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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对量表学方法在中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目前量表学方法在中医研究中还存在随意性 , 不重视信度和

效度评价、资料总结及统计方法等问题。鉴于此 , 认为在中医研究中首先应保证量表内容的全面完整 ; 其次 , 要按量表学

的要求和方法编制量表 , 研究中医量表学问题 , 重视信度和效度检验。此外 , 还应重视对资料的总结与分析 , 采取合适的

统计分析方法 , 更好地总结经验 , 逐步提高中医量表研究的水平 , 促进中医研究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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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表学方法是指应用量表解决社会、心理、医

学等领域中需要定量化研究的方法。量表学方法在

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心理等领域已被广泛应

用 , 如用于人口调查、经济普查、企业管理分析 ,

及用于心理研究的记忆量表、抑郁量表等。在现代

医学领域 , 量表的使用越来越多 , 如用于评价生存

质量以及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等。近 10多年来 , 中

医研究领域也逐步开始探索运用量表学方法 , 如对

证候客观化的研究以及疗效评价研究等 , 但存在使

用不当或被错误运用等问题。笔者试对中医研究中

量表运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对策。

1　中医研究中使用量表存在的问题

由于中医诊断的对象是主观的症状及定量较困

难的体征 , 因此 , 对诊断标准的把握以及治疗效果

的评价等 , 都面临如何使其客观化、准确化的难

题。于是 , 一些专家、学者开始借鉴在现代医学、

心理学中运用较多的量表方法 , 以使诊断和疗效判

断量化表述 [ 1 ]。这种研究方法确实适合中医的实际

情况 , 且在中医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 但在

越来越多运用量表的研究课题 (尤其是研究生的

课题 ) 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 , 存在不少量表使

用不当或被错误使用的问题。

111　量表设计随意 　在有些申报的研究课题中 ,

设计中提到量表方法 , 但大多数并未提供设计量表

的具体思路 ; 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课题的量表 ,

无论格式 , 或内容结构、问题设计、评分赋值等都

较混乱 , 甚至不合理 , 不具可行性。这都说明研究

者对量表的设计与制作较随意 , 主要表现在 : (1)

内容结构不完善。有的观察研究 , 从始至终竟然换

了几个格式或内容不相同的观察量表 ; 有的观察项

目内容欠推敲 , 模糊不清 , 或重复设问 , 或遗漏重

要信息 , 或有阳性指标却忽略阴性指标 , 或未考虑

诊断和鉴别诊断的依据 , 对量表结构顺序的考虑、

编排存在不足等。 ( 2) 条目设计和评分赋值较混

乱。条目设计和评分赋值是量表编制的技术关键 ,

常见的问题是患者自评量表的条目难理解 , 或有歧

义性 , 或观察量表内容含糊 , 易致不一致的判断结

果等。这其中既有条目的语言表述不当 , 也有条目

分解不合理等原因。评分赋值中常见的问题是评分

等级不一 , 或不协调、不对称 , 或对等级判断的解

释混乱 , 解释内容不能反映等级差别 , 甚至有的等

级的解释内容与问题脱节 , 表述内容与问题含义不

一致等。

112　信度、效度评价及总结、统计欠缺 　制定量

表的要求是能客观、真实地反映研究问题 , 通常需

要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 但这个环节在很

多中医研究课题中 , 均未得到足够重视。在研究生

论文或期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中 , 很多都不提信度、

效度检验 , 或没有信度、效度检验的数据结果 , 或

检验方法不准确。常见的问题还包括研究样本量

少 , 研究结果难以重复 , 以及上述各种表格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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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等 , 这是导致信度不高及效度低的重要原因。

量表总结是研究工作的收尾。在对量表进行总

结时 , 应对资料数据进行认真细致的整理、核对。

但这项工作 , 很多研究者不重视 , 有的怕麻烦 , 干

脆交给熟悉统计的其他无关人员去整理总结。这样

就容易导致数据脱落、混乱 , 或对调查研究中出现

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解决 , 或信息取舍错误 , 或选

择的统计方法不恰当等。常见的问题还包括总结的

结果与量表内容不一致 , 符合研究结果的就取 , 不

符合的就弃 , 甚至有的随意修改量表数据 , 使总结

的结果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研究情况。

统计问题也不少 , 主要是选用统计方法不正

确。中医量表指标多为定性或半定量描述 , 且经常

既有定性 (不能分级 ) 指标 , 又有半定量 (可以

分级 ) 的指标 , 因此 , 统计处理时选择方法很重

要 , 有的尽管是同一个问题 , 但需要采用不同的方

法来分析处理。常见问题是简单模仿或套用别人的

统计方法 , 或输入计算机后 , 用软件方法 , 但又不

能对软件处理的结果进行准确客观解释 , 或对软件

不熟悉 , 随意使用 , 对数据随意取舍等。

2　中医研究中使用量表的对策

随着中医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面开展 , 量表学

方法在中医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 问题也更多

地暴露出来 , 由此提示中医科研人员必须重视量表

学研究 , 尽量完善量表 , 使之具有更高的信度和效

度 , 更好地为中医临床及相关科研服务。

要用好量表学方法 , 首先 , 要保证量表内容的

全面和完整。在中医研究领域 , 量表主要用于诊断

和疗效评价。诊断方面 , 要考虑诊断的阳性指标 ,

兼顾阴性指标 ; 要有证候的指标 , 有时还需兼顾疾

病的指标 , 这些内容在量表里都不能遗漏。又如疗

效评价 , 既要考虑能反映疗效变化的指标 , 同时还

应注意治疗效应发挥的特点 , 以及是否有疗效之外

的效应 (包括副作用等 )。这些都是内容方面的要

求。内容设计很重要 , 内容错漏的失误常常是难以

弥补的。其次 , 要按量表学的要求和方法编制量

表。包括条目设计和信度、效度检验等。设计条目

时 , 对条目的表述应尽量应用通俗的语言 , 避免语

言的歧义或模糊难懂 , 以及避免问题重复或遗漏 ,

并且应该注意问题呈现的方式和顺序 , 以保证信度

和效度。

在使用量表时 , 要学会使用统计方法检验量表

的信度和效度。信度是使用该量表进行本项研究的

可靠程度 , 即评价测试结果是否稳定可靠。若同一

套测试 (量表 ) 在对同一测试对象 (即受试者本

身无变化 ) 进行数次测试中 , 受试者分数忽高忽

低 , 说明该测试缺乏信度 , 通常用相关系数表示 ,

相关系数越大 , 则信度越高。信度系数可以用重测

法、交替形式法或对半法计算 , 对中医的很多研

究 , 重测和对半法都可以选用。

测试效度亦称测试的有效性 , 即一套测试

(量表 ) 是否达到其预定的目的及要测量的内容 ,

包括表面效度、内容效度、编制效度和经验效度 ,

当然也可以计算相关系数 , 或用差异显著性检验来

判断。影响中医研究效度的因素包括 : 量表内容、

量表的表述、测试过程及量表资料总结与分析 , 因

此 , 提高效度是一个综合、全面的问题 , 需严谨的

科研思维来保证其效度。

测试的信度与效度有着密切关系。一般说来 ,

信度较高的测试其效度也较高 , 但效度较高未必能

保证信度也较高。因为测试信度主要涉及试题本身

的可靠性和评分的可靠性 , 而试题本身是否可靠主

要取决于试题的范围、数量、试题的区分度等因

素 , 评分是否可靠则要看评分标准是否客观和准

确。如中医症状的分解、症状等级评分等都是应该

重视的问题。此外 , 还应针对中医辨证的特殊性 ,

规范症状评分及证与症的对应关系 , 将诊断与鉴别

的思想体现在量表中 [ 2 ]。

资料总结与数据统计是中医研究较薄弱的环

节。中医科研工作者需要学习更多统计方法 , 对统

计软件要能熟练应用 , 并熟悉软件的特点和各种统

计方法的使用范围。这样才能保证量表研究结果的

准确和客观 , 提高中医研究的水平。总结资料的过

程可发现新的问题和方向 , 有时还可能得到意外收

获。因此 , 最后的总结研究和统计处理很重要 , 应

该将它与研究计划和实施过程放到同样重要的高

度。

中医开展量表研究的历史还不长 , 研究经验不

足 , 但只要善于学习 , 总结经验 , 量表学方法对中

医研究的作用将逐步显现 , 中医研究课题的水平及

论文质量也将因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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