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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医学统计基础概念与方法



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

影响因素和预防措施。

流行病学研究

通过随机化、对照和盲法等原则，确保试

验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并运用统计学方法

对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临床试验设计

利用统计学方法评估诊断试验的准确性、

可靠性和预测价值。

诊断试验评价

基于统计学数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依

据，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卫生政策制定

统计学在医学中应用概述



计量资料

计数资料

等级资料

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类型及收集方法

如身高、体重等连续型数据，

可通过测量或实验获得。

如病情严重程度等有序分类数

据，可通过评分或排序获得。

如发病率、死亡率等离散型数

据，通过观察和计数获得。

包括问卷调查、医学检查、实

验室检测、病例报告等多种途

径。



描述性统计 推论性统计 相关与回归分析 生存分析

常用统计分析方法介绍

01 02 03 04

对数据的集中趋势（如均值、

中位数）和离散程度（如标准

差、变异系数）进行描述。

通过抽样调查对总体参数进行

估计和假设检验，包括t检验

、方差分析、卡方检验等。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因

果关系，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预

测和控制。

研究事件发生时间与影响因素

之间的关系，如生存时间、疾

病复发时间等。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结合专业知
识对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和推断。

结果解释
撰写规范的医学统计报告，包括研
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部分，
并注重图表和可视化展示。

报告撰写

将统计分析结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
向同行、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进行交
流和分享，促进知识传播和应用。

结果交流与分享

结果解释与报告撰写



02 临床疾病监测体系建立



明确临床疾病监测的目的，如疫

情监测、慢性病监测、药物不良

反应监测等。

监测目标

根据监测目标，选择具有代表性、

敏感性、特异性的指标，如发病

率、死亡率、患病率、药物使用

率等。

指标选择

监测目标确定及指标选择



确定数据收集的渠道，如医院信息系

统、实验室信息系统、公共卫生监测

系统等。

规划数据采集的方式，如实时采集、

定期采集、抽样调查等，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来源与采集方式规划

采集方式

数据来源



监测流程
设计临床疾病监测的流程图，明确各部门职责和工作流程，确保监测工作的顺

利进行。

实施步骤
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包括人员培训、设备采购、数据收集、数据分析等环节，

确保监测工作的有序开展。

监测流程设计及实施步骤



质量控制
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包括数据质量控制、过程质量控制和结果质量控制，

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评估策略

制定科学的评估策略，对监测结果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估，为临床决策和

科研提供有力支持。

质量控制与评估策略



03
医学统计在临床疾病监测
中应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在监测数据呈现中作用

提供数据概览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对临床疾

病监测数据进行初步整理、概括和描

述，从而提供数据的整体概览。

揭示数据分布特征

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揭示数据的分布

特征，如集中趋势、离散程度等，有

助于了解数据的规律和特点。

发现异常值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数据

中的异常值，进而对异常情况进行进

一步的分析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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