的要求。
主项（研究对象）是不同性别的人（受试对象），宾项

（观察指标）是年龄与体质量指数（实验效应）。横读

该表内容是２个完整的句子：１）男性４０例，平均年龄
３２岁，体质量指数１８．３４；２）女性４２例，平均年龄３４
岁，体质量指数２４．４６。竖读是年龄与体质量指数资
料的比：１）男性与女性的平均年龄分别是３２岁和３４
岁，直观可见相差无几；２）男性和女性体质量指数分
别为１８．３４和２４．４６，似说明该年龄段的女性比男性
肥胖。

如果将该表的主、宾项倒置，勉强说在年龄方面的

不同性别的比和在体质量指数方面的不同性别的比虽

然也能读明白，但既不方便阅读和比较，也不规范。

２　栏目设置常见问题及编辑加工

　　统计表的主项与宾项混杂的情况多种多样，或主
项中混杂宾项内容，或宾项中混杂主项内容，见例 ２
（表２）。

阅读表２的第一感觉是难懂，而难懂的表肯定有
问题。笔者对有问题的统计表的编辑加工经验是首先

判断栏目编排是否合理。表２横栏目内３个分组是本
研究的受试对象，作为主项是对的，但每组中的“治疗

例数、危险事件、死亡及心源性死亡”则为实验效应

（是研究的观察指标），属宾项内容，应放在纵栏目中。

那么，按此来加工是否可以呢？见改后表（表３）。
分析编辑加工后的表３仍不顺畅，虽然横读尚念

得通，但２种不同处理方法则不是上、下比。分析发
现，置于纵栏目中的不完全再血管化和完全血管化是

不同的处置方法，属实验研究的处理因素，不属观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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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治疗策略结果比较

分组 不完全再血管化 完全再血管化

无危险因素组（６６例）
　治疗例数（例） ３６ ３０
　危险事件（例（％）） １２（３８．２） ７（２８．６）
　死亡（例（％）） １（２．９） １（３．６）
　心源性死亡（例（％）） １（２．９） １（３．６）
心功能受损组（６１例）
　治疗例数（例） ４７ １４
　危险事件（例（％）） １３（２７．７） １（７．１）１）
　死亡（例（％）） １６（３４．０） １（７．１）２）
　心源性死亡（例（％）） １４（２９．８） １（７．１）
心功能不全组（２４例）
　治疗例数（例） １５ ９
　危险事件（例（％）） １（６．６） １（１１．１）
　死亡（例（％）） １０（６６．７） ２（２２．２）２）
　心源性死亡（例（％）） ９（６０．０） １（１１．１）２）

标。在纵栏目中因主、宾项混杂，造成２种方法不能直
观比较。于是，该表不得不进行再加工（见表４）。

分析编辑加工后的表 ４，横读成句，竖读方便比
较，可谓简洁、规范，具有自明性。

３　讨论

　　表格设计应科学、明确、简洁和自明［５］。统计表

的自明性体现在表自身的独立性和自含性［６］，即一个

好的统计表不需解释（需加表注者除外）即可自明。

同样，一个很难被读懂的表肯定欠规范。如表２，不具
自明性，读起来生涩难懂。不具自明性的表，多数原因

是统计表的栏目设置不当。

对栏目设置不当的表的编辑加工，首先是要明确

作者制表的意图和表在文章中的作用，是展现论文中

表３　不同治疗策略结果比较

分组
不完全再血管化（例（％））

治疗 危险事件 死亡 心源性死亡

完全再血管化（例（％））
治疗 危险事件 死亡 心源性死亡

无危险因素组（６６例） ３６ １２（３８．２） １（２．９） １（２．９） ３０ ７（２８．６） １（３．６） １（３．６）
心功能受损组（６１例） ４７ １３（２７．７） １６（３４．０） １４（２９．８） １４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心功能不全组（２４例） １５ １（６．６） １０（６６．７） ９（６０．１） ９ 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１）

表４　不同治疗策略结果比较［例（％）］

分组及治疗策略
治疗

例数

治疗结局

危险事件 死亡 心源性死亡

无危险因素组（６６例）
　不完全再血管化 ３６ １２（３８．２） １（２．９） １（２．９）
　完全血管化 ３０ ７（２８．６） １（３．６） １（３．６）
心功能受损组（６１例）
　不完全再血管化 ４７ １３（２７．７） １６（３４．４） １４（２９．８）
　完全血管化 １４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心功能不全组（２４例）
　不完全再血管化 １５ １（６．６） １０（６６．７） ９（６０．０）
　完全血管化 ９ １（１１．１）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１）

受试对象的基线资料，还是介绍处理因素的不同方法，

是对实验效应的比较，还是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也就

是要通过仔细阅读原文，明确什么是主项，什么是宾

项，然后才能通过改动表中的栏目设置使其自明。还

从表２来看，通过对原文中作者意图的理解，“完全与
不完全再血管化”是受试对象分组中的 ２种治疗方
法，属主项内容，而“治疗例数、危险事件发生率”等则

是观察项目，属宾项。按文章意图重新设置表的栏目

（见表４），以ＧＢ／Ｔ７７１３—１９８７规定的横读原则，无危
险因素组中不完全再血管化组治疗例数３６例，治疗结
局危险事件１２例（３８．２％）、死亡１例（２．９％）、心源
性死亡 １例（２．９％）；完全再血管化组治疗例数 ３０
例，治疗结局危险事件 ７例（２８．６％）、死亡 １例

（３６％）、心源性死亡１例（３６％）：则清楚表达了文
义，通过表格读者对作者意图一目了然。

此外，当简单的单层次三线表往往不能清晰表述

某些复杂内容，而且某些内容之间隶属关系比较明确

时，可分层次设置栏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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