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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概述



包括定量变量、定性变量、
有序变量和无序变量等。

变量与数据类型 总体与样本 统计量与抽样分布

了解目标总体的特征和从
总体中抽取样本的方法。

掌握描述样本特征的统计
量及其抽样分布。

030201

统计学基本概念



医学统计学具有其独特的
应用背景和研究对象，强
调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特点

广泛应用于基础医学、临
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公共
卫生等领域，为医学研究
提供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应用领域

包括实验设计、调查设计、
观察性研究等，以及相应
的统计分析方法。

研究方法

医学统计学特点与应用



SPSS

SAS

Stata

R语言

常用统计软件介绍

功能强大的统计分析软件，适

用于各种类型的数据分析。

专注于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的

软件，特别适用于大型数据集

的处理。

企业级统计分析软件，具有高

度的灵活性和可扩展性。

免费、开源的统计分析和数据

科学软件，具有丰富的扩展包

和强大的图形展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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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与整理



03

数据类型

包括定量数据（如年龄、身高、血压等）和定性数据（如性别、

职业、疾病类型等）。

01

原始数据

通过直接调查、实验或观测获得的第一手数据，如问卷调查、

临床试验等。

02

次级数据

从已有研究、报告或数据库中获取的第二手数据，如公共卫生

数据库、医学文献等。

数据来源及类型



数据审核

检查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识别并处理异常值、缺失值
和重复值。

数据转换

将数据转换成适合分析的形式，如对数转换、标准化、离散化等。

数据清洗

通过剔除无效数据、填补缺失值、纠正错误数据等方法，提高数
据质量。

数据预处理与清洗



将数据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类或分组，如年龄段、
疾病严重程度等。

数据分组

计算各组数据的统计指标，如均值、中位数、众
数、方差等。

数据汇总

通过图表、图像等方式直观展示数据分布和特征，
如直方图、散点图、箱线图等。

数据可视化

数据整理与展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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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性统计分析



中位数
将一组数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后，位于中间位置的数值，用于描述数
值的中心趋势。

众数
一组数值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值，用于描述数值的集中情况。

均值
所有数值的总和除以数值的个数，用于描述一组数值的中心位置。

集中趋势描述指标



方差
各数值与均值之差的平方的平均数，用于描述数值的离散程度。

标准差
方差的平方根，用于描述数值的离散程度，与原始数值单位相同。

极差
一组数值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用于描述数值的波动范围。

离散程度描述指标



偏度

描述数值分布形态陡峭
程度的统计量，峰度大
于3表示分布形态比正
态分布更陡峭，峰度小
于3表示分布形态比正
态分布更平缓。

峰度

四分位数

将一组数值按大小顺序
排列后，分为四个等份，
用于描述数值的分布情
况和异常值检测。

描述数值分布偏斜方向
和程度的统计量，正偏
态表示数值向右偏斜，
负偏态表示数值向左偏
斜。

分布形态描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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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论性统计分析方法



参数估计方法

点估计
用样本统计量来估计总体参数，例如用样本均值估计总体

均值。

区间估计
在点估计的基础上，给出总体参数估计的一个区间范围，

并给出该区间包含总体参数的可信程度。

最大似然估计
通过最大化样本数据的似然函数来估计总体参数，具有一

致性和渐近正态性等优点。



根据样本数据对总体参数的某种假设进行检验，判断该假设是否成
立。

基本原理

在假设检验中，可能会犯第一类错误（弃真错误）和第二类错误
（取伪错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权衡。

两类错误

广泛应用于医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实验研究、调查研究和
观察研究等。

应用场景

假设检验原理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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