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统计作为一门科

学，已广泛应用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

域，也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但在统

计方法的实际应用中，由于许多作者对统计学的基

本理论掌握不充分，盲目参考、照本宣科甚至滥用

别人的统计分析方法，结果得到的是荒谬或与事实

相反的结论.更有甚者，为使实验结果符合“预期的

结论”，置科研要求中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于不顾，毫

无根据地选择统计方法或修改实验数据，致使数理

统计方法的可信度降低，科学的权威性遭到破坏.
编辑人员做为学术论文的把关人，如果能在处理文

稿时发现论文中统计错误，就能让这些数据造假者

无处遁形.基于此，本文从统计描述的基本概念、统
计指标的选择和统计图表的设计三个方面总结了

科技论文中常见的统计学错误形式以及编辑在审

稿过程中如何发现、判断和避免统计描述中的错

误.
1 统计描述中概念的错误

统计描述是对数据的直接处理和分析，目的在

于通过一定方式的描述与整理，计算统计数据的特

征值，进而发现其数量的规律性，为用样本统计量

推断未知总体的参数提供充分的依据[1].它是统计

推断和预测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统计工作

的成败[2].调查问卷是学术论文中常见的研究方法

之一，它是通过有针对性的设计一系列问卷问题，

直接对特定的调查对象进行调查的一种方法.论文

中的调查问卷是否准确、合理而又全面，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作者设计的调查问卷表的质量，因此，编

辑在审稿时必须注意调查问卷中的常见错误.
1.1 要注意调查问卷的定义是否准确

调查问卷的问题对于所有调查对象，应该只有

一种解释，代表同一主题.如果调查的问题不严谨

会产生很多歧义，使调查对象无所适从，当然也不

可能搜集到准确的数据资料.因此，在审稿过程中

对问卷设计的问题要注意定义是否明确，即在问题

中是否有明确的人物，时间，地点，做什么，为什么

做，怎么做；要注意问题中是否使用了含糊的形容

词、副词，特别是在描述时间、数量、价格等情况的

时候；还要注意问题中是否含有隐藏的选择和选择

后果；对于不明确的定义要用定量描述代替[3].
1.2 要注意统计描述的概念是否明确

统计描述中有不少反映数据特征的概念，尤其

是有些概念可以用不同的测度值来表示.如集中趋

势的测度值可以用平均数、众数、中位数等不同的

值来表示，但每个值所反映的侧重点不同.所以，在

统计描述中必须注意这些基本概念是否明确.如果

作者在一组数据中用了中位数，但编辑对中位数的

概念不太了解，换成了平均数，那么这组数据所反

映的问题就完全不同，甚至是错误的了.统计描述

中有几类基本概念是编辑需要了解的：集中趋势的

测度、离散程度的测度、偏态与峰度的测度以及分

类资料的统计描述.这几类概念比较常用，具体可

以参考相关专业的书籍[4- 6].
2 统计指标的误用

2.1 应用相对性指标的注意事项

（1）正确区分率和构成比.率和构成比所说明

的问题不同，绝不能以构成比代替率.构成比只能

说明各组成部分的比重或分布，而不能说明某现象

发生的频率或强度.例如：以男性各年龄组高血压

分布为例，50～60 岁年龄组的高血压病占 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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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重最大，60 岁以上年龄组只占到 6.74%.这
是因为 60 以上受捡人数少，造成患病数低于 50～
60 岁组，因而构成比相对较低.但不能认为年龄在

50～60 岁组的高血压患病率最严重，而 60 岁以上

反而有所减轻.若要比较高血压的患病率，应该计

算患病率指标.
（2）计数资料相对数的分母不宜过小.一般来

说，样本数量较多，计算的相对数可靠性也较大，否

则相对数的计算没有说服力.
（3）用率或构成比进行组间比较时，要注意资

料间是否有可比性.
（4）分组资料计算合并率时,不能用各个率简

单相加，而应当用有关的合计数进行计算.
2.2 平均数指标的应用范围和条件

（1）算术平均数适合于分布均匀的小样本数据

或近似正态分布的大样本数据；几何平均数适合于

等比级数的数据，尤其是平均增长速度、传染言不

由衷发病的平均潜伏期等习惯上都用几何平均数

表示；中位数适合于各种类型的数据，但尤其适合

于大样本偏态分布的数据.
（2）对于同一资料，可能同时选用几个平均数

指标，如对于某些偏态分布的数据，可能会选用算

术平均数、几何平均数和中位数.对于这种情况，统

计上的处理原则是，如果算术平均数或几何平均数

与中位数接近，应采用算术平均数或几何平均数作

为平均数指标，否则用中位数作为平均数指标.
（3）在医学方面，要了解各专业平均数的习惯

用法.如儿童龋齿个数虽然呈偏态分布，但在口腔

预防保健系统中，仍习惯上计算算术平均数.
2.3 应用变异指标的注意事项

（1）方差与标准差属于同类指标，但标准差与

均数的单位相同，作为变异指标多采用标准差.
（2）变异（离散）系数主要用于不同类型观察指

标或同类型观察指标，但均数差悬殊时变异程度的

比较.也常用于评价仪器测量精度和稳定性方面.
（3）四分位间距适合于任何分布数据，计算结

果比极差稳定，对于大样本偏态数据尤其适用.
3 统计图表中的常见错误

统计表与统计图中的错误非常多见，本文根据

编辑规范和各种类型错误出现的频率，列举如下.
3.1 统计表编制的常见错误

（1）不符合列表的原则和编制结构要求.这方

面的错误其实是违背了编排规范的一种结果，大多

是由于作者对编排规范掌握不足导致的，也有是理

解上的错误.表 1 是对 119 例宫颈糜烂冷冻治疗效

果的列表，可以看出该表的主要目的在于表达冷冻

治疗宫颈糜烂的近期疗效.存在的问题是：标题未

突出“近期疗效”这一主要内容；主谓词安排不当且

标目重复，如例数和%多处出现；总计意义不明确；

线条过多，以致数据隔离，不便比较.应改为表 2 的

效果
轻度糜烂 中度糜烂 重度糜烂 总计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例数 %

治愈 39 32.77 11 9.24 2 1.68 52 43.70

好转 2 1.68 19 15.97 14 11.76 35 29.41

无效 8 6.72 7 5.88 17 14.29 32 26.89

合计 49 37 33 119

表 1 119 例宫颈糜烂冷冻冶疗结果

编排.
（2）主辞和宾辞倒置，横、纵标目不明确.此类

的错误也比较多见，多数由作者自己的主观偏好或

列表习惯所致. 也有部分作者为使表格排列美观，

将主辞和宾辞倒置或将部分纵列转排至横行，致使

横、纵标目不明确.表 3 是作者来稿中的一个表格，

看起来简单明了，规范整齐.但结合论文及表题可

知，表 3 的设置，完全不能表达本来的意义.正确的

糜烂程度 例数
疗效 疗效构成比 /%

治愈 好转 无效 治愈 好转 无效

轻度 49 39 2 8 79.6 4.1 16.3

中度 37 11 19 7 29.7 51.4 18.9

重度 83 2 14 17 6.1 42.4 51.5

合计 119 52 35 32 43.7 29.4 26.9

表 2 冷冻治疗宫颈糜烂患者的近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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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如表 4 所示. 3.2 统计图的误用

统计图中也经常出现一些编排上的错误，主要

是坐标单位选择不当、图例形式选择不当和坐标轴

的缺失等 .如图 1（a）所示，纵坐标的取值范围为

20～50，但纵坐标单位 100 时，看上去四个季度销

售额差不多；但如果以 10 为纵坐标单位 （如图 1
（b）所示），同样的数据就会充分反映出四个季度销

售额的不同.
科技论文中运用统计方法的形式多种多样，出

测定时间（min） FDP 组 对照组

缺血前 6.73±1.42 6.41±1.26

5 12.50±1.42bc 39.33±1.99c

10 15.53±1.09bc 44.17±1.28c

30 20.20±1.96bc 48.10±2.04c

表 3 FDP 对幼兔离体心脏模型再灌注期肌酸肌酶的

影响（x±s,U/L,n=10）

bP<0.01vs 对照组；cP<0.01vs 缺血前.

分组 例数
肌酸激酶含量（x±s）/（U·L-1）

缺血前 再灌注期 5 min 再灌注期 10 min 再灌注期 30 min

FDP 组 10 6.73±1.42 12.50±1.42bc 15.53±1.09bc 20.20±1.96bc

对照组 10 6.41±1.26 39.33±1.99c 44.17±1.28 c 48.10±2.04c

表 4 FDP 对幼兔离体心脏模型再灌注期肌酸肌酶的影响

bP<0.01vs 对照组；cP<0.01vs 缺血前.

图 1 某行业季度销售额（单位：百万元）

现错误的形式也有很多，尤其是在指标的选择、规
范性要求以及数据的引用等方面更为普遍.本文仅

以科技期刊编辑在日常处理稿件时遇到的统计描

述中常见的问题进行整理，供年青编辑人员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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