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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学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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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是一门研究数据收集、整理、

分析和解释的科学，旨在从数据中获

取有用信息，为决策提供依据。

在医学领域，统计学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试验、流行病学调查、卫生经济评

价等方面，为医学研究和实践提供有

力支持。

统计学定义及其在医学中应用

医学中应用

统计学定义



根据数据的性质和特点，可分为定量数据和定性数据。定量

数据包括连续型数据和离散型数据，定性数据则包括有序分

类和无序分类。

数据类型

在医学统计学中，变量可分为自变量、因变量和协变量。自

变量是研究中主动操纵的因素，因变量是研究中需要观察或

测量的结果，协变量则是可能影响因变量的其他因素。

变量分类

数据类型与变量分类



总体概念

总体是研究对象的全体观察单位
，可以是有限的也可以是无限的
。在医学研究中，总体通常指具
有某种特征的人群或生物群体。

样本概念

样本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取的一部
分观察单位，用于代表总体进行

研究和推断。

样本与总体关系

样本是总体的一个子集，通过样
本可以推断总体的某些特征。但
样本并不等同于总体，因此在进
行推断时需要注意样本的代表性

和误差范围。

样本与总体概念辨析



常见误差来源
医学统计学中的误差来源主要包括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随机误差是由于抽样

引起的，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系统误差则是由于测量工具、方法或观察

者等因素引起的，具有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控制方法
为减小误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可以采取以下控制措施：严格遵循随机化原则

进行抽样；选择精确度高、稳定性好的测量工具和方法；对观察者进行培训和

标准化操作；采用盲法、重复测量等方法提高数据质量。

常见误差来源及控制方法



医学研究设计原则与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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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研究目的
明确研究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确保研究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提出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理论和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的、可检验的研究假设，为实验设计提供依

据。

研究目的明确及假设提



实验设计类型选择依据

实验设计基本原则

遵循随机、对照、重复等基本原则，

确保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实验设计类型选择

根据研究目的、实验条件和资源等因

素，选择合适的实验设计类型，如完

全随机设计、随机区组设计、交叉设

计等。



样本量估算
根据研究目的、效应大小、变异程度等因素，估算所需的样本量，确保研究具有足够的统计效力。

抽样方法选择
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和实验要求，选择合适的抽样方法，如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等。

样本量估算与抽样方法论述



数据收集01

制定详细的数据收集计划和方案，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数据整理02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编码和录入，确保数据的规范化和可

分析性。

质量控制03

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对数据进行定期检查和审核，确保数据的质

量和可靠性。同时，采用合适的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手段，提高数据分

析的准确性和效率。

数据收集、整理和质量控制



定量资料统计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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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算均值、中位数等
指标，描述数据的中心位
置。

集中趋势描述 离散程度描述 分布形态描述

利用标准差、方差等统计
量，刻画数据的波动大小。

通过偏度、峰度等指标，
分析数据分布的形状特点。

030201

描述性统计分析应用举例



通过图形法、统计检验等
方法，判断数据是否服从
正态分布。

正态性检验

在进行多组比较时，需检
验各组方差是否相等。

方差齐性检验

判断观测值之间是否相互
独立，以满足参数检验的
要求。

独立性检验

参数检验前提条件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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