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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编辑应重视统计学中的几个问题

金永勤１）　　王　维２）

（１）温州医学院期刊社，３２５０３５，浙江温州；２）家庭教育杂志社，３１０００３，杭州）

摘　要　结合医学期刊的论文实际情况，简要地分析应引起医
学编辑重视的统计学中的几个问题，如明确比和率的概念，正

确选择多样本比较方法，卡方检验不是万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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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是应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结合医学实际阐述统计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步

骤，研究资料或信息的收集、整理与分析的一门学

科［１］。它能帮助人们透过许多偶然的现象，分析并判

断事物的内在规律，已成为医学科研中不可缺少的一

种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２］。医学论文往往离

不开统计学处理，已有众多文献谈及医学期刊中存在

的统计学问题［３７］。本文仅针对医学期刊论文中目前

尚常见的几个统计学问题进行分析，以期能引起同人

的注意。

１　明确比和率的概念

　　比和率虽然都是由２个相互关联的统计量的比值
来表示，但它们是不同质的２个指标，绝对不能混淆应
用范围，比、率不分地随意乱用。

１１　比　含构成比和相对比２种。构成比是说明某
一事物内部各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又称构成指标。

构成比的和应为１００％。相对比也叫相对指标，是指２
个有关联的数值之比，说明两数值的对比水平。

１２　率　率又称频率指标，用以说明某现象发生的频
率或强度，常以百分率（％）、千分率（‰）和万分率（１／
１０万）来表示。
１３　应用比和率应注意的问题　

１）计算比或率时分母不能太小；
２）分析时不能以构成比代表率做结论，特别值得

提出的是在应用于医院管理时，不能把构成比的动态

变化代替率（强度）的动态分析；

３）作资料对比应注意资料的可比性，把没有可比
性的资料硬放在一起作比较是不科学的。以新生儿疾

病危重度评分（评分指标共计７项）预测死亡风险的
研究为例（见表１），本例中使用死亡率不妥当，应当使
用死亡比。同时，由于样本数偏少，建议不使用率而使

用构成比，如“１项的死亡率”改为死亡／存活比
为７／８。

表１　单项指标与死亡的关系

指标数 病例数 死亡数 死亡率／％

１项 １５ ７ ４６．７
２项 １１ ８ ８１．８

≥３项 ５ ５ １００．０

２　正确选择多样本比较方法

２１　随机设计的多样本均数比较　只根据１个观察
因素，将实验对象按随机设计分成若干处理组，分别求

出各组的均数，即单因素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的目的是

推断组间处理效果有无显著性差异。如研究不同程度

的河豚中毒患者ＡＶＤＯ２指标的变化时，仅仅考虑某个
时间点的指标变化（见表２）。

表２　ＴＴＸ中毒各组各时间点ＡＶＤＯ２指标比较（珋ｘ±ｓ）ｍｍｏｌ／Ｌ

组别 例数 中毒１ｄ 中毒２ｄ 中毒３ｄ 中毒７ｄ

轻度 １２ ４．８１±１．７５ ４．７０±１．９５ ４．７１±１．５４ ４．７８±１．６２
中度 ９ ４．９１±１．６４ ４．７７±１．４５ ４．８２±１．３４ ４．６１±１．５０
重度 ８ ３．３３±１．５６３．２３±１．６７３．３６±１．５２４．８２±１．４５

　　注：ＴＴＸ中毒中、重度组与轻度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随机区组设计（无重复）多个样本均数比较　当
影响某一指标的因素不只１个，而观察目的只是要反
映其中１个因素的作用，就可用包含这２个因素都在
内的双因素分析。如双因素组合，只有１个数据即为
无重复。以表２资料为例，单取１个时间点，如观察的
指标不仅仅是ＡＶＤＯ２，再加上ＣＥＯ２，则为本种资料。
２３　随机区组设计（有重复）多个样本均数比较　这
是配对资料的延伸，只不过是按每３个、４个或更多个
配起来形成配伍组合，数据分析时需同时考虑２个因
素的效果。例如用 Ａ、Ｂ２种药物治疗一组患者，每一
患者就有Ａ、Ｂ２药效果的重复。同样以表２资料为
例，该资料实际是研究随着时间的变化，该指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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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是针对同一批患者不同检测时间（中毒１、２、３
和７ｄ）的检测结果。
２４　多样本均数两两间的比较　经过方差分析，若说
明各处理组间总均数有显著性差异，则需要进一步说

明哪２个总体均数间有显著性差异，哪２个总体均数
间没有，则需要利用方差分析提供的信息作样本均数

间的两两比较，以求更深一步说明结论。仍以表２资
料为例，如果要比较任何２组，在同一时间点指标的差
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可以选用本方法，国内的大多数

研究也是如此的；但实际上，表２的资料属于重复测量
资料，从科研的严谨性而言，更应该采用重复测量资料

的方法。

２５　协方差分析　该方法用来消除混杂因素对分析
指标的影响，减少误差以提高比较结果的精确度。例

如，研究男性篮球运动员与男性大学生的平均肺活量

的差异，由于肺活量随身高的增加而增大，就要剔除

身高的影响（把身高看作混杂因素，需作校正）。

３　卡方检验不是万能的

３１　卡方检验是计数资料常用方法　常用的假设检
验方法是卡方检验，它是一种用途较广的方法。它可

用于检验２个和２个以上的计数资料（比或率），从而
推断２组及２组以上相对数有无显著性差异，但对于
理论值Ｔ＜１，或样本量 ｎ＜４０的资料，应当选择四格
表确切概率法（也称精确度检验）。

３２　等级分组资料　等级分组资料是介于计量和计
数之间的半定量资料，它不依赖于总体分布的具体形

式，应用时可以不考虑被研究对象的分布是否已知。

例如，疾病治疗转归的痊愈、显效、好转、无效，或生化

检验的－、＋、＋＋、＋＋＋，或管理评价的优、良、中、
差等。这种等级分组的间距往往是不相等的。这类资

料大多属于偏态分布和不明分布，其方差也明显不齐

又无法交换；因此，等级分组资料需用非参数法的秩和

检验。

３３　其他　游程检验［８］是分析单组动态数列（时序

数列）的升降或周期性２组趋势的统计方法。所谓游
程，是在依时间或其他顺序排列的有序资料中，把具有

相同的事件或符号的连续部分作为一个游程。游程检

验多用于判断某疾病的病死率、发病率等的变化是否

随机，也常用于医院管理中某事件的发生、发展趋势的

分析。

Ｒｉｄｉｔ分析法［８］在临床医学和医院管理领域中有

较广的用途，如等级分组资料比较，既能说明有无显著

性差异，又能判别优劣和排出名次，这是它的最大优

点。这一统计方法不仅等级资料可用，也适用于测量

的计量资料，例如用于生化检验的血清滴度＜１∶４０、＞
１∶３２０等数据不明朗的资料比较。

Ｋａｐｐａ评价［８］，也称一致性评判，多用于流行病学

调查和临床实验。主要用于以下几种情况：

１）同一医师对同一组观察对象进行２次以上观
察，每次作出名次判断是否一致；

２）２位或多位医师对同一组（或同一地区）观察对
象作某指征的观察判断的一致性，或对某病的患病率

的调查，对患病理解的一致性等；

３）精神科临床应用的多种量表，把患者的某些指
征转换成数据作定量分析，判断这种定量的一致性。

４　结束语

　　好的写作灵感决定了论文的新颖性，但只有同时
具备新颖性和科学性的论文才具有说服力。在医学论

文的撰写中，将统计分析准确、完整地标出来，需要作

者、编辑、审稿人的共同努力［９］。科技期刊的群体效

应理论［１０］认为，期刊编辑的专业结构立体化，以利于

编辑互相学习，实现知识互补；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全

体医学期刊编辑人员的统计学水平，使编辑和审稿人

都能够发现论文中存在的统计学错误，并指导作者修

改，正确进行医学论文中有关统计学分析的描述［２］，

以提高医学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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