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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帮助医学期刊编辑更好地完成统计学结果的审核工
作，针对医学论文存在的统计学问题，介绍一种可以对二次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的软件———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通过２个案例说明其使
用方法。还介绍医学期刊编辑学习、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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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医学论文统计学方法应用现状

　　调查发现，医学期刊发表的论文６０．０％～８６．５％使
用了统计学方法［１２］，但误用或滥用的比例相当高。胡良

平等［３］发现，经过２位以上医学专家审稿，认为值得发表
的稿件中统计学方面的错误率约为８８．０％（３１５／３５８）。
这些误用或滥用涉及到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整理、统计

描述和表达、统计分析方法的选用及结果解释等统计学

的各个方面，且频率相当高，令人震惊［４］。

如果说科研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的选用错误类型多

样，常需要请统计学专家进行审定，那么，科技期刊中常

见的统计学问题———数据错误和引用错误［５］，就应该是

编辑初审时容易也应该发现的问题。数据错误的类型包

括数据抄写错误，同一数据文内各处不一致，各分项病例

数之和不等于总病例数，所列出的统计表与软件分析的

列联表不同，等等。对于定性资料，统计表中一般列出了

原始数据，编辑可以根据作者在“材料与方法”中介绍的

统计学方法用ＳＰＳＳ软件复核统计量和Ｐ值，还可以在退
修稿件时要求作者将ＳＰＳＳ原始统计结果连同修改稿一
并寄回，以便复核统计数据；但对于定量资料，由于没有

原始数据，只能提出问题请作者修改［６］。其实，对于定量

资料，尽管无原始数据，编辑也可借助于一些统计软件，

如可以对二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等进行
复核。

２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的功用

　　编辑面对的科研论文中的数据一般都是二次数
据，如均数、标准差、样本含量，进行它们之间差异的显

著性检验（ｔ检验或方差分析），或已知 Ｒ×Ｃ表格数
据，进行它们之间构成比差异的显著性检验（卡方检

验），从而完成对统计学数据及结果的审核。此时，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可满足对这类数据再统计的需要，且
方便、快捷、准确，因此非常适合编辑使用。

ＥｐｉＣａｌｃ即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流行病学计
算器）的简称，是由英国的Ｊｏｓｅｐｈ和Ｍａｒｋ共同开发的
用于流行病学二次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软件，它能够

将所分析的结果按照树状结构式文件进行保存。Ｅｐｉ
Ｃａｌｃ２０００为免费软件，可任意分发；窗口操作，直观简
便；仅１．５ＭＢ大小，占用内存空间小。其下载地址为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ｒｉｘｔ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ｏｎ／ｅｃ２ｖ１０２．ｅｘｅ。下载安装
文件名为ｅｃ２ｖ１０２．ｅｘｅ。运行此文件时，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将被
自动安装。

３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使用的案例

３１　２样本均数的ｔ检验　笔者初审的一篇文章提到
“子痫前期患者２０例，同时随机选取２０例正常晚期孕
妇为对照。２组孕妇平均孕周分别是（３８．６±３．４）、
（３３．４±２．１）周。差异无显著性”。此段文字的意义
是说明２组具有可比性，却没有给出统计值及其相应
的Ｐ值；但不难发现，（３８．６±３．４）和（３３．４±２．１）周
相差不少，看起来似乎差异应该有统计学意义。这其

实涉及的是已知２个样本的均数、标准差和样本量，进
行差异的显著性检验（Ｓｔｕｄｅｎｔｔ检验）。论文中常用的
ＳＰＳＳ、ＳＡＳ等统计软件包需要建立原始数据的数据库
后再分析，对这种二次数据无能为力。此时，就可利用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进行统计结果的复核。
首先打开软件，鼠标右键单击“无标题”，依次选

择统计方法（图１），录入拟复核的数据（图 ２），单击
“ＯＫ”即得到统计结果：ｔ＝５．８２，Ｐ＝０．０００００１。由此
可知，上述文章中的数据是错误的。错误原因可能是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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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孕周数据书写错误，也可能是统计数据录入错误从而

得到错误的结果，还可能是统计结果抄写错误，即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成无统计学意义。如果原始数据没

有问题，即２组孕周数据没有错，只是统计分析结果不
对，那么，这就涉及到２组样本可比性的问题。

图１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选择统计学分析方法的界面

图２　在对话框中录入拟复核的数据

所谓可比性，就是各组间除了要比较的主要因素

不同外，其他影响结果的因素应尽可能相同或基本相

近。这是假设检验的前提［７］１３３，也是科研设计及结果

可信度的前提。如果２组没有可比性，则会直接影响
该研究的结果及结论；因此，应该先与作者核实数据后

再视情况决定稿件的处理意见。

３２　四格表的χ２检验　有一篇文章分析医院感染与
非医院感染患儿感染非特异检查结果的差异，分析得

出发生医院感染的患儿 Ｃ反应蛋白质量浓度≥８ｍｇ／
Ｌ的比例为４１．１％（２３／５６），而未发生医院感染者此
比例为２３．５％（２４／１０２），二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３２，Ｐ＞０．０５）。

笔者初审时，见此数据便产生３个疑问：１）Ｃ反应
蛋白质量浓度是临床常用的免疫学检查指标，通常在各

种炎症性疾病、组织坏死、恶性肿瘤及风湿性疾病时升

高，病情好转逐渐下降［８］。而为何医院感染与非医院感

染之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２）４１．１％和２３．５％数据
相差很大，应该有差异。３）χ２值比较大，该值的大小反

映了实际数与理论数的相差情况，此值越大越有理由推

翻无效假设［７］１４８，即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我们利用

ＥｐｉＣａｌｃ２０００软件进行复核，操作步骤同３．１，最后得出
结果Ｐ＝０．０３３，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与作者沟通，他确认是自己看错了数据，接着重

新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更改了结果，从而避免了讨

论中对“无差异”解释比较牵强的问题。

４　编辑学习和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捷径

　　统计学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范围相当广泛，而编辑
不可能有大量的时间深入、细致地研究统计学问题，但在

编辑工作中又离不开它；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条学习和

运用统计方法的捷径。其实，可以把学习和运用统计方

法分为３个部分：１）对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有一个大致
的了解，以便根据具体情况正确选用统计方法；２）正确运
用统计算法处理实际资料；３）把专业与统计知识密切结
合起来，对计算结果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做出科学的结

论。其中２）是学习和运用统计方法最大的障碍，因为处
理多因素、多指标资料的计算方法复杂，计算量又大；然

而，计算机和功能齐全的统计分析软件包日趋普及，通过

参加短期学习班，便可用现成的统计分析软件包实现各

种复杂的统计计算，故只需花较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

１）、３）部分的内容。这是非统计学工作者学、用统计方法
的捷径［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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