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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分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55篇Meta分析文献的
质量评价

李杰姚应水金岳龙陈燕朱玉贺连平

【摘要】 目的评价《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公开发表Meta分析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

量。方法计算机检索万方医学网，检索时间为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同时辅以手工检索，

查找《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发表的Meta分析文献。由2名调查员分别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筛查文

献，并采用AMSTAR量表和PRISMA量表评估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55篇，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显示高质量者仅2

篇(3．6％)，中等质量35篇(63．7％)，低质量18篇(32．7％)；2008年以来发表的文献方法学质量有所

改善，但仍然存在纳入和排除的研究文献清单提供不全、检索不够系统全面、纳入研究质量评价不

受重视等问题。报告质量的评价结果显示纳入文献在报告题目、文献信息来源的描述、方法效应

指标的概括以及Meta分析结果的综合方面质量较高，但是在摘要、资料检索和收集方法、单个研

究内部偏倚评估、讨论中对证据总结、局限性及资金支持等方面报道不全面。结论《中华流行病

学杂志》发表的Meta分析文献为提供更为可靠的病因／危险因素的估计提供了证据，但其方法学

质量和报告质量仍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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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分析质量评价主要包括方法学质量评价

和报告质量评价⋯。前者的目的是避免或减少研究

偏倚，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重复性；后者是评

价整个Meta分析报告中各项指标和要素，确保报告

的清晰度和完整度，缩小实际研究结果和发表结果

间的差异。虽然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两者间有一

定联系，但是报告质量好的研究不一定方法学正确，

报告质量不好的研究也可能具有较好的真实性。采

用国际通用的评价量表综合评价已发表的Meta分

析文献，对提高和规范其方法学质量和发表质量有

重要意义。为此本研究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 998

年以来发表的Meta分析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量表

对其进行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评价，以了解该杂

志Meta分析质量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资料与方法

i．资料来源：计算机检索万方医学网，以“中华

流行病学杂志”作为检索期刊，以“Meta”为检索词

进行刊内检索，检索时间从万方医学网建库至2012

年12月，末次检索时间为2012年12月31日，同时辅

以手工检索查找涉及Meta分析的最新文献。

2．纳入和排除标准：纳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998年1月至2012年12月发表的关于Meta分析的

文献，其中排除方法学介绍、个人观点和以简报形式

发表的有关Meta分析文献及不符合Meta分析的系

统综述文献。

3．文献筛选：根据文献的纳入和排除标准由2

名研究者独立对检索的文献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

合格者再进行全文筛选。

4．质量评价工具与资料提取：质量评价包括方

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评价。采用AMSTAR

(Assessment of Multiple Systematic Reviews)量表评

价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其中得分0～4分为低质

量，5～8分为中等质量，9。11分为高质量(该量表

共11个条目，每一条目回答“是”者记1分，回答

“否”、“不清楚”、“未提及”者记0分)乜，3|。采用

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is)量表评价报告质量，该量

表从题目、摘要、前言、方法、结果、讨论和资金支持

7个方面27个条目对整个报告的各项指标和要素进

行评价，确保报告的清晰度和完整度H1。由2名研究

者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资料并独立提取，若遇

分歧，通过讨论或参考第三者意见以求一致。提取

资料包括研究特征(第一作者单位、发表年限、研究

疾病等)、AMSTAR量表的11个条目(方法学质量)

和PRISMA量表的27个条目(报告质量)。

5．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和分析。利用百分比评价各条目符合程度；计

量资料进行两组间比较时，先检验资料正态性，若服

从正态分布则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若不服从正态分

布则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的两组间比较采用x2

检验或确切概率法检验。

结 果

1．纳入文献情况：截至2012年12月共检出70

篇Meta分析文献，其中手工检出1篇，计算机检出

69篇。通过阅读文献标题、摘要及全文剔除15篇

(方法学介绍11篇、观点评述和简报各2篇)，最终55

篇文献纳入分析砧圳。在55篇Meta分析中，42篇

(76．4％)文献的第一作者来自高等院校，43篇

(78．2％)文献的原始研究设计类型为观察性研究，26

篇(47-3％)文献关注的人群仅限于中国人群。文献

涉及疾病类别以肿瘤最多(16篇，29．1％)，其次为心

脑血管疾病(8篇，14．5％)。2000--2012年文献发表

篇数(占该刊同年发表论文总数百分比)依次为1

(0．4％)、1(0．4％)、1(0．3％)、8(1．6％)、5(1．1％)、3

(0．8％)、3(0。9％)、2(0．5％)、5(1．2％)、7(1．7％)、7

(1．7％)、10(3．0％)、2(0．6％)，其中2011年发表Meta

分析文章数量占同年杂志发表论文总数百分比最高。

2．方法学质量评价：按AMSTAR的判定标准，

纳入的55篇Meta分析研究中评分最低为1分，最高

为9分，平均(5．13±1．97)分，高质量者仅2篇

(3．6％)，中等质量者35篇(63．7％)，低质量者18篇

(32．7％)。在所有的条目中，符合率较低的条目为

“纳入研究的选择和数据提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

“发表情况是否已考虑在纳入标准中，如灰色文献”、

“是否提供了纳入和排除的研究文献清单”、“是否评

价和报道纳人研究的科学性”及“纳入研究的科学性

是否恰当的运用在结论的推导上”，结果见表1。按

发表时间分类，2000—2007年、2008—2012年发表

文献的AMSTAR得分采用秩和检验方法分析，结果

显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提示2008年

后的文献其方法学质量均高于2008年以前。f检验

表明，2008年后发表的文献在条目“纳入研究的选

择和数据提取是否具有可重复性”、“是否描述纳人

研究的特征”及“是否评估了发表偏倚的可能性”上

有所改进(表1)。

3．报告质量评价：55篇研究均不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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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华流行病学杂志》55篇Meta分析文献AMs"瓜量表方法学质量评价

2008年前 2008年后 合计

注：与2008年以前发表的文献比较；4P<O．Ol；6P<0．05

PRISMA的27个条目要求。其中结构式摘要、”方

法”中方案和注册2个条目均不完全符合要求；“方

法”中的检索、研究选择、资料条目，“结果”中的研究

内部偏倚风险和“讨论”中的证据总结、局限性6个

条目符合度均较低；“前言”中的目的、“方法”中的资

料提取、单个研究存在的偏倚、其他分析、“结果”中

的研究选择、研究特征6个条目完全符合率均<

50％；而符合程度较高的条目为“标题”、“方法”中的

纳入标准、信息来源、概括效应指标以及“结果”的结

果综合(表2)。

讨 论

作为循证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和最佳证据的重

要来源，Meta分析可对不确定的结果、无统计学意

义的研究(来源于样本量小或其他等原因)、或低度

因果联系的调查给予正确的并且是数量上的评价。

然而此类研究很难证明排除了一切偏倚，也不可能

完全去除混杂效应，如果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相同

的系统误差，Meta分析只会加大这些偏倚，产生统

计学上的假象。因此进行有效的质量评价是正确使

用Meta分析，以及谨慎对待其研究结果的重要环

节。本研究系统检索《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并纳入其

自1998年以来发表的Meta分析文献，评价方法学和

报告质量。结果显示，多数文献的方法学质量为中

等或低质量，少有高质量的Meta分析文献；而在报

告质量评价中的报告题目、文献信息来源描述、方法

效应指标概括以及结果的综合方面质量较高，但是

在检索方法、研究选择过程、资料条目的说明、单个

研究内部偏倚风险的评估、证据总结及局限性方面

质量仍较低。

本研究纳入的55篇Meta分析文献中存在不同

程度的方法学质量问题：①

纳入和排除的研究文献清单

不全，仅7．3％的研究纳入全

部文献清单完全符合条目要

求。国内期刊一般不把排除

文献列于论文后。为了能在

论文发表前对文献质量进行

细致评判，期刊编辑或同行

评议者应在论文审稿阶段向

作者索要排除文献的清单，

或者借鉴国外模式在期刊网

络版中提供补充文件的措

施。②检索不够系统、全面，

仅32篇(58．2％)文献在检索时实施广泛全面的检

索。这与其他类似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检索不全面

是Meta分析文献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旧’6川。衡量检

索策略是否全面应包括两方面内容哺2|，一是检索策

略要素(包括检索系统选择、检索词、检索式、检索Et

表2《中华流行病学杂志》55篇Meta分析文献

PRISMA量表方法学质量评价

注：括号外数据为篇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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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等)应齐全，二是检索范围要广。对国内研究者而

言，“广泛的检索范围”最低要求至少包括国内外各

一个大型数据库。此外，语言、灰色文献也是影响检

索范围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仅有8篇

(14．6％)文献在纳入标准时考虑发表情况。③纳入

研究缺少质量评估。Meta分析是基于文献的二次

研究，若纳人的原始文献研究真实性差、存在偏倚，

且未对纳入研究进行质量评价，则分析结果可能导

致偏倚累加效应，影响结论真实性。本研究结果显

示65．5％的Meta分析未能对其纳入的原始文献进行

全面、恰当的质量评价。纳入研究的特征是判定资

料异质性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文献结果中能对纳

入研究的关键特征进行较充分的描述，或者在讨论

中充分考虑纳入研究的科学性、进行恰当的讨论，也

将有助于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但是本

研究纳人的文献在描述“是否纳入研究的特征”和

“纳入研究的科学性是否恰当的运用在结论的推导

上”符合比例均不高。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在报告质量评价中存在不

足：①结构式摘要报道不全面。PRISMA量表对摘

要的要求包括背景、目的、资料来源、纳入研究的标

准、研究对象和干预措施、研究评价和综合的方法、

结果、局限性、结论和主要发现、系统综述的注册

号。如缺少则使研究人员不能仅通过“摘要”就全面

直观了解其研究内容，这是国内Meta分析研究普遍

存在的问题哺3|。造成此原因是国内外文献发表形式

有差异，国内不注重背景、局限性的报道。②方法报

道不完善。制订研究方案可事先确定系统综述的研

究目的及方法，而本研究分析的文献未描述方案和

注册条目，也均未提及是否撰写研究计划书。目前

只有Cochrane系统综述要求必须事先发表研究方

案，这也可能是中文期刊少有提及发表研究方案的

原因。在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当还

会引入其他偏倚，忽略Meta分析过程带来的偏倚，

可能误导读者对结果的判断。因此，在报告中应详

细说明文献检索过程，但大多数研究忽略了检索过

程的报告。在研究方法中，报告者还应描述所有资

料相关的条目特征，这些信息既是研究者自身判断

异质性、梳理研究对象信息的重要手段，也是使用者

据此评价证据实用性的重要依据，但本研究分析的

文献中只有很少的研究详述相关特征。③讨论不彻

底。与其他研究不同，Meta分析的讨论部分不应集

中于关键的发现，而应重墨于纳入文献的质量、分析

过程中潜在的偏倚等，即讨论结果的真实性旧]。本

研究纳入的文献在讨论部分普遍质量较低，缺乏对

研究证据的科学全面总结及局限性的探讨，只有极

少数文献指出了结论的证据强度大小。④资金支持

描述不完整。对于Meta分析潜在的利益冲突，应给

予详尽的报告。但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仅29篇

(52．7％)简单的提供了基金资助，无一篇文献描述

资助者在完成Meta分析中所起的作用。其原因是

国内文献对资助者在文章中所起作用意识较差，与

国外研究存在差距。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华流行病学杂

志》发表的Meta分析文献在方法学质量和报告质量

仍有待提高。建议研究人员在进行Meta分析时应

根据相应评价标准，完善研究的方法学和报告质量，

严格控制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倚，确保研究结果的

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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