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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医学编辑为视角，从选题的具体性、信息的全面性、
研究对象的合理性、医学伦理的严肃性、研究设计方案的科学

性和可行性、干预手段的正确性、临床研究的可行性、研究时长

的合理性、研究效果的可预测性、经济支持的非直接利益等１０
个方面论述临床医学论文的选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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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的主要功能是报道医学科研的最新成

果。医学科研是为了有效地防治疾病，保障人类的健

康和促进医学的发展及其水平的提高［１］。基础医学

研究在发病机制和致病因素方面的正确结果对于疾病

本质的认识和推动临床医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２］，但是临床医学研究本质上不同于基础医学研

究，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对于患者的表征及诊治不能

简单地被应用［３］。临床医学研究涉及疾病的病因、危

险因素、诊断、防治及预后等方面。以患者及其群体为

研究对象的临床医学研究，选题是否合适是医学期刊

编辑必须首先审查的内容。临床医学研究重点的正确

选择，不仅关系着医学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

是决定医学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对临床医学发展的贡

献和医学期刊的学术地位。

１　选题的初步审查

　　临床医学论文的选题，应紧跟权威卫生指导机构
确定的健康和疾病的研究重点，能为实现总体目标作

出贡献［４］。医学期刊编辑应对以下问题进行基本审

查：该文研究什么？为什么进行这项研究？

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檾
该选题前

　　表３中“＜５０人”“５１～１００人”这２组数据范围
中，就缺失了“５０人”这个点的组数据，数值范围的连
续性被破坏，表述上的错误使读者对“５０人”这个点数
据的归属产生歧解。如使用有限区间的表达方式则可

清晰、准确地表达这２段实数数值范围，即“［０，５０）”
“［５０，１００］”或“［０，５０］”“［５１，１００］”。

３　讨论

　　除上述实例外，正如文献［７］所言：“在科技论文
中，对连续性数据如质量、长度、温度、时间、直径、年龄

等分组的情况极其常见，但能正确表示者却不多。”例

如：直径／ｃｍ　＜２，２～４，４～６，＞６，等等，这些都可以
使用区间表达。

综上所述，理论与实例证明，只有“［］”“（］”

“［）”“（）”）”这４种符号的有限区间的表达方式，
在科技论文中的确定数值范围表述的运用，有其特有

的简洁、准确、严谨等优势。理论浅显易懂，符号简单

明了，容易为广大读者、作者及编者自行理解和掌握，

值得在 ＧＢ／Ｔ１２５０—１９８９《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

定方法》［１］的修订中得到体现，在论文的写作和编辑

工作中得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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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了什么？前人的成果或问题是什么？该文是如何

进行研究的？该文是否具备可行性和创新性？该文研

究结果的价值有多大？当编辑在文中能初步找到答案

的线索时，那么该文就可通过初步审查。

编辑在作初步审查时，应始终把握这一点：对某一

种被确定的重点疾病进行研究时，论文是否抓住了一

个或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作为切入点，是否创造性地

做了前人未曾做过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该工作必须具

有临床价值，而不是耗费时间做了无意义的重复。因

此，编辑要留意审核该文提供的参考文献，以系统评价

为基础，完成对该文的初步审查。

２　选题的深入评价

　　初步审查完成之后，编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
知识，查找一些相关资料，甚至与有关专家（尤其是审

稿专家）沟通，进一步对临床医学研究论文进行深入

评价。深入评价可以从以下１０个方面来进行。
１）选题的具体性。要考查论文是否具有明确的

研究目的和拟解决的具体问题。例如，我们曾收到好

几篇诊断性试验的稿件，但论文都没有明确指出他们

的诊断性试验把准确率提高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还处

理过几篇治疗性试验的稿件，而它们对采用什么具体

的干预措施来提高治愈率或降低病死率的水平没有作

明确描述。此外，我们还遇到一些论文，在一个研究课

题中，希望解决多个或多方面的问题。这些论文都没

有实现研究问题的具体性。

２）信息的全面性。要考查论文是否通过文献检
索收集了尽可能全的资料，是否应用了临床流行病学

的评价标准，是否掌握了真实可靠的信息。重点是作

者对文献的内部真实性和外部真实性是否厘清，是否

摒弃了内部真实性不好的文献。我们发现有些作者在

收集文献和评价文献时，往往遗漏或评价偏倚，只提供

与自己观点一致的文献。这样，在基础阶段就丧失了

真实性，往往导致研究工作的失误，论文也无法发表。

３）研究对象的合理性。研究对象的细节包括目
标人群、样本人群、纳入标准、排除标准和患者入组时

的一般资料［５］。在评价论文选题时，要考查该临床型

研究是否有足够的合格研究对象，也就是患者的来源

和数量是否有保证。有的临床型研究要求的病例数量

大，如大型临床试验要求１０００以上的数量，就需要组
织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若单靠一个单位或少数单位就

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完成，即使完成，由于时间拖

延太长，研究者、研究环境和研究对象都会发生不可预

测的变化，导致试验结果缺乏稳定性，难以令人信服。

为了确保临床研究的效率，必须考查论文所描述的研

究对象的来源和数量的保证措施［６］。例如，我们曾收

到一篇研究全髋关节置换后生活质量的评价研究论

文，文章总结了５年内该医院的２１位患者的生活质量
资料，显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４）医学伦理的严肃性。医学伦理是医务人员对
患者（被研究者）的职业道德［７］。所有以人为对象的

研究必须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人体生物医学研究

国际道德指南》中的道德原则［８］。要考查临床研究中

所采用的措施或药物是否有科学依据，是否有相关文

献证实其有效和安全［６］。如我们曾收到一篇稿件，对

比一新一旧２种眼药水的刺激性。我们发现论文中没
有提及是否在试验前向患者说明了情况，便与作者联

系，要求作者提供患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后来该文

作者主动要求撤稿。

５）研究的设计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其中，科
学性是第一位的，如果客观困难导致标准方法难以施

行时，也可从可行性的角度，降低标准选择其他设计方

案。在考查论文的设计方案时，要留意其对照组合对

照对象的选择是否合适。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

分临床研究型论文因未能选择和设立正确的对照组，

导致科学价值受到质疑和否定。如我们曾收到一篇关

于治疗青光眼的临床试验论文，它采用无对照的“全

或无”原则设计，我们在审查选题后向作者建议首选

随机双盲对照试验，因为它可以避免若干已知或未知

的偏倚因素的干扰，使研究结论真实可靠，如果具体的

情况难以执行，从可行性的角度，可以次选其他设计方

案———队列研究或非随机临床对照试验。后来，作者

改进了研究方案，该文得以发表。

６）干预手段的正确性。要考查临床研究的干预
手段是否具备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药理学、药物

学等基础医学研究的依据。如治疗性研究中所使用的

干预药物的药名，不仅要写出化学名，还要写出商品

名，是何药厂产品，批号多少，中药还要写出产地。治

疗方案如剂量、疗程、用药途径、注意事项都必须明确

交代。

７）临床研究的可行性。可以通过作者简介信息，
考量作者尤其是第一作者的素质和背景，通过论文描

述的研究方法和仪器等信息，考量临床型研究的仪器

设备、有关试剂以及实验技术人员的条件和要求是否

合格，通过对论文研究方法等信息，可以考量其干预试

验的措施或药物是否过多过繁、研究人员以及接受试

验的患者是否具有依从性，等等［８］。如我们曾收到一

篇研究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论文，实验中采用了

几种高端的影像设备，而作者所处的区卫生院显然没

有这些设备。经核实该文有造假嫌疑，予以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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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研究时长的合理性。可以根据临床研究的性
质和规模，以及研究者的客观条件，初步估计研究完成

的期限；然后根据文中所提供的时间细节，判断论文的

选题是否符合研究时长的合理性。有的课题及疾病的

有效防治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科学结论［９］，

因此，判断选题的时间限制上，要依据具体的研究而

定。如我们曾收到一篇使用某化疗药治疗乳腺癌的论

文，研究方法中描述的研究时长为６个月，我们向作者
提出，观察疗效的时间过短，得到了作者的认同。

９）研究效果的可预测性。要根据社会对卫生事
业的需要，考查临床研究本身的设计和拟采取的干预

措施［９］，当研究进行之后，可能得到哪些结果，它对医

学的学术发展将会产生哪些效益，要作出客观的预测。

如我们曾收到一篇研究退变性腰椎滑脱的论文，作者

采用螺旋ＣＴ对病变腰椎进行连续水平扫描，建立了
滑脱节段三维非线性有限元模型，但文中始终未提及

此试验会带来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会令读者茫然。

１０）经济支持的非直接利益。一般来说，一个重
点研究课题需要足够的经费支持，其经济来源主要是

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其次是药厂、公司、协会、基金会等

非政府部门的资助［１０］。可以根据论文的“基金项目”

等信息，考量该临床研究的经济背景。如我们曾收到

一篇论文，报道的是某药厂资助的临床研究，发现该文

有明显广告性质，与作者沟通后得到作者的理解，该文

没有被录用。

３　结束语

　　临床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单个患者或患者群体［１２］，

研究对象受到极其复杂的条件因素的综合作用［１２］；因

此，在评估临床医学论文的选题时，应考虑被研究对象

（患者）的群体观，以及社会 心理 生物学因素的综合

影响。临床医学研究是基于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实

用性研究，在新知识的开启下，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有效地防治疾病［８］。临床医学研究是一个不断

积累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的过程［１３］。临床医

学研究的选题十分丰富，既有多发性疾病，如传染病、

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的诊治和预防问题，也有少见

病的研究问题；因此，以人类健康为出发点，讲究科学

性，追求实效性，应是医学编辑评价临床医学论文选题

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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