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题与探讨·

应用 !"#$分析有效估计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的探讨

么鸿雁 施侣元

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比（%&%’($#)&*$##+),’#$,("+)-.%+&/

%&+#)&*，0120）是总体人群中某种疾病归因于某种因素的暴

露所引起的发病（死亡）占全部发病（死亡）的百分比，反映该

因素所引起的发病（死亡）占全部发病（死亡）的比重。通过

0120可了解各危险因素对人群中某疾病的发病所产生的

影响，亦即消除某危险因素后，所产生的对预防该疾病的效

果将占有多大比重。它能够为卫生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有

着重要的公共卫生的实际意义。目前常用的估计0120的

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全国人群抽样调查获得的人群总暴

露率来估计；另一种是利用某地区病例对照资料的单个研究

的人群暴露率作为人群总暴露率来估计。这两种方法各有

特点，但也明显地存在着不足，或者所需样本量大、实际操作

费时、费力；或者方法上不够严谨准确。

!"#$分析是应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学方法，对已有的

多个独立研究资料进行合并分析，客观、真实地反映业已存

在的研究结果，以获得对某一研究问题定性与定量的综合性

结论。我们以吸烟与肺癌关系的 !"#$分析为例，对利用

!"#$分析有效估计暴露因素与疾病的人群归因危险度百分

比进行探讨。

34吸烟与肺癌的!"#$分析结果：通过计算机文献检索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检索系统56!和 !"7()*"）

和文献追溯的方法，收集国内外3889!:993年间公开发表

的关于我国人群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纳

入标准："3889!:993年间国内外发表的，关于中国人群的

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各文献研究假设及研究

方法相似；$有研究开展或发表的年限；%对样本大小有明

确规定；&原始数据提供!"值及8;<#$或可以转化为!"
值及8;<#$；’暴 露 的 定 义 基 本 相 似。排 除 标 准：参 考

=)>?#"*-#")*等［3］提供的标准，对每篇文献进行质量评价，主

要是评价文章中是否对有关病例和对照的选择、研究的目

的、研究的实施、数据分析和解释等方面进行了叙述，:9条标

准划分为描述清楚、提及（但不清楚）、未提及和不适用四种

情况。对重复报告、质量差、报道信息太少及无法利用的文

献进行剔除。按照!"#$分析的要求整理数据，建立数据库，

并核校数据。对不同数据类型，全部转换为!"值及其8;<
#$的形式，并对研究文献进行一致性检验，由于一致性结果

为 具有异质性，因此应用随机效应模型@/=法进行合并（计

作者单位：AB99B9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流行病教

研室

算公式见参考文献［:］）。纳入!"#$分析的文章共:3篇，见

参考文献［B/:B］，各单个研究文献的!"值在349C!;4A;之

间。通过对:3篇文献的综合，得出吸烟与肺癌的合并!"
值为B49A（:4::!A43D）（(:EAC4::，%!9493）；但由于本次

研究所收入的:3篇文献中，只有8篇［A/D，39，3A，38，:3/:B］文献给

出了四格表数据，也即只能以这部分资料给出的数据来估计

0120。

:40120的估计：估计0120需要掌握人群中某危险因

素的暴露率和暴露于该因素的疾病相对危险度。通过!"#$
分析在获得了相对危险度的估计值后，怎样获取人群某因素

的暴露率来估计0120就成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然，

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全国人群有关危险因素抽样调查资料

来估计。但目前，全国总人群中所有危险因素的暴露资料仍

较难掌握。因此，在现有资料许可的情况下，既不可能完全

依靠全国人群危险因素抽样调查资料，又不可能利用某地区

单个研究资料，来估计各种疾病的所有危险因素的0120。

为此，我们试图从提供了四格表原始数据的综合研究资料

中，也就是利用!"#$分析方法，以合并后的对照组的暴露率

来代替总体人群暴露率的方法来估计0120。其计算方法

是［:A］：假定一个总数为&的样本，暴露者（如吸烟者）中病例

和对照频数分别用’和(表示，非暴露者（如不吸烟者）中病

例和 对 照 的 频 数 分 别 用 ) 和* 表 示，则 0120E
+（!"F3）

3G%（!"F3）
，式中+为危险因素的暴露率，以对照组中暴

露者所占的比例作为%的估计值。在本次吸烟与肺癌关系

的研究中，利用!"#$分析和利用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抽

样调查的总体人群暴露率方法估计的0120分别为94ADCD
和94A:BA。经统计学检验，两者差异没有显著性意义（(:E
:43C8，%E943BD），说明利用 !"#$分析方法能有效地估计

0120，可以替代利用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抽样调查资料

所估计的0120。

B4讨论和建议：

（3）利用!"#$分析方法估计0120是可能的。0120是

一项重要的反映某种疾病危险因素的综合指标，对于卫生管

理和决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利用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

抽样调查的数据来估计0120的方法虽然是最有效的，也是

最权威的，其结果也最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但通过本次研

究的结果可以发现，利用!"#$分析的方法，也能够获得与利

用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抽样调查方法相近的0120估计

值，说明!"#$分析估计0120的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

科学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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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析方法估计&’(&是必要的。目前，在

常用的两种估计&’(&的方法中，虽然各有优点，但也存在

着在方法学和实际操作上的不足。而利用"#$%分析的方法

不仅能够集纳它们的优点，而且还能够避免其不足，使得

&’(&的获取方便有效。

首先，通过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抽样调查的数据估计

&’(&的方法，虽然比较科学、准确，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因其

抽样规模较大和受调查本身经费、人力等方面的制约，不可

能把各种疾病，更不可能把所有致病危险因素，一一详尽地

列出调查，以获取相应的总体人群暴露率。而利用"#$%分

析的方法，仅需获取少量样本，并将各种疾病所有致病危险

因素的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就能估计出&’(&，做到事半功

倍。

其次，在利用某一地区所做的病例对照研究估计&’(&
时，由于其样本存在着不能代表全国总体人群的问题，所以

很容易造成&’(&估计的偏倚。而利用"#$%分析方法估计

&’(&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合并不同地区单个研究资料，从而

有效地扩大了样本量，增强了样本的代表性，使得估计值更

加科学可靠。

（)）利用"#$%分析方法估计&’(&是可行的。从本次

研究中可以看出，"#$%分析估计&’(&之所以具有科学性

和有效性，就在于它所合并分析的单个研究资料来自于不同

地区，有着足够的样本数量和较高的质量信度。也就是说，

如果综合分析资料的样本数量足够大，代表性强，原始数据

质量高，那么 "#$%分析估计的&’(&就比较准确可靠，反

之，&’(&的准确性就会出现偏颇。为此，我们在使用 "#$%
分析估计&’(&时，应尽量搜集到全面的、足够大的、质量高

的样本信息，作为"#$%分析的基础，为&’(&估计的准确性

创造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建议有关卫生主管部门

制订统一的样本搜集标准，在全国不同地区选点，定期进行

某种疾病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利用 "#$%分析的方法

估计&’(&，为卫生决策服务。

总之，通过本次关于吸烟与肺癌关系问题的研究，利用

"#$%分析估计&’(&的探讨，说明了"#$%分析是一种有效

的，并具有可能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估计&’(&的方法，它

不仅能够弥补利用全国人群行为危险因素抽样调查的数据

估计&’(&在实际操作中的不足，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财

力，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够避免利用单个研究资

料估计&’(&的偏倚。只要在利用"#$%分析估计&’(&时

能够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那么这种方法所提供的&’(&估

计值，就能保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就能为科学的卫生决策

提供重要依据，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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