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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用统计方法》（第2版）是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统计与社会医学教研室及国内外高级统
计师在第1版的基础上，根据历年教学、科研中的应用及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统计理论与方法编写
而成。
本书重点在于讲清各种统计方法的意义、原理、计算原则、适用条件及结果解释等，同时也增加了计
算机在统计中应用的内容。
    鉴于分类数据在医学上的应用十分重要，而国内统计书籍很少介绍的情况，第2版在这方面大幅度增
加了各种CMH分析方法，并对Logistic回归分析的内容进行了很大的扩展。
鉴于临床研究工作的需要，增加了临床试验设计、医学检验指标的正确性和一致性的分析方法以及成
组序贯检验等内容。
在多变量分析方面增加了对数线性模型、典型相关分析以及广义线性模型（包括广义估计方程）等。
    本书主要是面向医学工作者，并作为医学生的统计教材。
全书内容新颖、实用，文字浅显、易懂，是一本颇具实用性的统计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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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型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　　四、 多分类有序反应变量的Logistic回归　　五、 多分类无序反应变量
的Logistic回归　　六、 对于病例?对照研究资料的Logistic回归的说明　第三节 条件Logistic回归　　一
、 基本原理　　二、 参数估计及假设检验　　三、 1∶1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第二十七章 Cox回归模
型　第一节 Cox回归模型的构造　第二节 Cox回归模型的拟合步骤　　一、 Cox回归模型拟合的三项
基本信息　　二、 实例　　三、 模型拟合及分析步骤　第三节 偏似然函数及参数估计的计算方法　
第四节 回归系数的统计意义检验及解释　　一、 对回归系数作统计意义检验　　二、 对回归系数统
计意义检验结果的解释　第五节 用Cox回归模型估计病人的生存概率　　一、 Cox回归模型的生存函
数　　二、 任意回归向量的病人的生存概率的估计方法　　三、 利用已建立的Cox回归模型对新病人
的生存概率进行估 计   第二十八章 对数线性模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二维列联表对数线性模型　
　一、 2×2表资料的分析　　二、 R×C表资料的分析　第三节 三维列联表对数线性模型　　一、 举
例　　二、 变量间的四种独立性　　三、 与四种独立性相对应的对数线性模型　　四、 模型的拟合
　第四节?Logistic回归模型与对数线性模型的联系　　一、 举例　　二、 Logistic回归?　　三、 对数线
性模型365?第二十九章 广义线性模型　第一节 广义线性模型简介　　一、 一般线性模型　　二、 广
义线性模型　　三、 应用举例　第二节 广义估计方程　　一、 纵向数据　　二、 广义估计方程　　
三、 应用举例　　四、 小结376?第三十章 判别分析　第一节 基本概念　第二节 两类判别，两个指标
　　一、 计算判别式　　二、 临界值　　三、 回代　　四、 判别能力的统计意义检验　　五、 各因
素的贡献率　　六、 图示法　　七、 新个体的判别　第三节 三个指标的两类判别383?第三十一章 主
成分分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二维主成分分析　第三节 主成分分析的一般步骤　第四节 主成分分
析应用举例392?第三十二章 因子分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因子分析的步骤　　一、 建立模型　　
二、 解释共性因子的实际意义　第三节 因子得分　第四节 因子分析应用举例402?第三十三章 聚类分
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R型聚类　第三节 Q型聚类409?第三十四章 典型相关分析　第一节 概述　第
二节 典型相关变量与典型相关系数的求法　　一、 数据资料的形式    二、 思想方法    三、 一般计算
步骤  第三节 典型变量的性质及其实际意义的解释    一、 典型变量的性质    二、 典型变量实际意义的
解释  第四节 典型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423?第三十五章 检验指标的正确性分析　第一节 敏感度和特异
度　第二节 预测值　第三节 似然比　第四节 ROC?曲线及其曲线下面积　第五节 联合试验　第六节 
评价检测指标正确性的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J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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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第三十六章 观察值的一致性　第一节 二分类资料　　一、 K值（?Kappa?）计算　　二、 K值的
假设检验　　三、 K值的简便运算　第二节 有序分类资料　　一、 加权K?w值的计算　　二、 K?w值
的假设检验　第三节 连续性资料   一、 单因素随机模型资料的?ICC计算方法   二、两因素混合模型设
计资料的ICC计算方法   三、 两因素随机模型设计资料的ICC计算方法    第三十七章 研究设计　第一节
研究设计的基本内容　　一、 确定研究目的　　二、 确定研究对象　　三、 确定研究对象的数量　
　四、 确定观察指标　　五、 设立适当的对照　　六、 随机化分组　　七、 制定较好的原始记录表
　　八、 考虑好统计分析的方法　第二节 不同场合的研究设计　　一、 调查研究设计　　二、 临床
研究设计　　三、 动物实验研究设计　第三节 研究设计的类型及随机化方法　　一、 完全随机化设
计　　二、 随机区组设计　　三、 拉丁方设计　　四、 序贯设计　　五、 其他设计第三十八章 抽样
设计　第一节 单纯随机抽样　　一、 抽样方法　　二、 优缺点　　三、 抽样误差　第二节 机械抽样
（系统抽样）　　一、 抽样方法　　二、 优缺点　　三、 抽样误差　第三节 分层抽样　　一、 抽样
方法　　二、 优缺点　　三、 抽样误差　第四节 整群抽样　　一、 抽样方法　　二、 优缺点　　三
、 抽样误差   第三十九章 临床试验设计　第一节 概述　　一、 临床医学的研究内容　　二、 药品临
床试验的定义　　三、 试验统计学家　　四、 临床试验的步骤和临床试验方案　第二节 随机双盲对
照设计　　一、 随机化　　二、 双盲试验　　三、 对照　第三节 临床试验的种类　　一、 优效性试
验　　二、 等效性试验　　三、 非劣效性试验　第四节 各种试验的统计检验　　一、 优效性试验的
统计检验　　二、 等效性试验的统计检验　　三、 非劣效性试验的统计检验　第五节 样本大小的估
计　　一、 临床试验中的样本大小　　二、 优效性试验样本大小的计算　　三、 等效性试验样本大
小的计算　　四、 非劣效性试验样本大小计算　　五、 用非等效性检验的方法做等效性检验的问题
　第六节 数据管理和分析集　　一、 数据管理　　二、 分析集　第七节 交叉试验设计及其统计分析
　　一、 病人内比较的试验设计　　二、 简单的两阶段交叉设计　　三、 交叉试验设计中的一些问
题　　四、 交叉设计数据的统计分析   第四十章 流行病学调查设计与分析　第一节 成组病例对照研究
资料　　一、 大样本四格表资料　　二、 小样本四格表资料　　三、 几个四格表资料的联合分析　
　四、 公共比数比　　五、 公共比数比的可信区间　　六、 比数比的一致性检验　　七、 比数比的
趋势检验　　八、 多个暴露水平——?2×k表资料的分析　第二节 配对病例对照研究资料　　一、 配
对的四格表　　二、 1∶M配对资料　　三、 对照数M不相等时的1∶M配对资料　第三节 定群研究资
料分析　　一、 暴露人年数的计算　　二、 率的直接法标准化及其有关指标　　三、 率的间接法标
准化和标准化死亡比　　四、 危险度分析　　五、 定群研究和生存分析   第四十一章 样本大小与极端
值处理　第一节 对平均数作抽样调查时的样本大小　第二节 对比例作抽样调查时的样本大小　第三
节 对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　第四节 成组比较即两个样本均数
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　第五节 成对比较（或自身前后对比）作均数差别的统计意义
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第六节 对两个比例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　第七节 病例对照研
究中的样本大小　　一、 不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所需的样本含量　　二、 配对的病例对照研究所需
的样本含量　第八节 极端值的处理　　一、 正态分布数据　　二、 普哇松分布数据　　三、 二项分
布数据   第四十二章 计算机在统计中的应用　第一节 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　　一、 ?Epi Info　　二、
EpiData　　三、 SPSS Data Entry　　四、 Access　　五、 Foxpro　　六、 其他数据管理软件　第二节 
常用统计软件介绍　　一、 SAS　　二、 SPSS　　三、 Stata　　四、 S-Plus　　五、 国内开发的一些
统计软件简介　第三节 计算统计学方法简介　　一、 随机数　　二、 Monte Carlo方法　　三、
Bootstrap方法　　四、 MCMC方法　　五、 人工神经网络   第四十三章 统计表与统计图　第一节 统计
表　　一、 统计表的结构与编制要求　　二、 统计表的种类　　三、 统计表的审查和修改　第二节 
统计图　　一、 绘制统计图的要求　　二、 常用统计图的分类   附录一 统计用表  附表3-1正态分布表  
附表4-1?t值表  附表5-1 百分率与概率单位对照表  附表5-2 计算统计量W所必需的系数ai值  附表5-3 W检
验统计量W的P分位数549?  附表5-4 D检验统计量y的P分位数549?  附表6-1 F值表（双侧检验，方差齐性
检验用）  附表6-2 F值表（单侧检验，方差分析用）  附表6-3 F值表（单侧检验，方差分析用）  附
表6-4 各均数间相差有统计意义时所需之Q值  附表6-5?Dunnett ?t表（单侧检验）  附表6-6?Dunnett? t表
（双侧检验）  附表6-7 χ2值表  附表6-8 相当于百分比之角度  附表8-1 m=2的正交表  附表8-2 m=3的正
交表  附表8-3 m=4的正交表  附表9-1 r值表  附表9-2 由r转Z值表  附表12-1 lg?n!数值表  附表12-2 四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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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计意义检验用表（C值表）  附表14-1 百分率的可信区间  附表15-1 普哇松分布用的上下可信区间  
附表16-1?Rayleigh's?Z的临界值表  附表16-2?Watson and Williams检验中校正因子  附表16-3 Watson's ?U2
检验的临界值表  附表17-1 符号等级检验表（?Wilcoxon成对比较用）  附表17-2 等级总和数临界值（双
侧检验）  附表17-3 H值与概率对照表  附表17-4 M值的界限值  附表18-1 等级相关系数的统计意义界限
表  附表18 2 样本与总体比较的?Kolmogorov?Smirnov?检验临界值表  附表18-3 两样本比较
的?Kolmogorov?Smirnov?检验临界值表   附表20-1 计数资料单向序贯检验边界系数表  附表20-2 计数资料
单向序贯检验值表  附表20-3 配对计数资料序贯检验边界系数表  附表20-4 配对计量资料序贯检验边界
系数表  附表20-5 计数资料闭锁型序贯检验边界（U、L）和中间线（M、M′）坐标  附表20-6 计量资
料序贯检验闭锁线坐标n′、y?′?n数值  附表23-1 概率单位与权重系数对照表  附表23-2 作业用概率单
位之极小值、极大值及全距  附表37-1 随机数字表  附表40-1 SMR?的95%可信区间系数表  附表41-1 对平
均数作抽样调查，S/δ取不同数值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2 对平均数作抽样调查，S/δ取不同
数值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3 对率作抽样调查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4 对率作抽样调查
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5 对样本均数与总体均数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
表41-6 对两个样本均数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7 对两个率的差别作统计意
义检验时每组所需样本大小（n）  附表41-8 对两个率的差别作统计意义检验时每组所需样本大小（n
）  附表41-9 TN1的临界值表（极端值处理用）  附表41-10 TN2的临界值表（极端值处理用）  附
表41-11 TP1的0.05水平临界值  附表41-12 TP1的0.01水平临界值  附表41-13 TP2的0.05水平临界值  附
表41-14 TP2的0.01水平临界值  附表41-15 TB1的0.05，0.01水平临界值附录二 统计符号表附录三 参考文
献与参考书附录四 常用统计公式证明附录五 求逆距阵的计算方法附录六 关于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的说
明附录七 希腊文字母表附录八 汉英名词对照表附录九 英汉名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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