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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之一 ；(3)为前瞻性的动物实验和人体试验 

文章；(4)研究内容为有关药物及治疗手段。凡符合 

标准(3)和(4)或标准(1)和(2)的文章均可人选。 

3．分析方法 ：对所有有关药物或研究某种疾 病 

治疗手段的动物实验文章进行逐篇分析 ，了解一般 

内容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如 下评价 ：(1)实验前有 

无样本量估算；(2)是否描述随机分配方法；(3)基 

线资料的比较；(4)对照措施 的设置 ；(5)统 计学处 

理方法是否叙述具体及应用恰当。 

结 果 

1．动物实验及 临床研究文章分布情况 ：2OOO一 

2004年《中华烧伤杂志》共刊登论文 1 116篇。有 

关药物研究及治疗方法探讨的动物实验文章 81篇 

占7．3％ ，其中论著 61篇 占75．3％ ，论著摘要 2O篇 

占 24．7％。有 关 临 床 试 验研 究 的 文 章 85篇 占 

7．6％。见表 1。 

表 1 2000--2004年《中华烧伤杂志》论文分布情况 

2．动物实验文章分析：所有文章均未说明实 验 

前是否进行样本量的估算 。采用随机分配方法的共 

69篇 占85．2％ ，其 中2002年有 6篇(9．5％)文章对 

随机分配方法进行了描述。有近 1／3(32．5％)的文 

章没有对各组基线资料的均衡性进行描述。无一篇 

文章对基线资料进行显著性检验。在对照类 型上 ， 

采用实验对 照的 2O篇 ，占 24．7％ ；空 白对 照的 32 

篇，占39．5％；相互对照的26篇，占32．1％；自身对 

照的 2篇 ，占 2．5％ ；无 明确对 照形式 的 1篇 ，占 

1．2％。叙述具体的统计学处理方法 的文章 73篇 ， 

占 90．1％ ，文章只列 P值而未叙述统计学处理方法 

的文章 5篇 ，占6．2％。见表 2。 

讨 论 

研究基线是指处理措施执行前被研究对象的基 

本状态。如果基线资料不同或两组间差别较大，资 

料本身就无可比性。因此，在比较两组实验参数之 

前 ，应首先提供基线资料并进行比较，最好同时进行 

显著性检验，从而确定其起点的可比性，以免实验最 

终结果受 到基线不平衡 因素 的影响 。不论 随机 

化实验或非随机化实验均须如此。在本文评价的动 

物实验文章中，有近 1／3的文章未明确提供基线资 

料的基本情况和可 比性 ，这就明显影 响了文章的整 

体水平和质量。 

样本含量估算是指在保证科研结论具有一定可 

靠性的条件下，根据科学、合理的假设确定最小观察 

例数。若样本量过少，往往容易得出假阴性结果；若 

样本量过大，会增加临床研究的困难 ，造成不必要的 

人力、物力 、时间和经济上的浪费。从研究 的角度 

讲，无论阳性结果还是阴性结果，都有科学意义。只 

要实验达到足够的样本量 ，统计学方法上可以保证 ， 

当得到阳性结果 时，假阳性的概率 仅很小；当得 到 

阴性结果时 ，假 阴性 的概率 B同样很小 。因此 ， 

正确估算样本含量是科研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实验前 ，这一步是不应省略的，同时要在文字上有 

一 定的说明，以增强可信度。遗憾的是，在本组评价 

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文章对此进行说明。这就有可 

能造成一定 的偏倚 ，使读者对实验的样本含量的正 

确性产生怀疑。发生此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研究者对 

样本含量估算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希望今后能引起 

重视。 

随机分配方法可以避免人为的干扰 ，清除混杂 

因素，从而保持两组的可 比性 ，为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提供保障，是医学实验研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 

步 。只有在文章 中详细叙述 随机分配的具体方 

法，才能增强可信度。同时，也要求样本的分配应是 

真正的随机分配而不是书面上 的随机分配，更不能 

把随意分 配误 当作随机分配。笔者的统计结果 表 

明 。采用随机方法 的较为普遍 ，共 69篇 占 85．2％ ， 

表 2 2000--2004 年《中华烧伤杂志》动物实验论文各项指标百分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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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 中仅有 6篇文章对随机 分配方法进 行了描述 ， 

而多数文章(91．3％)仅提到了“随机”二字 ，无确切 

方法。 

设立对照是实验研究具有可靠性的基础。通过 

设立对照，使非实验因素在实验组 和对照组 中处 于 

相同状态 。这样 ，不仅能够鉴别出实验 因素和非 

实验因素对实验效应的影响程度 ，还能排除动物生 

理和病理的 自然变化 因素，从而有效克服各种非实 

验因素对实验效应的影响 。对照的形式很多，动 

物实验常用的对照形式有空白、自身、相互、实验、历 

史与中外对照等。《中华烧伤杂志》5年里刊登的动 

物实验论文普遍都设立了对照 ，仅有 1篇未说 明对 

照形式 ，设置都较为合理。 

医学统计的方法很多，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 的 

资料类型。统计方法使用不当会导致整项研究得出 

错误的结论 。本文检索的动物实验论 文中有 73篇 

叙述了具体的统计学处理方法 ，其中有 30篇论文 占 

41．1％ 尚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如在多重比较中采 

用两样本均数 t检验分别作两两 比较等 ，使犯统计 

错误的概率 d增大 ；计数资料采用了计量资料的 

假设检验 ；应该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的却采用了单 因 

素方差分析。另外还有 5篇文章 占6．2％只列 P值 

而未叙述统计学处理方法。这种现象也说明部分研 

究者尚未正确掌握统计学方 法的应用 ，有待 改进。 

科学严谨的动物实验设计能提供准确可靠的实验数 

据和可信的结果，对下一步的临床试验具有科学的 

指导价值 。笔者的检索表明，《中华烧伤杂志》在 

这5年中所刊登的动物实验文章总体质量较高，但 

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如无大样本 、多 

中心协作的文章 ，统计学方法 的选 择不恰 当等等。 

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动物实验设计的科学性 ，以提高 

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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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中有效数字的确定 

有效数字是在测量中所能得到有实际意义的数字。一个由有效数字构成的数值，只有末位数字是估计数字，其余各位数 

字都是准确的。有效数字与测量仪器的灵敏度有关。以天平称重为例，如果天平的灵敏度为0．1 mg，那么称重结果 12．34 mg 

中，12．3 mg为准确数字，0．04 mg为估计数字，2项合在一起组成有效数字。平均值 ±标准差(x±s)的位数，除了决定于测量 

仪器的精密度外，还决定于样本内个体的变异，一般按标准差的三分之一来确定。例如：(3．61±0．42)kg，标准差的三分之一 

为0．14，标准差波动在小数点后第 1位上，故留取位数应在小数点后第 1位 ，即为(3．6±0．4)kg，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但是 

在一系列数值并列(同一指标)时，小数点后的位数应一致。例如在 3．61±0．42、5．86±0．73、2．34±0．15这样一组数据中，最 

小的标准差即为 0．15，它的三分之一为 0．05，波动在小数点后第 2位上 ，则这组数据 的有效位数均应取 到小数 点后第 2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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