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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以前的工作中，我们研制了一份对医学论文统计学报告水平的评价量表，可作为实时、内部评价医学论文的科学
水平。为了适应于不同背景的需要，我们进一步研制了一份评价量表的简表，该简表共含１０个项目，其中７项选自于能够最
大效力地区分不同级别杂志论文报告水平的统计学项目，补充３项为对应于Ｊａｄａｄ量表的评价论文科学水平的３项。该量表
简表适用于快速评价国内医学杂志或论文的科学报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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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已发表医学论文仍存在较多的统计学问题，且这些
统计学问题突出地体现在报告水平方面［１］，于是，在我们以

前的系列研究中，我们研制了一份医学论文统计学报告自查

清单［２］、一份医学论文统计学报告水平评价量表［３］，同时，对

国内外的几种典型杂志进行了统计学报告水平的统计和比

较，发现国内医学论文的统计学报告水平与国外相差较

大［１］。国内几年前已有医学编辑认为应将统计学评审内容

纳入医学期刊的评价内容，加强医学编辑对论文统计学问题

的鉴审工作［４］，也有医学统计学者研制了临床试验文献质量

评价量表［５］，含１９项共１００分，与我们前期的工作成果基本
一致。然而，若用于快速评价，２０项还是偏多，我们拟进一步
压缩项目，希望以少于１０项的简表既达到能区分不同级别
统计学报告水平的医学论文，又不失核心项目的目的。

１　量表简表项目的选取方法

前期的研究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一份医学论文统计学报

告水平的评价量表全表，共２７项，经５位评价者应用该量表
对国外２种著名医学杂志、国内２种中华医学系列杂志和２
种一般医学杂志的有对照的临床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学报告

水平的评价，结果，不同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较好，对不同级

别杂志的统计学报告水平的区分度也很好［３］。然而，我们希

望能进一步简化量表，于是需要对量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采取了两个原则：一是最少项目最大区分原则，二是核

心项目保留原则。

１．１　最少项目最大区分原则

完成信度和效度的分析后，我们希望能以最少的项目区

分出上述三个级别杂志的统计学报告水平，于是再对２７项

的量表全表应用的结果计算各项目的方差及仅取中文文献

计算方差，结果如表１（按中文文献方差排序）。将评价中文
文献时各项目方差最大的逐项保留下来时，发现至少要保留

７项时（表１中方差等于０．２６及０．２５者），才能区分出三种
级别的杂志（表２）；若保留方差最大的６项，则只能区分出
国内一般医学杂志，而中华医学系列则和外文杂志重叠。据

此，依最少项目最大区分原则可认为量表简表以保留７项为
宜，此时总分为７分，可分为３分以内，４～５分，６分及以上
三级。

表１　应用量表全表评价中外医学文献时各项目的方差 （ｎ＝５４）

项目代号 中文方差 全部方差 项目代号 中文方差 全部方差

Ｍ４ ０．００ ０．１９ Ｒ４ ０．２３ ０．１８

Ｍ６ ０．０８ ０．１９ Ｒ６ ０．２３ ０．２３

Ｒ３ ０．１０ ０．２２ Ｒ７ ０．２４ ０．２１

Ｒ９ ０．１２ ０．１０ Ｄ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Ｒ５ ０．１２ ０．２４ Ｍ５ ０．２４ ０．１９

Ｄ３ ０．１２ ０．０９ Ｒ１３ ０．２４ ０．１９

Ｒ８ ０．１４ ０．１３ Ｍ３ ０．２５ ０．２１

Ｍ２ ０．１４ ０．１４ Ｒ１０ ０．２６ ０．２５

Ｄ２ ０．１６ ０．２４ Ｍ８ ０．２６ ０．２５

Ｒ１２ ０．１６ ０．２５ Ｒ１４ ０．２６ ０．２５

Ｒ１１ ０．１９ ０．２１ Ｄ５ ０．２６ ０．２３

Ｒ２ ０．１９ ０．２５ Ｒ１ ０．２６ ０．２３

Ｍ７ ０．２１ ０．２５ Ｍ１ ０．２６ ０．２５

Ｄ１ ０．２１ ０．２３

　　表中项目编号含义同文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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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取最大方差７项时各级杂志得分情况

篇数 均数 标准差 ９５％可信区间 最小值 最大值

外文文献 １８ ５．４４ １．０９７ ４．９０，５．９９ ３ ７

中华医学系列杂志 １８ ４．５６ １．７２３ ３．７０，５．４１ １ ７

国内一般医学杂志 １８ ２．６１ ０．９１６ ２．１６，３．０７ １ ４

合计 ５４ ４．２ １．７４２ ３．７３，４．６８ １ ７

　　Ｆ＝２２．６３３，Ｐ＜０．００１，经ＳＮＫｑ检验，在０．０５的水平能完全检验出三组

的不同水平。

１．２　核心项目保留原则

依照最少项目最大区分原则定下来的７项指标，它的意
义在于区分，反过来说，即各级杂志都会报告的核心项目和各

级杂志都不太会报告的边缘项目因为都不具有区分意义而不

会被保留，而保留下来的则是那些有些杂志报告了有些杂志

则未报告的中等重要项目。而作为一份评价量表，因其具有

导向性，因此应该保留核心项目。核心项目比较难以量化界

定，因此我们参考了有关文献。参照周登远综述的国外在文

献质量评价中的多个量表［６］，国外有不少于２５种评价临床试
验文献质量的量表，其中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２２大项或细分成５７
小项）、Ｊａｄａｄ量表（３项）、Ｄｅｌｐｈｉ清单（８项）和Ｃｈａｌｍｅｒｓ量表
（约２０项，各项权重不同）应用较多，其项目数以Ｊａｄａｄ量表最
少最核心，为３项。Ｊａｄａｄ量表于１９９６年确定［７］，现在还大量

应用于国内医学文献质量的评价［８］，尤其是Ｍｅｔａ分析时作为
文献入选的标准。其他几个量表影响也很大，尤其是

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不过由于项目较多，都属于统计学报告的重
要项目，但没有界定为核心项目。于是我们采用了Ｊａｄａｄ的最
简３项指标作为核心项目，在我们评价量表全表当中保留下
来，即：随机的描述、盲法的描述、随访失访数的描述。

２　量表简表的最终项目

按照上述的最小项目最大区分原则和核心项目保留原

则，我们从评价量表的全表中保留下来１０项作为有对照的
临床研究统计学报告质量评分简表，两种原则保留的项目无

交叉，见表３，其中带号者为核心项目，项目编号已经重排。

表３　有对照的临床研究统计学报告质量评分简表

编号 项目描述 评分说明 评分

Ｍ１ 目标人群描述是否清楚 如年龄、地理、转诊 １，０
Ｍ２ 是否包括入选标准与排除标准 有一项即得分 １，０
Ｍ３ 有无定义观察或研究终点 个体或整体皆可 １，０
Ｍ４ 有无说明分组的具体方法 仅“随机”二字可计１分 １，０
Ｍ５ 有无说明谁“盲”对什么因素 未采用盲法亦应如是说 １，０
Ｒ１ 研究与随访的起止时间是否清楚 有一项不明则不得分 １，０
Ｒ２ 是否说明随访失访数 若无失访应如是说 １，０
Ｒ３ 主要指标统计检验的实际方法是否清楚 若与方法中的描述同，亦应如是说 １，０
Ｒ４ 有无分组报告负性反应或事件的人次与程度 未分组不得分，讨论中不计分 １，０
Ｄ１ 有无结合其他文献加强或平衡本文结论 纯解释性不计分 １，０

　　答案肯定者得１分，否则得０分。Ｍ：材料与方法部分；Ｒ：结果部分；Ｄ：讨论部分。Ｒ１也可在方法部分。 代表核心项目

３　各种量表的比较与应用

鉴于已经发表的医学文献仍然存在着不少统计学问题，

因此国内外的专家自上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医

学论文统计学方法的使用与报告水平，最初为对已发表文献

统计学问题的发现与总结，到了上世纪８０年代才有针对医
学论文的统计学指南，后来发现将统计学方法的正误和报告

的全面与否合在一起仍无成效。于是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出
现了以指导医学论文作者如何报告统计学项目的 ＣＯＮＳＯＲＴ
声明等［９］。同时，随着循征医学的发展及Ｍｅｔａ分析的需要，
评价医学文献质量的各种量表也逐渐多了起来。不过，国外

在１９９３年以前的量表基本没有按照正规的量表制作过程进
行项目的筛选与评价，多数为参照已发表的临床试验报告和

作者理解筛选项目，因此应用范围受到影响。按周登远的总

结［６］，２００４年以前国外有不少于２５种比较正规的医学文献
质量评价量表，应用较多的 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Ｊａｄａｄ量表、

Ｄｅｌｐｈｉ清单和Ｃｈａｌｍｅｒｓ量表等。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相关量表评价工作和研究一直落

后，有些是沿用、翻译或修改国外量表，有些是自制评价量

表。国内的评价量表不论是翻译、修改或是自制，基本都没

有遵照严格的量表制作过程进行，也没有进行信度和效度的

评价，有些类似国外１９９３年以前的工作。汪培山的量表采

用了Ｄｅｌｐｈｉ法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并对量表进行了信
度和效度的考核［５］。我们自查清单的项目筛选也采用了

Ｄｅｌｐｈｉ法 ［２］，量表项目的筛选来自文献评价的应用实践，并

进行了不同评价者间评价一致性的考核与区分效度的考

核［３］。从所得结果来看，汪培山的１９项量表与我们的２７项

量表大体是一致的，我们的量表包含了汪培山的量表。汪培

山等还同时应用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进行了评价，把自身量表结

果与ＣＯＮＳＯＲＴ评价结果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Ｋｅｎｄａｌｌ相
关系数为０．７２３。由于我们量表包含了汪培山的量表，相信

我们的２７项量表与 ＣＯＮＳＯＲＴ的相关性也是很强的。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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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是，我们初步确定的条目较多（达１２５项，汪培山的最初
条目仅为３１项），联系到的专家数较多（全国范围５６人，汪
的为１０人），重测信度的评价人数较多（５人，汪的为２人），
应用的文献较多（预调查９篇、扩大应用４５篇、信度效度评
价５４篇共９０篇，汪的文献为３０篇）。总的来说，我们的量
表应该更加全面、可靠。

同时，为了提高评价的效率，也为了适用于不同背景的

需要，我们还制作了本评价简表，共１０项。本简表的遵循了
最少项目最大区分原则和核心项目保留原则，同时满足了评

价区分的需要和量表导向的功用需要。与评价量表全表一

样，本简表适用的文献对象为有对照的临床研究，适用评价

者为期刊管理者对医学期刊科学质量的评价及期刊编辑对

医学论文统计学报告水平的评价。由于本简表仅含１０个项
目，因此比较适用于快速和初步评价，不宜用于全面评价。

到目前为止，国内有关医学文献质量评价的量表仅见汪

培山的量表［５］和我们的量表［３］，且都适用于临床研究，说明

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是非常初步的。我们认为，进一步

的工作可以往更全面、更权威、更规范的方向深入，也可以往

专项评价量表方向进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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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参考文献计量学方法，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引文数据库》内检索温州医学院著者在国内期刊发表的中
文论文及被引用情况。结果表明，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温州医学院发表中文论文总数为１５３８３篇，人均４．３１篇，其中，在核心期刊
论文占发文总数的２４．２％，发文数呈逐年增长；论文分布在１１５６种期刊，平均每刊１３．３篇；医学类期刊占７３．８％，社会科学
类占２６．２％；发文最多的著者为７８篇，发文７篇以上的著者占著者总数的１７．５％，其发文量接近温州医学院总发文量的
５０％。被引论文数为６４５１篇，总被引频次为２１７２５。我们认为，近十年温州医学院产文数增长较快，反映学院科技水平不
断发展。

关键词　　中文论文　被引频次　文献计量学　温州医学院

　　科技论文是科技成果的重要表现形式，是科技人员交流

科技成果和心得、获取科技领域最新动态的最佳手段，也是

衡量一个单位科技实力的重要指标。为了解温州医学院（以

下简称温医）近十年来科技论文发表情况及其在国内学术界

的影响力，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平台，利用其《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和《中国引文数据库》对温医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在国内

期刊发表中文论文及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英文论文的发表

情况已另文统计［１］），结果报告如下。

—９２６—ｈｔｔｐ：／／ｚｇｋｊｑｋｙｊ．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ｎｅｔ．ｃ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２００９，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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