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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定性数据的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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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数据的两个重要的特征:

➢ 集中趋势：

算数均数

几何均数

中位数和百分位数

回顾 定量数据的统计描述

➢ 变异趋势：

✓ 按间距计算: 

极差、四分位数间距

✓ 按平均差距计算：

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

➢ 在医学研究中，除了定量数据，还有如阴性和阳性、有效和无效、治愈和未治愈、生存和死亡，以

及各种疾病分类等类型的定性数据。

➢ 对于这些数据的整理，往往先将研究对象按其性质或特征分类，再分别计数每一类的例数。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6 - ScienceDirect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667005422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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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熟悉

了解

掌握
率、构成比和相对比三种主要相对数类型、意义和计算，

以及应用相对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医学中常用的几种相对数指标，如死亡率、发病率、患

病率、病死率、相对危险度和比数比。

标准化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常用相对数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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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在医学研究中，除了定量数据，还有如阴性和阳性、有效和无效、

治愈和未治愈、生存和死亡，以及各种疾病分类等类型的定性数据。

➢ 对于这些数据的整理，往往先将研究对象按其性质或特征分类，再

分别计数每一类的例数。

➢ 描述定性数据的数据特征，通常需要计算相对数。

➢ 包括：率、构成比、相对比等指标进行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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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数定义：两个有关联的绝对数之比，也可以是两个有关联统计指标之比。

➢ 相对数的性质取决于其分子和分母的意义，不同类型的相对数具有不同的性质。

计算相对数的意义主要是把基数化作相等，便于相互比较。

➢ 举例说明：

➢ 某病用A法治疗100人，75人有效，B法治疗150人，100人有效。

若仅比较有效人数是不恰当的

通过计算其有效率分别为75/100=75%，100/150=66.7%，

进行比较疗效，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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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率

➢ 率（rate）：表示在一定空间或时间范围内某现象的发生数与可能发生的

总数之比，说明某现象出现的强度或频度，通常以百分率（%）、千分

率（‰）、万分率（1/万）、或十万分率（1／10万）等表示。

                              率=
某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实际数

可能发生该事物或现象的总例数
×比例基数

➢ 公式中的“比例基数”通常依据习惯而定，使算得的率小数点前面能保

留至少1~2位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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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4-1  某单位在2009年有3128名职工，该单位每年对职工进行体检，

在这一年新发生高血压病人12例，则

12
1000 =3.84

3128
‰ ‰= 高血压发病率

➢ 需要注意的是：率在更多情况下是一个具有时间概念的指标，用于说

明某一段时间内某现象发生的强度或频率，如出生率、死亡率、发病

率等，这些指标通常是指在1年内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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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成比

➢ 构成比（proportion）：表示某事物内部各组成部分在整体中所占的

比重，常以百分数表示。

➢  例4-2  某医院某月住院病人数、死亡人数及统计指标如表所示。

疾病类型 病人数 病死人数 死亡构成（%） 病死率（‰）

呼吸系统疾病 620 25 23.81 40.32

循环系统疾病 1030 35 33.33 33.98

消化系统疾病 540 20 19.05 37.04

恶性肿瘤 300 25 23.81 83.33

合  计 2490 105 100.00 42.17

某医院某月住院病人数及死亡人数统计 

构成比=
该事物内部某一组成部分的观察单位数（例数）
某事物内部的所有观察单位之和（例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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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对比

➢ 相对比（relative ratio）：是A、B两个有关联指标值之比，用以描述两者的对比水平，

说明A是B的若干倍或百分之几，通常用倍数或分数表示。

相对比=
A

B

➢ 这两个指标可以是性质相同，如不同时期的患病人数；

➢ 也可以是性质不同，如体重与身高的平方之比（体重指数，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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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类别例数之比

➢ 例如我国2010年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

性人口数为686852572，女性人口数为652872280人，则

男女性别比=
686852572

652872280
= 1.052

       即男性人口数是女性的1.05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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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 ，RR）: 是流行病学前瞻性研究中常用的指标，表示在

两种不同条件下某疾病发生的概率之比，反映暴露组发病或死亡的危险是非暴露组

的多少倍，说明疾病与暴露之间关联强度。若P1为暴露组的发病率；P0非暴露组的

发病率，则计算公式为 

 

2. 相对危险度

1

0

P
RR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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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4-3  某地市区非吸烟女性饮酒者和不饮酒者的肺癌发病资料如表所示，

试计算其相对危险度。

饮酒与否 发病数 观察人年数 发病率（1/10万人年）

是 6 12965.2 46.3

否 265 660291.4 40.1

某地市区非吸烟女性饮酒者和不饮酒者的肺癌发病资料 

说明该地市区非吸烟女性饮酒者的肺癌发病率是非吸烟女性不饮酒者的1.15倍。 

例题

46.3
=1.15

40.1
RR =

暴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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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数比

➢ 比数比（odds ratio ，OR）：又称优势比，常用于流行病学中病例-对照研

究资料，表示病例组和对照组中的暴露比例与非暴露比例的比值之比，是反

映疾病与暴露之间关联强度的指标。

1 1

0 0

/(1 )

/(1 )

P P
OR

P P

−
=

−

P1为病例组的暴露比例，P0为对照组的暴露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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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或感冒史 神经血管畸形组 对照组 合计

有 40（a） 20（b） 60

无 112（c） 203（d） 315

合计 152（a+c） 223（b+d） 375

母亲围孕期是否有发热或感冒病史与婴儿神经血管畸形关系

➢ 例4-4  母亲围孕期是否有发热或感冒病史与婴儿神经血管畸形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的资料

如下表所示。试计算母亲围孕期是否有发热或感冒病史引起婴儿神经血管畸形的比数比。

例题

暴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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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中的暴露比例与非暴露比例分别为 

对照组的暴露比例与非暴露比例分别为 

由OR计算公式可以得出

本例

母亲围孕期是否有发热或感冒病史引起婴儿神经血管畸形的优势比为3.63。 

1

a
P

a c
=

+
11

c
P

a c
− =

+

0

b
P

b d
=

+ 01
d

P
b d

− =
+

1 1

0 0

/ (1 ) [ / ( )] / [ / ( )]

/ (1 ) [ / ( )] / [ / ( )]

P P a a c c a c ad
OR

P P b b d d b d bc

− + +
= = =

− + +

63.3
11220

20340
=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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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化率

➢ 标准化率（standardized rate）：比较两个不同人群的患病率、发病率、死亡率

等资料时，为消除其内部构成（如年龄、性别、工龄、病程长短、病情轻重等）

对率的影响，可以使用标准化率。

➢ 例4-5  试计算甲乙两个医院的标准化率。 

科室
甲医院 乙医院

入院人数 治愈人数 治愈率（%） 入院人数 治愈人数 治愈率（%）

内科 1500 975 65.0 500 315 63.0

外科 500 470 94.0 1500 1365 91.0

传染病科 500 475 95.0 500 460 92.0

合计 2500 1920 76.8 2500 2140 85.6

甲、乙两医院治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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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化直接法的计算方法

 

     式中P’为标准化率，N1 , N2 ,…Nk为某一影响因素（如病型、年龄等）标准构成的

每层例数，P1 , P2 ,…Pk为原始数据中各层的率，N为标准构成的总例数。上式也可

写成：

' 1 1 2 2 i ik k
N PN P N P N P

P
N N

+ + +
= =



'

1 1 2 2 k k i iP C P C P C P C P= + + + =

式中Ci=Ni /N为标准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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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构成的选取

➢ 标准化法计算的关键是选择统一的标准构成，选取标准的方法通常有下面三种：

（1）选取有代表性的、较稳定的、数量较大的人群构成为标准，如全国范围或全省 

范围的数据作为标准构成；

（2）选择相互比较的各组例数合计作为标准构成；  

（3）从比较的各组中任选其一作为标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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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以各层例数的合计作为标准构成，计算得到甲医院标准化后的总治愈率为

       乙医院标准化后的总治愈率为

       可见，甲医院标准化后的总治愈率高于乙医院标准化后的总治愈率。

' 4130
100% 82.6%

5000
P =  =甲

' 4000
100% 80.0%

5000
P =  =乙



医学中常用的相对数指标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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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统计指标

1. 死亡率（death rate）：又称粗死亡率，表示某地某年每千人口中的死亡人

数，反映当地居民总的死亡水平。

死亡率 =
某年某地死亡人口数

同年该地年平均人口数
× 1000‰

      同年平均人口为年初人口和年末人口的平均值。

➢ 对不同死亡率进行比较时，应注意不同地区人口年龄或性别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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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龄别死亡率（age-specific death rate）：表示某地某年龄组每千人口

中的死亡数，它消除了人口年龄构成不同对死亡水平的影响。

年龄别死亡率 =
某年某地某年龄组死亡人数

同年该地同年龄别平均人口数
× 𝟏𝟎𝟎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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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死因别死亡率（cause specific death rate ）：表示某年每10万人中因某

种疾病死亡的人数，它反映各类病伤死亡对居民生命的危害程度，是死

因分析的重要指标。

某病死亡率 =
某年某地某病死亡人数

同年该地平均人口数
× 100 000/10万

4. 死因构成（proportion of dying of a specific cause ）：也称相对死亡比，

指全部死亡人数中，死于某死因者占总死亡数的百分比，反映各种死因

的相对重要性。

某病死亡构成比 =
因某种死因死亡的人数

总死亡人数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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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疾病统计指标

1. 发病率（incidence rate）：表示在一定期间内，一定人群中某病新发生

的病例出现的频率，是反映疾病对人群健康影响和描述疾病分布状态的

一项测量指标。

 

      需要注意的是，分母中所规定的平均人口是指可能会发生该病的人群。

某病发病率 =
某时期某病新病例数

同期间内平均人口数
×比例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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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患病率（prevalence rate）：也称现患率，表示某一时点某人群人口中

患某病的频率，通常用来表示病程较长的慢性病的发生或流行情况。

以上比例基数可为100%、1000‰、10000／万、100 000／10万，实际

中患病率的分母通 常为调查的总人数，分子为患病的人数。

某病患病率 =
某地某时点某病患病例数

该地同期间内平均人口数
×比例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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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死率（case fatality rate）：表示某期间内，某病患者中因某病死

亡的频率，表明该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医疗水平等，多用于急性传染

病。

4. 治愈率（cure rate）：表示接受治疗的病人中治愈的频率。

某病病死率 =
某期间因某病死亡人数

同期该病的患病人数
× 100%

治愈率 =
治愈病人数

接受治疗病人数
× 100%



相对数指标使用的注意问题

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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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要把构成比与率相混淆：构成比只能说明某事物内部各组成部分的比重和

分布，不能说明该事物某一部分发生的强度与频率。

2. 使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过小：分母过小时相对数不稳定。在观察例数较小时，

最好直接用绝对数表示，以免引起误解。

3. 正确计算合计率：对观察单位数不等的几个率，其合计率的计算不能将各个

率相加求其平均值，而应该用各率的分子之和除以分母之和来计算。

4. 注意资料的可比性：比较的资料应是同质的，即除了要比较的处理因素外，

其他条件应尽量相同或相近。

5. 样本率或构成比存在抽样误差：比较各组的样本率或构成比的差别需作假设

检验(第九章)。



本章小结

1. 定性资料的变量形式包括多分类变量和两分类变量，这些变量

可以通过相对数对其特征进行统计描述。

2. 常用的相对数指标有率、构成比和相对比。相对数的性质取决

于其分子和分母的意义，不同的相对数其指标的定义和结果解释不

同，使用时注意各自的用法和意义。

3. 标准化法的目的是消除重要因素的构成不同对粗率比较的影响，

实际中可以选择统一的“标准”计算标准化率。



本章小结

4. 医学人口统计和疾病统计中有关人口死亡和疾病的一系列指标是

定性资料统计描述的应用。这些统计指标在确定卫生政策、了解人

群健康水平和评价卫生工作效果、反映疾病负担和医疗质量方面等

具有重要作用。RR值和OR值则可以衡量相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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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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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煤矿工人尘肺总患病率

工龄 总人数 甲患病率 甲患病人数 乙患病率 乙患病人数

0~<6 15018 0.86% 129.1548 0.2% 30.036

6~<10 6190 3.92% 242.648 0.42% 25.998

10~30 3556 12.43% 442.0108 11.54% 410.3624

所有年龄 24764 813.8136 466.3964

3.28%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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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乙两地某月居民死亡率

年龄段 总人数 甲死亡率 甲人数 乙死亡率 乙死亡人数

0~<25 7000 20‰ 140 30‰ 210

25~<60 6000 40‰ 240 50‰ 300

60~ 7000 60‰ 420 70‰ 490

所有年龄 20000 800 1000

4%, 40‰ 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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