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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横断面

研究报告完整性评价

张婷 梁瑞英 吕筠 曹卫华李立明

·85·

·学术交流·

【导读】 为了解近年来国内横断面研究报告的完整性，本文作者根据STROBE声明(第四版)制

定了五部分39条的评价条目，对2006年1月至2008年4月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概率抽样
设计的横断面研究报告(合格论文共97篇)的完整性进行评价。39个条目的报告率分布：9个条目的报
告率低于25％。4个条目的报告率界于25％～50％之间，7个条目的报告率界于50％～75％之间，19个条目

的报告率高于75％。还有部分论文未在适当的位置上报告评价条目。与国际上较为公认的发表规范
相比，国内学者在发表横断面研究论文时主要存在报告不完整和不规范两方面的问题。

为了规范和提高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的报告质量，2004

年von Elm等【11发布了“加强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质量

(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的声明。截至2007年11月，

STROBE已更新到第四版。2006年，《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在

“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中介绍了STROBE，并给出了STROBE声明(第三版)的中译

文【2，。使用STROBE声明不是为了评价研究自身的设计和实

施质量，而是用来规范研究的报告，方便读者理解研究的设

计、实施、结果和结论，并进一步对证据进行信息提取和合

成。目前，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已把STROBE列入《生

物医学期刊投稿统一要求》。包括英国医学杂志(aMa)、柳

叶刀(Lancet)在内的66家国外医学期刊在给作者的投稿须

知中推荐作者参考STROBE声明撰写投稿论文。1。

概率抽样设计的横断面研究是最常开展和发表的流行

病学研究类型之一。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是目前国内质

量较高、有一定影响的医学学术期刊。本研究参考最新版的

STROBE声明，对《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6年以来发表的概

率抽样设计的横断面研究报告完整性进行评价，以期一定程

度上的反映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流行病学论文在报告完

整性上与国际规范存在的差距。

1。对象与方法：

(1)待评发表论文的选择：待评发表论文限定为2006年1月

至2008年4月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以人为研究对

象、概率抽样设计的横断面研究，排除短篇论著和短篇报道。

(2)评价条目的确定：根据2007年11月发布的STROBE

声明(第四版)，在汉化的基础上进行了小量的调整，并对部

分涉及多点内容的条目进行拆分。最终，评价条目分为五个

部分39条：题目、摘要与前言(3条)、方法(17条)、结果(13

条)、讨论(4条)、其他(2条)，见表1。

(3)文献评价和质量控制：评价者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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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判断论文的研究类型，决定人选或排除；然后判断人选

论文中有无说明每项评价条目。为了减少论文入选和评价

过程中的主观偏性，全部过程由2名研究生独立完成；然后比

对评价结果，如发现不一致之处，则由一名流行病学教师做

最终的判断。

(4)统计学分析：使用Epi Data 3．1软件完成数据库的

建立，并进行平行双录入。统计软件使用SPSS 15．0，计算各

评价条目的报告频数和报告率。

2．结果：

(1)待跳僦文人选眸}况：共人选了97篇创各论文，调查论
文截止到2008年4月(第29卷第4期)。其中2006年34篇，2007

年50篇，2008年13篇，所占比例分别为35．1％、51．5％、13．4％。

(2)评价：总结39个评价条目的报告率，其中9个条目的

报告率低于25％，4个条目的报告率界于25％～50％之间，7

个条目的报告率界于50％一75％之间，19个条目的报告率高

于75％(表1)。

在评价过程中，发现部分论文不是没有报告指定的内

容，而是没有在适当的位置上报告。例如，有9篇论文，关于

研究类型的明确阐述，即“横断面研究”，不是出现在题目或

摘要中，而是仅在“对象与方法”或“讨论”部分才提及。1篇

论文在“前言”中提到了调查时间，在“对象与方法”部分却没

有说明。7篇论文在“摘要”中说明了研究对象的来源，却在

“对象与方法”中只字未提。1篇报告将研究疾病的诊断标准

写到了“讨论”中，没有在“对象与方法”部分说明。21篇论文

将对研究对象数目及其一般特征的描述提前到了“对象与方

法”部分。

3．讨论：本次评价只涉及对论文中是否报告了指定的条

目进行判断，而不涉及对研究本身的设计和实施质量及分析

方法对错的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在发表横断面研

究论文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与研究设计、实

施、数据分析、结果和可能存在的局限性有关的一些关键技

术要点在文中不报告，二是不在文章适当的位置上报告这些

关键技术要点。当然STROBE并不是论文发表的金标准，其

自身还有待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嗍。由于不同研究类型需要报

告的条目不尽相同，为了简化评价过程，使评价结果更加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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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97篇横断面研究文章中评价条目逐条报告频数及其报告率(％)评价条目剧傩撇蓟赫蝴报粹
题目、摘要与前言

1．题目或摘要中对研究类型(即横断面研究)做了明确的阐述 97 8 8．2

2．前言中阐明了研究目的 97 97 100．0

3．如研究中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则在前言中阐明了研究假设 68 26 38．2

方法

4．说明了研究现场 97

5．说明了研究时间，包括抽样、研究对象的募集、现场调查等重要的时间点 97

6．说明了研究对象的来源，如学校、医院、社区等 97

7．说明了研究对象的人选和排除标准 97

8．出现了反映抽样方法的专业术语，如单纯随机抽样、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等 97

9．说明了具体的抽样设计细节，如按哪些变量分层，以什么单位为群等 97

10．说明了样本量的估算方法和考虑的因素 97

11．说明了研究的内容或变量，给出了调查的主要行为、性状、疾病或指标的明确定义或诊断标准 97

12．说明了数据采集方法，如调查员面访、体格检查等 97

13．说明了数据采集工具，如调查表、体检工具、测量仪器等 97

14．说明了质量控制的方法 97

15．如果研究中涉及连续性变量，则说明了连续性变量是否分组及分组界值的确定 30

16．说明了缺失值的处理方法，如剔除或赋值，以及赋值方法 97

17．说明了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 97

18．如果采用复杂抽样调查设计，对数据分析中与权重、分层、整群等抽样特征相关的处理方法进行了说明 6l

19．说明了使用的统计分析方法，如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等 97

20．说明了使用每种统计分析方法的适用情况，即何种数据特征或研究目的(包括控制混杂因素)时使用 。，

何种分析方法
w

结果

21．描述了不同阶段研究对象的数量，如抽样、应答、完成问卷调查、完成体检、问卷有效等的数量 97

22．绘制了研究对象人选过程流程图 97

23．如果存在不应答情况，则描述了各个阶段研究对象不应答的原因 88

24．描述了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如性别和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临床特征、社会学特征等 97

25．如果研究中存在数据缺失，则对主要变量的数据缺失情况进行了说明 84

26．如果研究中涉及连续性变量，则报告了连续性变量的均数(数据为偏态分布时报告中位数) 30

27．如果研究中涉及连续性变量，则报告了连续性变量的标准差(数据为偏态分布时报告四分位数) 30

28．如果研究中涉及分组变量，则报告了分组变量每组的频数 92

29．如果研究中涉及分组变量，则报告了分组变量每组所占百分比 、 92

30．报告了反映抽样误差大小的标准误 97

31．如果研究中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则报告了未控制其他混杂因素的关联强度的点估计值 68

32．如果研究中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则报告了未控制其他混杂因素的关联强度的置信区间 68

33．如果研究中对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则报告了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后的关联结果 68

讨论 i

34．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主要研究结果 97

35．对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进行了讨论，包括偏倚的可能来源、方向和大小，数据测量的可靠性等 97

36．根据研究目的、研究设计的优势和局限性、分析方法、其他同类研究的结果、现有的生物学和社会学等 。，

方面的知识等，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和讨论
”

37．讨论研究结论的外推性 97

其他

73

20

86

8l

75．3

20．6

88．7

83．5

38．说明该研究的经费来源 97 62 63．9

39．说明经费提供者在整个研究中的作用，如提供经费、参与设计、参与数据分析等 97 0 0．0

注：由于所有评价的论文中都涉及年龄和性别变量，为了能够挖掘更多的信息，在评价与连续性变量和分组变量有关的报告情况时，将年

龄和性别变量排除在考虑之外；部分条目的“应报告篇数”不足97，是因为只有待评论文中涉及到所提及的设计或分析内容时，才计人应报告
篇数，然后进一步评价是否报告了评价条目

体明确，本文中只选择对一种类型的流行病学研究报告进行

评价，且只限于近3年来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论

文。因此，评价结果只能一定程度上的反映国内学术期刊上

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在报告完整性和规范性上与国际

规范存在的差距，不求以偏概全。

尽管国内期刊对论文发表的字数限制较大，但是在报告

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上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更好的展

示自身研究结果，建议今后作者在撰写投稿论文时，能够参

考相关的论文报告规范，共同努力提高论文报告质量和我国

学术期刊的质量，加速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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