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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重 申对论文统计学处理的有关要求 

1．统计研究设计：应交代统计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做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 、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 

验研究(应交代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 (应交代属于 

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重复、随机、对照、均衡的原则进行概要说 明，尤其要交代如何控 

制重要非试(实)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x±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 

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 ；用相对数时，分母不 

宜小于 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 比。 

3．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选用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t检验和单因 

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以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 

分析方法 ．不应盲目套用 检验。对于回归分析 ，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 

归分 析 ，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 回归分析资料 ，不应简单化处理 ；对 于多 因素 、多指标 资料 ，要在一元分析 的基础上 ，尽可能 

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作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 P<0．05或 P<0．0l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 

有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的差异；同时需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 ：成组设计资料的 检验 、两因素析因设计资 

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f=3．45， =4．68，F=6．79等)，并尽可能列出 

相应的具体 P值(如：P=0．0238)；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 95％置信区 

间。表格中注释用的统计学角码符号——英文小写字母(按序选用，如 a、b、c⋯⋯)，应在表注中依先纵后横的顺序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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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氧亚硝基分解催化剂对烧伤合并烟雾吸入性损伤羊肺功能的影响 

过氧亚硝基等活性氮簇在烧伤和烟雾吸人性损伤中发挥重要作用。烧伤合并烟雾吸人性损伤中，支气管循环强度增加 

超过 10倍。ww_85是一种过氧亚硝基分解催化剂，研究者假设支气管动脉内给予低剂量 ww一85处理，可减轻烧伤和烟雾吸 

入介导的急性肺损伤。将 17只成年雌性羊分成 3组：ww_85处理组5只，对照组 6只，假伤组 6只。前 2组羊预先行支气管 

动脉插管 ，5～7 d恢复期后，分别对羊进行烧伤(40％TBSA，m度)与吸人性损伤(48次吸人低于4O℃的棉花烟雾)处理。伤 

后1 h，分别将 ww．85以 0．002 mg·kg ·h 的剂量或者等量的生理盐水持续输注入羊支气管动脉 。假伤组羊无损伤处理 ， 

不给予任何治疗，但进行相同的手术和麻醉操作。所有动物的机械通气和液体复苏均采用相同的方法。与假伤组比较，对照 

组羊肺氧合功能严重下降、肺内分流增多且肺血管通透性增加，这与该组肺组织活性氮簇含量增加有关。而在 ww-85处理 

组 ， ．E述损伤均显著减轻。研究者证实直接支气管动脉内给予低剂量的 ww．85处理可减轻肺功能障碍，减轻程度与以往实 

验中全身给予高剂量 ww一85治疗相同。研究显示，气道局部产生的过氧亚硝基在烧伤合并烟雾吸人性损伤引起肺功能障碍 

中发挥重 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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