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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原理及方法，结合医学实际，研究数字资

料的搜集、整理分析与推断的一门学科。 医学研究的对象主

要是人体以及与人的健康有关的各种因素。生物现象的一个

重要特点就是普遍存在着变异。所谓变异（个体差异），系

指相同条件下同类个体之间某一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系偶

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例如同地区、同性别、同年龄的健康

人，他们的身长、体重、血压、脉搏、体温、红细胞、白细

胞等数值都会有所不同。又如在同样条件下，用同一种药物

来治疗某病，有的病人被治愈，有的疗效不显著，有的可能

无效甚至死亡。引起客观现象差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

纳起来，一类原因是普遍的、共同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另一

类原因则是偶然的、随机起作用的次要因素。这两类原因总

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以某种偶然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看起来是错综复杂的偶然性中揭

露出潜在的必然性，即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这种客观规律性

是在大量现象中发现的，比如临床要观察某种疗法对某病的

疗效时，如果观察的病人很少，便不易正确判断该疗法对某

病是否有效；但当观察病人的数量足够多时，就可以得出该

疗法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或无效的结论。所以，医学统计学是

医学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医学统计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

后才逐渐形成为一门学科。解放前，我国学者即致力于把统

计方法应用到医学中去，但人力有限、范围较窄。解放后，



随着医学科研工作的发展，本学科得到迅速普及与提高。通

过大量实践，在不少方面积累了自己的经验，丰富了医学统

计学的内容。而电子计算机的作用，更促进了多变量分析等

统计方法在医学研究中的应用。 医学统计学的内容包括：①

统计研究设计。我们制订调查计划或实验设计时，除专业问

题外，还必须从医学统计学的角度考虑，使调查或实验结果

能够科学地回答所研究的问题。一个好的设计可以用较少的

人力、物力和时间取得更多的较可靠的资料。②总体指标的

估计。医学研究中实际观测或调查的部分个体称为样本，研

究对象的全体称为总体。人们除用均数、率等统计指标对调

查或实验结果进行描述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样本的信息，来

估计总体中相应的统计指标，即参数估计。③假设检验。就

是依据资料性质和所需解决的问题，先建立适当的假设，然

后采用适当的检验方法，根据样本是否支持所作的假设，来

决定对假设的接受或拒绝。④联系、分类、鉴别与鉴测等研

究。在疾病的防治工作中，经常要探讨各种现象数量间的联

系，寻找与某病关系最密切的因素；要进行多种检查结果的

综合评定、探讨疾病的分型分类：计量诊断，选择治疗方案

；要对某些疾病进行预测预报、流行病学监督，对药品制造

、临床化验工作等作质量控制，以及医学人口学研究等。医

学统计学，特别是其中的多变量分析，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

了必要的方法和手段。本讲义介绍了医学统计的基本内容，

此外，本讲义中还包括军医必须了解或掌握的我军部队、医

院、战时的各种登记和统计表，常用统计指标的计算和分析

等内容。 作为医学科学工作者，学习和掌握一定的统计学知

识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在阅读医学书刊中，经常会遇到一



些统计学方面的名词概念，有了这方面的知识，有助于正确

理解文章的涵义；第二，军医在实际工作中，经常要做登记

工作，要填写各种报表，只有懂得了原始登记与统计结果的

密切关系，并掌握了收集、整理与分析资料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才能自觉地、认真地把登记工作做好，积累有科学价值

的资料；第三，参加科研工作时，从开始设计到数据整理分

析与统计结果的表达，每一步骤都需要统计学知识；第四，

在制订计划、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时，都离不开统计数字，

尤其在撰写科研论文时，有了统计学知识，才能使数据与观

点密切结合，作出正确的结论。 医务工作者学习统计学，首

先必须明确：我们应该掌握的关键不是数学原理，而是怎样

合理地、恰当地把数理统计的方法应用到医学科研工作中去

，并结合专业知识，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

在学习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习与练习。作业中

要遵守数学上的规则与习惯，如小数点及各个位数应上下对

齐，一个多位数的数值不能分写成两行，等号不能写在一行

的末了而应写在第二行的开头等等。再次，各种统计符号必

须写正确，汉字、阿拉伯字与外文字母必须写清楚，不能写

成模棱两可，只有在学习时养成良好的习惯，将来工作中才

能少出差错。 最后我们着重指出：统计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

是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因此，无论日常工作或科学研

究中，必须养成严肃认真的作风和反复核对的习惯，同一切

弄虚作假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尽最大努力获得正确数据

，使分析结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