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13位ISBN编号：9787509138526

10位ISBN编号：7509138523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胡良平 编

页数：3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前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我国人民面临着一些新出现的问题，其中，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
心血管疾病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广大医学工作者正致力于寻找导致心血管疾病发生和发
展的原因，并努力寻找对策。
无论是寻找原因，还是对策，都离不开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这是因为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多，有
效的治疗方案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的。
人们需要在众多的致病原因中找出起决定作用的原因，要从多种可能的治疗方案中优选出最佳的治疗
方案，这些都属于多因素、多指标的科学研究问题。
如何才能科学严谨、经济高效地进行和完成多因素、多指标的科学研究问题呢？
第一，研究者需要掌握丰富的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第二，需要
有大量的临床工作经验，并善于总结古今中外的知识、经验和教训；第三，需要具备较丰富的统计学
知识。
在统计学知识方面，最主要的是科研设计知识和技能，其核心内容是在充分而全面地利用基本常识和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合理地考虑和安排三要素（受试对象、影响因素和观测指标）、四原则（随机、
对照、重复和均衡）及实验设计类型；其次，正确地表达和描述实验资料，对准确揭示事物内在的规
律性也是很有必要的；再次，就是合理选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定量和定性资料，揭示变量之间相互和
依赖关系。
仅从正面人手学习统计学往往收效甚微，一到用时就很容易出错。
为此，本书在上篇从正面讲授常用统计学知识（共5章，即统计表达与描述、实验设计、定量资料统
计分析、定性资料统计分析、简单相关回归分析及多重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又用约全书一半的篇幅
介绍心血管疾病科研中人们在统计学方面所犯的形形色色的错误（后5章的名称与上篇中5章的基本相
同，但内容是针对人们误用统计学的实例进行辨析与释疑），使学习者“吃一堑，长一智”，从他人
“错误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1章和第6章属于统计学基础知识，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讲授统计表达与描述方面的内容，由程瑞专完
成初稿；第2章和第7章属于实验设计方面的知识，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实验设计方面的内容，由周
诗国完成初稿；第3章和第8章属于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面的知识，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处理定量资
料方面的内容，由高辉完成初稿；第4章和第9章属于定性资料统计分析方面的知识，是从正反两个方
面介绍处理定性资料方面的内容，由郭晋完成初稿；第5章和第10章属于简单相关回归与多重回归分析
方面的知识，也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介绍如何研究变量之间相互关系和依赖关系的内容，由柳伟伟完成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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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根据我国数十种学术期刊发表的心血管疾病科研论文的科研设计情况及统计问题：首先从正面讲
述统计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统计表达与描述、实验设计、定量与定性资料统计分析、简单相关回归分
析和多重回归分析；紧接着围绕这些内容，针对人们误用统计学的实际案例，对差错进行辨析与释疑
。
大部分内容与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疾病诊治和预防有关，但其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统计学方法
适合于任何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
在正面讲述统计学中，凡涉及较复杂的统计计算问题，都给出用国际上著名统计分析系统SAS实现计
算的方法(即提供了SAS引导程序)和程序结果及解释。
本书适合于从事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医师、本科生、研究生和杂志编辑学习
与参考，也适合于一切需要学习和运用sAs软件解决各种常用统计分析问题，以及希望了解和掌握实验
设计和统计表达与描述知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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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合作论文80余篇，获军队科技成果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多项；在从事统计学工作的20余年中，为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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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100余场，举办十余期全国统计学培训班，培养多名统计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近几年来，参加
国家级新药和医疗器械项目评审数十项；归纳并提炼出“八性”和“八思维”的统计学思想；独创了
逆向统计学教学法和统计学三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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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②计数资料：在定量资料中，如果测定指标不可以带小数，即观测值只能取整数，并且通常为
正整数，这种资料称为计数资料。
例如测得某地成年男子每分钟的脉搏数、每分钟引体向上的次数等资料。
（2）定性资料：观测同质属性观察单位的个数，所得的资料称为定性资料，也称为分类资料。
定性资料可根据测定指标是否有等级关系，分为名义资料和有序资料；定性资料也可根据测定指标属
性的分类多少，分为二分资料和多分类资料。
定性资料的这2种分类方法只是分类的角度有所不同。
①有序资料：在定性资料中，若观测全体的属性有等级，称为有序资料。
例如某病患者治疗后的疗效可划分为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死亡5种属性，显然这5种属性对于疗
效来说具有不同等级，观测符合某种疗效的患者人数所得资料即为有序资料。
②名义资料：在定性资料中，若观测全体的属性无等级之分，称为名义资料。
例如某单位全体员工按ABO血型系统可分为A型、B型、AB型、O型，显然这4种血型并无等级之分，
观测每种血型个体的个数所得到资料即为名义资料。
③二分类资料：在定性资料中，只有2种分类属性的资料。
例如治疗某病患者性别的资料，性别属性只具有男、女2种分类，观测男、女患者人数的资料即为二
分类资料，同时该资料也是名义资料，所以该资料也可称为二分类名义资料。
④多分类资料：在定性资料中，有2种以上分类属性的资料。
例如某病患者治疗后的疗效可划分为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死亡5种属性，观测符合某种疗效的
患者人数的资料为多分类资料，同时该资料也是有序资料，所以该资料也可称为多分类有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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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分正反两个方面。
正面讲述统计学中的主要内容，包括统计表达与描述、实验设计、定量与定性资料统计分析、简单相
关回归分析和多重回归分析；围绕这些内容，又针对人们误用统计学的实际案例，对差错进行辨析与
释疑。
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内容，基本上都取材于与心血管疾病有关的我国数十种学术期刊中的科研论文。
虽然《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的大部分内容与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研究、疾病诊治和预防有关
，但就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统计学方法而言，适合于任何生物医学和临床研究。
在正面讲述统计学中，凡涉及较复杂的统计计算问题，都给出用国际上著名统计分析系统SAS实现计
算的方法（即提供了SAS引导程序）和程序输出结果及结果解释。
很多与统计学有关的实际问题，均以“表现型”的面貌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表现型常常带有假象，直
接依据表现型去盲目套用传统的统计学教科书上的“标准型”，十有八九会出错，因此，要想正确运
用统计学，必须弄清反映“表现型”本质的“原型”，将“原型”正确转变成“标准型”后，就很少
会出错。
这样一种由胡良平创立的可有效解决问题的新理论，被称为“统计学三型理论”。
此理论可使统计学思想付诸实施。
提高科研质量的关键环节，具有创新性的前瞻性的研究思路和课题的牵引，具有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正确的统计学思想的指导，具有能化繁为简的统计学三型理论的帮助，具有科学完善的科研设计方案
的全面协调，具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的监督和管理，具有周密完善的收集和表达资料的措施和方法
的保证，具有全面合理的统计分析计划的认真贯彻落实，具有密切联系统计和专业实际的结果解释，
方可产生出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科研结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血管病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