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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证据》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结合大众临床流行病学中异常、诊断、频率、危险性、预后、治疗等各个方面，深入地探讨
了医学证据的可靠性与可信度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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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证据》

精彩短评

1、介绍了统计学方法在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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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证据》

精彩书评

1、上学期以每周两章的速度读完了《医学的证据》一书，通过每周和老师同学的讨论交流，感觉对
统计在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上的应用有了一些粗浅的感性认识。首先，统计学的研究对象是总体的性
质与规律。临床医学通常关心单个病人，而统计学则研究同质人群的分布及特征，具体到临床流行病
学方面，就是把病人按其危险、诊断或治疗归为一些大致的类别，将单个病人放在同类病人的群体背
景下考虑。从而以概率的眼光看待病人，改变了以往只关注单个病人时，诊断只有患病或不患病、治
疗只有有效或无效的二元形式，这在临床诊断方面是一大进步。借由对同质人群的临床试验分析，我
们可以得到总体的分布情况，从而对病人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例如发病率可以预测相似的人在未来发
生相应疾病的概率，而患病率则对指导诊断和治疗决策特别有用，通过决策树量化诊断过程，可以比
较不同临床方案的优劣。然而，临床医学的实际应用中，医生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个单独的病人个体。
在将总体研究中得到的实验结果应用于个别病人时，需要特别注意抽样偏性和亚组因素对实验结果的
影响。其次，统计需要建立合理的数据指标。在疾病的诊断过程中，医生通常需要检测病人的各项生
理指标，以发现病因进行治疗。这就涉及到数据的采集方式和建立合理的统计指标。有没有检验的金
标准，成本是否过高，检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怎样，如何根据实际需要安排串联或者并联试验，这些
都关系到采集数据的可靠性。有了可靠的数据，就要建立合理的统计指标作为判断异常的标准。然而
，实际中大量临床变量都难以用一个分界点简单地划分为正常和异常。变异中有多少来自不可避免的
测量变异和生物性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标准的划分。通过不常见、有病、可以治疗的分界标
准，运用置信区间的方式划分界限可能更加合理。因而，诊断是一个不完美的过程，得到的是一个概
率性的而不是确定性的结果。再次，统计需要运用大量抽样与实验的方法。在评价治疗方法的研究中
，首先需要通过抽样的方法确定用于研究的人群，利用抽样技术尽量减少样本与所研究患病总体的差
异。设立样本的入选标准以限制试验病人的异质性。随后根据随机分配或者分层随机将样本分组，对
每组施以不同的干预。同时要考虑无干预组中安慰剂的使用，以及试验中盲法的运用以排除实验人员
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从抽样到干预，整个实验过程的每个环节，无不体现了实验设计中控制变量法的
思想。然而，临床试验与物理化学实验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临床试验的实验对象是人，这就涉及到
太多不可控因素，增加了实验的不确定性。每个人的生理状况千差万别，如何划分同质人群，减小同
质人群组内的差异性，控制非研究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都是临床试验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临床试
验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道德方面，例如在实验中对病人施以不确定的干预，以及不知情的安慰剂治
疗等。最后，统计就是不确定。很多统计学的应用领域都是无法得到总体的精确值，因而采用抽样技
术和统计方法，对总体的精确值做出估计，在估计过程中随机误差和不确定性总是不可避免。假设检
验中的P值，区间估计中的置信度无不体现着这一思想。具体在医学统计的应用中，对研究病人总体
进行抽样时，抽样误差总是不可避免。检验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也像假设检验中犯第一类错误和
第二类错误的概率，此消彼长需要取舍。参数估计时，对总体做正态假定等，采用了近似的方式。队
列研究中的迁移偏性、测量偏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的精确性。而人体复杂的生物性和社会性
，本身就给研究带了诸多不确定性。在统计方法的应用中，我们无法避免偏差，但是可以做到偏差的
可测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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