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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是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
医学信息的正确收集、整理和分析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流行病学、医院信息管理和卫生经济的发
展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医学科研工作能够提高医疗诊断水平和质量，促进医学发展，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
《医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作为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是非常必要的。
它将全程指导研究生的学位科研课题，包括总体设计、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和论文书写。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医学统计软件包的日益完善和广泛应用，原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计
算出结果的内容，现在使用统计软件包瞬间就能准确地计算出来，大大促进了医学统计学的发展。
对于熟悉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用户来说，使用统计软件包将为他们带来极大的方便；但是
，那些统计概念不清、不能正确选择统计方法的用户面对统计软件包将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
　　因此，本书尽可能深入浅出地讲解医学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尤
其对各种统计方法的使用条件、使用方法及统计结果的理解等方面进行了正确而详尽的解释，而不拘
泥于大量的繁杂的计算过程。
　　本书在本科生教学的基础上加强了多元统计的内容，比如，多元回归、协方差分析、聚类分析和
主成分分析等。
　　本书第三版增加了诊断试验的评价、ROC曲线等内容，并对样本例数估计提供了按公式计算和查
表两种方法。
　　限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本书可能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愿意虚心听取广大读者的批评和建议，
以利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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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教材。
内容包括:统计描述，常用的t、F、X的平方、秩和、协方差分析等假设检验，多元回归、聚类分析、
主成分分析、生存分析等多元统计，此外还有科研课题的选择、总计设计和论文写作等。
　　本书旨在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课题选择、总体设计、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及论文写作等方面作全面
的指导，是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论文水平的优秀参考书。
本书亦可作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人员进行统计处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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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总体内各个个体问的变异程度，另一个是样本含量N的大
小。
　　显然，若个体间变异大，则标准差大，那么抽样误差也大；反之，若个体间变异小，则标准差小
，那么抽样误差也小。
如果样本含量N小，那么被抽到的个体集中于大的一端或小的一端的可能性较大，即抽样误差可能较
大；反之，如果样本含量N大，那么被抽到的个体就可能较广泛地分布在观察值的全范围内，在计算
均数时，较大的值与较小的值的作用可能互相抵消，从而使抽样误差较小。
这个道理不仅在实验中得到证实，在生活实践中也完全可以体会到。
例如，研究成年男性的红细胞的正常值，如果只测1例，显然不能代表成年男性的红细胞的正常值；
如果只测少数几例，求得的平均值也代表不了所有健康成年男性的红细胞平均水平，因为它有很大的
偶然性；如果增加测量例数，那么样本均数就会接近总体均数。
但是无限增大例数，在实际操作中是有很大困难的，所以我们只要使抽样误差足够小，达到样本基本
上能代表总体的程度也就够了。
　　标准差是表示个体间变异程度的。
标准差大，即个体差异大，那么，抽样测得的数值波动性也就大，即抽样误差大。
如果成年男性的红细胞数没有个体差异，即标准差为零，那么任意抽查1例，其数值就能代表总体，
抽样误差必然为零。
但是，客观上存在个体变异，所以也就有标准差，也就有抽样误差，而且抽样误差的大小与标准差成
正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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