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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青年医生的基本功一临床科研方法学

林中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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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生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因为，几乎没有病情完

全相同的患者，即使是同患一种疾病，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相

同的两位病人。因此，临床工作是一项研究性很强的工作，

临床医生是科研工作者。科学研究的灵魂是创新，临床医生

常常必须解决新问题，所以，临床工作是一项创新性、挑战性

很强的研究工作。临床科研方法，是临床医师应该掌握的基

本功之一。

科学的内涵包含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知

识以及科学技能等。某学科发展，往往由于该学科新的科学

思维方式以及新的科学方法的出现而飞跃。这一观点，在科

学技术发展史上，早巳多次得到验驻。

l临床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是应用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多学科的科研成果于人类健康保护、疾病防治的一门科学。

临床医学的发展往往需要借鉴、依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在

临床医学发展过程中，经历过畏惧自然现象的巫医阶段，随

着又经历了长时期的经验医学阶段。21世纪已进入了从临

床经验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科学证据为主的临床模式。使

临床医学模式飞跃发展的前提，是从20世酵下半叶起，一些

从事临床医学的有识之士，在现代科学多学科飞速发展的基

础上，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同时，提出了批判性思维的新概念，

创建了新的临床医学方法学——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

青年医师遇到难题，往往需要去查文献、找老师，从前人的经

验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过，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现成

的答案，而且前人的经验未必正确，未必符合我们所需，那就

得去探索，去研究。只有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方能事半功

倍地得到正确结论。

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订的《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

本要求》中提出：“医学生应有收集、分析和解释医学信息的

能力；有批判性评价现有临床经验和技术的能力；有不断自

我学习和评估的能力；有科研工作能力；有适应技术和社会

迅速变化的能力”等项要求。《卫生部专科医师培训暂行规

定》中提出：“普通专科医师应掌握循证医学的理论和方法，

具备阅读和分析专业性期刊的能力；亚专科医师应具备一定

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掌握基本的临床科研方法，能结合临床

实践，写出具有一定水平的学术论文”等项要求。医学院校

已开设了《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医学文献检索>等

临床医学方法学课程。国家还制订了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

科学报告编写格式的标准，并对学术论文作出了如下的定

义：“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

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

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践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学术论

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

创新、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凡此种种，无一不是为我们临床医师提高适应当今社会

信息技术迅速变化能力而设置。青年医师掌握了现代临床

医学方法学知识，才能事半功倍地学习好现代高新科学技

术，适应瞬间万变和飞跃发展的环境。

当今，我国医学论文发表的数量可算是位居国际先进行

列，但是，论文的质量则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是

多种原因的，临床医师科研方法学知识欠缺是重要原因之

一。每一篇学术论文，都可以看成是一项研究结果。我国医

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占有比较高的比例，但与国家标准中学

术论文定义不完全相符，重复、模仿、抄袭前人工作者不在少

数，与科研的灵魂在于创新这一公认的概念有一定差距。

一篇学术论文，往往是一项科研成果的一部或全部。临床

医学科研项目申请，是已具一定年资的临床医师要面临的工作。

科研项目申请的成功与否，与申请者掌握科研方法学知识的程

度密切相关。有关资料显示，项目未获相关部门资助的主要原

因中，研究方法(手段)缺乏科学性或不能解决提出的问题以及

研究方案设计有缺陷或不当者的比例约占80％。

作者所接触到的来我单位求职、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中，

未接受规范系统的《临床流行病学>与《循证医学》学习者不

在少数。笔者认为，青年医师补上这一课，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传统的临床研究方法和经验总结缺乏严格的设计方

案，研究质量受到制约严重影响了临床医学的发展。临床流

行病学是应用流行病学和统计学的规律和方法学与临床实践

相结合，创造性地建立了临床科研设计、测量与评价的临床科

研方法学，是应用于复杂的临床医学问题研究的--t-J新兴的

临床医学基础学科。这门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得到

快速发展。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进的，1993年正

式建立了中华医学会l临床流行病学学会，现已在全国各地建

立起临床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一些重点大学医学魔校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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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开设了这门课程，并培养出这一学科的硕士。 作，收集整理、分析评价和综合最佳研究成果后提供；证据应

临床流行病学具有多学科相结合，研究对象个体和群体 用者包括医者、患者、管理者等需要获取最新最佳科学证据

相顾及，以及其方法学科学等显著特点。其方法学的精华在 的一切人员。

于应用科学的方法，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及干扰因 循证医学的产生与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学应用取得骄

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人成绩与事实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后，经大样本随机

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评价是根据研究课题所采用的研 对照试验发现，一些过去认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是无

究方法是否能达到课题提出的目标，研究是否采用了最佳设 效的，或者害大于利的。例如，已经被公认为治疗高血压良

计方案来评价的。对研究结果的重要性与实用性均有严格 药的短效钙离子拮抗剂一心痛定，临床使用已20多年，对其

的评价准则。 有效性及安全性很少有人质疑。经大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

临床流行病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有以下几种类型：(1)了 试验证明，尽管“心痛定”能有效降压，但它可增加心肌梗死

解疾病或某一事件的发生率，用横断面调查法；(2)研究病因 和死亡的危险，用药量越大、用药时间越长，其安全性越差。

及发病相关因素可用回顾性病例对照法或前瞻性队列研究科研方法学的发展，使循证医学的产生成为水到渠成的

法以及实验性研究法；(3)研究疾病防治方案效果可用实验 事。1948年英国医学与统计学家合作，开展了世界上第一个

性研究法；等等。各种类型的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范围，而 规范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估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的疗效，

且各种方法之同有机相连。学习临床流行病学对临床科学 首次令人信服该试验方法在临床研究中的卓越成就。1982年

思维能力和临床科研能力的提高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临床 英国医生ChalnHs在美国心理学家1976年提出的M!船广分

流行病学是现代青年医生必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析统计方法基础上，提出了累计性M豳·分析新概念。循证

循证医学是21世纪新兴的临床医学模式，是临床医学 医学的最佳证据是随机对照试验结果和系统评价结果。

由经验为主体转向以科学证据为主体的重要临床医学模式。 随机对照试验是临床科研的重要方法。在临床科研设

科学证据是指经过科学评价和实践检验，能真实可靠地反映 计中，研究对象选择的随机化和研究对象分组的随机化是十

事物本质或客观规律，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的科学研究成 分重要的。前者目的是使研究的目标人群和每一个体都有

果。循证医学是在批判性思维的指导下，在临床流行病学的 同等机会被人选，后者目的是使每一入选对象都有同等机会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为了适应当今疾病谱明显改变，医学 分配到试验组或对照组中，这样就可以大大减少研究结果出

模式转变，临床研究结果常常出现不一致，知识更新不断加 现偏倚。

速的时代应运而生的。 系统评价是系统全面地收集全世界所有已发表(或含未

循证医学的临床决策依据是：遵循最佳科学证据；临床医 发表)的临床科研结果与数据，按照循证医学评价原则，筛选

师专业技能与经验；患者的期望与选择。三者结合，缺一不 出符合质量标准的文献，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临床研究方

可。 法。其中，Mecr一分析是对多个随机对照试验数据进行定量

循证医学实践的类别有二：即最佳证据的提供者和证据 合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是循证医学的一级证据。

的使用者。最佳证据是由临床流行病学家、各专业临床学 循证医学证据中病因、治疗、防治的证据分五个等级(见

家、临床统计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医学科学情报学家共同协 表1)。

表1 循证医学证据分类分级水平及依据

蕉蓥坌堡 适堡耋型 痘固!堕痘!亟堕塑适量——
A la RCTs的系统评价

1b 单项RCT(95％可信区间较窄)
1c

鑫襄霜霍2翥磊霞爨磊裂零蠢葬j曩雾登毒誊蒿磊舅蓑梨募翥囊霸豪鹑客叁瑟鹆堑黟裂锰锗豢弃襄凳坌薨耋褒活或治愈(如脑膜炎的化学治疗)；或b、应用传统方法治疗，许多患者死亡或治疗失败；『niJ胃新疗法元一死亡甄
治疗失败(如用青霉素治疗溶血性链球菌感染)

B 2a 队列研究的系统评价
2b 单项队列研究(包括质量较差的RCT)(如随访率<∞％)
2c 结局研究

C 3a 病例一对照研究的系统评价
3b 单项病例一对照研究

D 4 系列病例分析及质量较差的病例一对照研究

主 墼杰筮堑翌鱼[笪童塞童星 一 一Rcr：随机对照试验

临床医师应用循证医学的基本步骤是：(1)提出临床要

解决的问题；(2)检索相关文献，全面收集证据；(3)根据循证

医学原则评价文献，找出最新最佳证据；(4)应用最佳证据于

临床实践；(5)后评价循证实践结果。

青年医师具有较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专业知识，有一颗为

患者健康服务的善良之心，有勇于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有一

双灵巧的能为患者解除痛苦的手，积累了不少临床经验。虽

然已学富五车，但学无止境，百尺竿头仍须更进一步。终身

接受教育是成才必由之路，科研方法学是帮助我们攀登科学

高峰的云梯。

[收稿日期2008—10—15】[本文编辑韦挥德刘京虹]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