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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编辑应注意的几个统计学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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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处理的编校质量，通过案例
分析，指出医学编辑应注意论文中的统计分析软件的介绍、数

据表达的方式、统计学方法的交代和检验水准的设定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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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在医学科研设计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可将其作为评价医学论文质量优

劣的重要依据；然而，医学期刊论文中普遍存在统计学

误用和滥用问题 ［１］，几乎在统计学应用的各个环节上

都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２］。由于医学统计学具有内

容涉及面宽、应用灵活、不易掌握等特点，作为一名非

统计学专业的医学期刊编辑，是很难发现稿件中存在

的统计学错误的。为提高医学论文中统计学处理的编

校质量，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提出医学期刊编辑需要注

意的几个统计学处理问题，与同人共同探讨。

医学论文所涉及的统计学问题通常会在全文第１
部分“材料与方法”中以“统计学方法”作为一个比较

独立的部分予以专门介绍。这一部分应该包含哪些内

容，应该如何表达，目前没有统一标准，同时没有引起

编辑的重视。笔者认为，它应该包含统计分析软件的

介绍、数据表达方式的介绍、统计学方法的交代和检验

水准的设定等至少４个方面的内容。

１　统计分析软件介绍

　　科研论文中统计学处理部分通常位于第１部分
“材料与方法”中的最后部分，以“统计学处理”或“统

计学分析”形式将全文所涉及统计学方法作一介绍。

首先应对文章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作比较详细的介

绍，即注明软件名称、版本（严格来讲还应注明序列

号）。如使用ＳＡＳ９．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常见
错误有：１）不介绍所用统计软件；２）只介绍统计软件，
不介绍所用版本。

例１　题名　新型无支架猪主动脉瓣的体外加速
疲劳试验［３］

文中“统计学处理：数据以珋ｘ±ｓ表示，采用 ＳＮＫｑ
检验比较各组之间的差异”，未作统计分析软件及版

本介绍。

例２　题名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在雌激素促乳
腺癌细胞ＭＣＦ７增殖中的作用［４］

文中“统计学处理：数据用珋ｘ±ｓ表示，采用多样本
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的 ｑ检验对数据进行
分析”，对统计软件使用根本未提及。

２　数据表达方式的介绍

　　正确判别统计资料的性质是合理选择统计分析方
法的重要前提。根据统计指标的性质，统计资料一般

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２大类。所谓定量资料，指
从每个观察单位（针对此资料，其观察单位是病例标

本）上测得的指标是用具体的数值表示的。一般带度

量衡单位，通常称为计量资料，如身高、体重、血压等。

所谓定性资料，指从每个观察单位上测得的指标仅反

映某一方面的性质，并不能用具体的数值表示。一般

没有度量衡单位，通常称为计数资料，如血型、性别等。

还有一种资料叫做等级资料，也叫有序资料，指将观察

单位按某种属性的不同程度或次序分成等级后分组计

数的观察结果。由于它是一种介于定量资料与定性资

料之间的资料，有的教材将其归入定性资料一类，有的

将其单列一类；但不管如何分类，它可根据研究者目的

的不同处理成不同的资料形式［５］３。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表达应该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表达通常采用中位数
（Ｍ）±四分位间距（Ｑ）。计数资料的表达常用的有比、
构成比、率。这部分常见的错误是：１）数据表达根本未
提及；２）偏态计量资料误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例３　题名　致病性大肠杆菌引发宿主细胞 Ａ／Ｅ
损伤分析方法的建立［６］

文中“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
组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ＬＳＤ法对不同组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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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均数进行比较”未提及数据表达，但从文中数据来

看，采用的是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来表达计量
资料。

例４　题名　脉冲Ｎｄ：ＹＡＧ激光对口腔溃疡组织
中ＮＯ及ＮＯＳ含量的影响［７］

文中“统计学分析：数据以珋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指明是用珋ｘ±ｓ来
表示数据，据此我们可以判断文中数据是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但文中表１的数据显示ＮＯＳ数据并不
符合正态分布，因此不应用它来表达。

“平均数±标准差”是用来表达呈正态分布的资
料的，说明其数据分布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表１
中带“”数据的标准差大于平均数或几乎与平均数
相等，基本上可以认为此资料服从偏态分布，不适合用

正态分布法说明此资料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

描述偏态分布资料的集中趋势应该选用中位数，

描述其离散程度应该选用第１（Ｑ１）和第３（Ｑ３）四分位
数间距，数据表达成“Ｍ（Ｑ１～Ｑ３）”的形式。由于原作
者用珋ｘ±ｓ表示出来，掩盖了数据呈偏态分布的真相，进
而选用方差分析处理资料，使之一错再错。可以看出，

作者数据表达方式的错误，进而导致统计分析方法的

错误。

３　统计分析方法的交代

　　对文中所用统计学方法的交代应非常清楚，不应
含糊其词。不仅应该交代清楚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统计

分析方法，而且要注明实验设计类型，还要指明文中的

哪些数据采用该统计分析方法。这样才会让读者一目

了然，同时能够对作者采用的方法是否正确作出准确

判断。

例５　题名　热休克小鼠肝癌细胞（Ｈ２２）源 Ｅｘｏ
ｓｏｍｅｓ的制备及其蛋白组成的初步研究［８］

文中“统计学处理：ＳＡＳ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ｔ检验”。从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只能得知文章
处理定量资料用了 ｔ检验，至于这些统计分析方法选
用得是否正确则不得而知。通常情况下，比较各平均

值之间的差别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会用到的 ｔ
检验有３种。它们之间的区别体现在定量资料所对应
的“实验设计类型”上。讲 ｔ检验时，应注明是“单组
设计定量资料的 ｔ检验”“配对设计定量资料的 ｔ检
验”，还是“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 ｔ检验”。显然，如果
只是说明统计分析用 ｔ检验或定量资料统计分析用 ｔ
检验是很不够的，一定要注明实验设计类型。

例６　题名　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在雌激素促乳
腺癌细胞ＭＣＦ７增殖中的作用［４］

文中“统计学处理：数据用珋ｘ±ｓ表示，采用多样本
均数比较的方差分析、多重比较的 ｑ检验对数据进行
分析”。同样，我们只知道作者使用了方差分析；但方

差分析有“单因素多水平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

“随机区组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拉丁方设计定

量资料的方差分析”“交叉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

析”“ｘ因素析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具有 ｘ
个重复测量的 ｘ因素设计定量资料的方差分析”等１０
种之多，作者使用的何种设计类型我们不得而知，当然

更无从判断其统计方法使用是否正确。

４　检验水准α的设定

　　在统计学处理介绍中还应包含检验水准α的大小，
它是预先规定的判断小概率事件的概率尺度，表示在研

究设计时根据不同研究目的预先规定的允许犯Ⅰ类错误
概率的最大值［５］１０５。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α设定的大
小不同，通常设定是α＝０．０５或０．０１。这部分常见的错
误是：１）对检验水准不作介绍；２）将Ｐ值与检验水准等
同；３）以Ｐ值的大小与统计差别大小相联系。

例７　题名　乙型肝炎病毒 Ｘ基因对 ｃｍｅｔ基因
启动子区的调控作用［９］

文中“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荧光素酶活性值采用 ＡＮＯＶＡ单因素方差分析，侵袭
细胞数统计采用ｔ检验”对检验水准没有提及，从文中
Ｐ值均小于０．０１，猜测其检验水准是０．０１。

例８　题名　姜黄素对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和凋亡的影响［１０］

文中“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统计软件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分析，多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两两比较用 Ｄｕｎｅｔｔ检验，显著性标准采用 Ｐ＜
０．０５”。

Ｐ值在统计学上指的是在假设检验中由 Ｈ０所规
定的总体作同样的重复试验，获得等于及大于（或等

于及小于）当前检验统计量的概率［５］１０５。虽然 α与 Ｐ
均表示概率，但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前者是事先设定

的标准，后者是根据该标准作的假设检验后得到的概

率值，并与之相比较得出其差别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上述例子中将检验水准等同于Ｐ值显然是错误的。
例９　题名　ＮＦкＢ和 ＨＭＧＢ１在大鼠肠缺血再

灌注肺损伤中的表达及白藜芦醇苷的保护作用［１１］

文中“统计学处理：数据均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１２．０统计软件进行两组间均
数比较，ｔ检验及方差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
意义，Ｐ＜０．０１为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如前所述，Ｐ

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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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封一上的条码上方无需附注 ＩＳＳＮ
郭　　莉

（西北化工研究院《工业催化》杂志社，７１０６００，西安）

　　ＧＢ／Ｔ１６８２７—１９９７《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部分）条
码》规定了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部分）条码的代码结构、
条码符号技术要求和印刷位置。笔者对具有中国标准刊

号（ＩＳＳＮ部分）的６８５种科技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有
６５３种期刊条码上方附注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
占９５．３％，仅有３２种期刊条码上方没有ＩＳＳＮ，占４．７％。

ＧＢ／Ｔ１６８２７—１９９７规定，期刊条码代码由主代码
和附加码共 １５位数字组成。主代码由前缀码、数据
码、年份码和校验码４部分１３位数字组成：最前面的
３位前缀码“９７７”是期刊专用前缀代码；随后７位是取
自ＩＳＳＮ中除去校验位以外的流水号（品种号）；再往
后２位是条码的年份码，标志期刊的出版年份，以公历

年份的最后２位数字表示（００～９９）；最末１位（第１３
位）是校验码，其值是通过前１２位数字经一定的公式
计算得出的，在用微机软件制作条码时计算机会根据

公式自动生成。附加部分（附加码）由２位数字组成，
表示该刊当期期次号或月次号。

如果在条码上方附注 ＩＳＳＮ，那么，在一幅条码中
就会出现２次ＩＳＳＮ流水号，加之封面右上角已经排印
了ＩＳＳＮ，造成 ＩＳＳＮ重复标注，而且增加了条码的高
度，字体字号混乱，影响期刊的美观度，不符合 ＧＢ／Ｔ
１６８２７—１９９７的要求。若条码排印在封一，则建议将
条码上方的ＩＳＳＮ剪切掉。

（２００９０６１２收稿；２００９０８２２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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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在统计学上指的是在假设检验中由 Ｈ０所规定的总
体作同样的重复试验，获得等于及大于（或等于及小

于）当前检验统计量的概率。也就是说，Ｐ值的大小只
表示总体之间的差别是由抽样误差引起的可能性的大

小，Ｐ值越小，这种可能性也就越小，那么总体之间有
差别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并不表示总体之间的差别就

越大。“Ｐ≤０．０５为差异有显著意义，Ｐ＜０．０１为差异
有非常显著意义”就是认为 Ｐ值越小，总体之间的差
别就越大，很明显这是错误的。

那么这部分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表示呢？通常是直接

说明检验水准α＝０．０５（或者α＝０．０１）。还有一种表示
方法是以Ｐ＜０．０５（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５　结束语

　　医学论文中统计学处理应该如何表达，应该包含哪
些内容，是医学期刊编辑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没有统

一的国家标准将其规范，但笔者认为应该包含软件介

绍、数据处理、统计方法详细介绍、检验水准这４个方面
的内容，这样才能让编辑、审稿专家和读者对文章的统

计学处理一目了然，详细了解，从而便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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