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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介绍两种多因素试验设计方法，即正交设计与均匀设计。 由于析因设计中的试验点数目过多，在既要
较少试验点数目，又要能比较准确地揭示多因素对评价指标影响规律的要求之下，宜选择正交设计或均匀设计。 正交设计具
有“试验点均匀分散、整齐可比且可以事先安排少数交互作用项”的特点，因此，结果的可信度较高，只需采用方差分析处理定
量资料；均匀设计具有“试验点极其均匀分散、正交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破坏，不能事先安排交互作用项”的特点，因此，允许
很少数目的试验点，但需采用多重回归分析处理资料且分析结果不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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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在此文之前所介绍的各种试验设计类型一般都

以“纵”与“横”两个方向来呈现因素及其水平，例
如，下面的表 １ 就呈现了一个三因素析因设计的
“架构”。

表 １　三个试验因素作用下 ＯＤ 值的测定结果
因素

Ａ 与 Ｂ
ＯＤ值

因素 Ｃ： Ｃ１  Ｃ２ 垐Ｃ３ 趑Ｃ４ `
Ａ１ 膊Ｂ１ �０ 蝌．３９ ０ ┅．４１ ０ _．３７ ０  ．３９ ０ 怂．４２ ０ 亖．３８ ０ 7．４４ ０ 铑．４１

Ｂ２ �０ 蝌．３７ ０ ┅．３６ ０ _．４３ ０  ．４５ ０ 怂．４１ ０ 亖．３７ ０ 7．４２ ０ 铑．３９

Ｂ３ �０ 蝌．４５ ０ ┅．４３ ０ _．４６ ０  ．３９ ０ 怂．３８ ０ 亖．３５ ０ 7．３９ ０ 铑．３７

Ａ２ 膊Ｂ１ �０ 蝌．３６ ０ ┅．４１ ０ _．４５ ０  ．３６ ０ 怂．４１ ０ 亖．４５ ０ 7．４１ ０ 铑．４６

Ｂ２ �０ 蝌．４２ ０ ┅．３７ ０ _．３８ ０  ．４１ ０ 怂．３８ ０ 亖．３６ ０ 7．４３ ０ 铑．３８

Ｂ３ �０ 蝌．３７ ０ ┅．４３ ０ _．３６ ０  ．３９ ０ 怂．４３ ０ 亖．４２ ０ 7．３５ ０ 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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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 １中，Ａ、Ｂ 两个因素被放置在表的左侧表
头，其具体水平被放置在表身左侧并位于六个横行
上；而 Ｃ 因素及其水平都被放置在表头短横线下
方。 于是根据“纵、横”交叉处的数据，就知道它们
产生于什么样的“试验条件”。 例如，开始的两个数
据“０．３９、０．４１”，它们位于第 １ 行与“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交叉处。 表明这两个试验数据所对应的试验条
件为“Ａ１ 、Ｂ１ 、Ｃ１”，即三个试验因素都分别取各自的
一水平，两个数据是同一个试验条件下的两次独立
重复试验结果。 同理可知，最后两个数据“０．３５、０．３７”
所对应的试验条件为“Ａ２ 、Ｂ３ 、Ｃ４ ”，即 Ａ、Ｂ、Ｃ 三个

试验因素分别取“二水平”“三水平”与“四水平”条
件下的两次独立重复试验结果。
现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若某试验要涉及 １０个因

素，还采取表 １的方式来呈现因素及其水平组合，如
何制表呢？
对上面的问题，人们感到十分棘手，仍采用

“纵、横”交叉的手法很难操作。 于是干脆“化繁为
简”，将所有因素都放置在表头上，表身处放置各因
素的水平，每一横行上放置全部因素的一个特定水
平组合（即一个特定的试验条件或试验点）。 基于
这种想法，改写表 １，见表 ２。

表 ２　表 １ 变形的结果

Ａ Ｂ Ｃ ＯＤ１ 棗ＯＤ２ 垐Ａ Ｂ Ｃ ＯＤ１ JＯＤ２ ;

１ 槝１ 垐１ y０ -．３９ ０  ．４１ ２ K１ ;１ ,０ 噜．３６ ０ 蜒．４１

１ 槝１ 垐２ y０ -．３７ ０  ．３９ ２ K１ ;２ ,０ 噜．４５ ０ 蜒．３６

１ 槝１ 垐３ y０ -．４２ ０  ．３８ ２ K１ ;３ ,０ 噜．４１ ０ 蜒．４５

１ 槝１ 垐４ y０ -．４４ ０  ．４１ ２ K１ ;４ ,０ 噜．４１ ０ 蜒．４６

１ 槝２ 垐１ y０ -．３７ ０  ．３６ ２ K２ ;１ ,０ 噜．４２ ０ 蜒．３７

１ 槝２ 垐２ y０ -．４３ ０  ．４５ ２ K２ ;２ ,０ 噜．３８ ０ 蜒．４１

１ 槝２ 垐３ y０ -．４１ ０  ．３７ ２ K２ ;３ ,０ 噜．３８ ０ 蜒．３６

１ 槝２ 垐４ y０ -．４２ ０  ．３９ ２ K２ ;４ ,０ 噜．４３ ０ 蜒．３８

１ 槝３ 垐１ y０ -．４５ ０  ．４３ ２ K３ ;１ ,０ 噜．３７ ０ 蜒．４３

１ 槝３ 垐２ y０ -．４６ ０  ．３９ ２ K３ ;２ ,０ 噜．３６ ０ 蜒．３９

１ 槝３ 垐３ y０ -．３８ ０  ．３５ ２ K３ ;３ ,０ 噜．４３ ０ 蜒．４２

１ 槝３ 垐４ y０ -．３９ ０  ．３７ ２ K３ ;４ ,０ 噜．３５ ０ 蜒．３７

　　显然，用表 ２的方式呈现因素及其水平组合是
很方便的，而且，可以允许任何数目的因素，因素的
水平数也不受任何限制。
现在再来考虑这样的问题：当试验中涉及的试验

因素数目很多时，其水平组合数就非常之多，如何既
能以较少种类的组合数安排试验，又不至于导致“多
因素非平衡组合试验”［１］

这种不科学安排的出现？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可以采取分式析因设计、

正交设计、均匀设计、组合设计和最优设计等［２ －７］ 。

２　正交设计简介

２．１　概念简介

　　在表 ２的前三列和第六、七、八列中，共有 ２４ 种
水平组合（即 ２４ 行）。 这三列之间有什么规律呢？
同一因素不同水平出现的次数相等；任何两因素之
间不同“有序数对”出现的次数相同。 如果我们让
Ａ、Ｂ、Ｃ三个因素都取 ３ 个水平，将其全部 ２７ 种水

平组合都按表 ２的方式呈现出来，此时，三个因素对
应的三列就满足如下的两个规律：①任何一列中不
同水平出现的次数相同；②任何两列不同“有序数
对”出现的次数相同。
在数学上，称满足以上两条规律的数据阵列具

有“正交性”，其几何解释就是三个向量在空间互相
垂直。 所谓正交设计，就是找出一系列相互正交的
向量组成一个“设计矩阵”，其每一行就是全部因素
水平的一种特定组合。 每种组合相当于科研人员所
说的“一个试验组”，通常，各组必须做 m次独立重
复试验。
需要弄清一个问题：同水平的 Ｋ 因素析因设

计，在本质上，就是 Ｋ因素正交设计。 那么，正交设
计是否就是“多余的”了？ 事实上，研究者打算选用
正交设计来安排多因素试验，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希望少做一些“试验点”，而不是用析因设计（包
含因素的全部水平组合）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也就
是说，正交设计中的试验点可以是同水平析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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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全部试验点，也可以是从中抽出的一部分试验
点（但它们必须满足正交性要求）。 比相同规模（指
因素的个数和水平数）的析因设计少了部分试验点
的正交设计，既不是“分式析因设计［４］ ”和“含区组
因素的析因设计

［１］ ”，也不是“多因素非平衡组合试
验

［１］ ”，而是基于某种“数学根据”决定的全部因素
的部分水平组合。 在实际使用时，研究者只需要选
择数学家编制好的各种规格化的正交表

［２ －３］
即可。

基于正交性要求挑选出来的试验点具有如下特点：
均匀分散、整齐可比。

２．２　实例简介

【例 １】在乙酰苯胺磺化工艺的研究中，有 ４个因
素：反应温度（℃）Ａ、反应时间（ｈ）Ｂ、磺酸浓度（％）
Ｃ、操作方法 Ｄ，各取两水平，试验的结果为产物的“收
率（％）”。 试验目的：希望弄清各因素在怎样的搭配
条件下收率最高。 已知反应温度与反应时间之间的
交互作用不可忽视，各试验条件下不必进行重复试
验，希望总试验次数尽可能少一些，请给出合适的试
验设计方案。 ４个试验因素的水平分别如下。

因素名称（单位） １ 水平 ２ 水平

反应温度（℃） ５０ 崓７０ g
反应时间（ｈ） １ y２ S
磺酸浓度（％） １７ 崓２７ g
操作方法 搅拌 不搅拌

　　【具体设计】若选择析因设计，不同的试验条件
数为 ２４ ＝１６种，各试验条件下至少要做 ２次独立重
复试验，总试验次数至少为 ３２ 次，不符合题意要求。
某研究者给出了如下的 ８ 种试验条件，即 ８ 个试
验组。

组　　别 各组的具体条件组合情况

第 １组： 反应温度取 ５０℃、反应时间取 １ｈ、磺酸浓度取 １７％、搅拌

第 ２组： 反应温度取 ５０℃、反应时间取 １ｈ、磺酸浓度取 ２７％、不搅拌

第 ３组： 反应温度取 ５０℃、反应时间取 ２ｈ、磺酸浓度取 １７％、不搅拌

第 ４组： 反应温度取 ５０℃、反应时间取 ２ｈ、磺酸浓度取 ２７％、搅拌

第 ５组： 反应温度取 ７０℃、反应时间取 １ｈ、磺酸浓度取 １７％、不搅拌

第 ６组： 反应温度取 ７０℃、反应时间取 １ｈ、磺酸浓度取 ２７％、搅拌

第 ７组： 反应温度取 ７０℃、反应时间取 ２ｈ、磺酸浓度取 １７％、搅拌

第 ８组： 反应温度取 ７０℃、反应时间取 ２ｈ、磺酸浓度取 ２７％、不搅拌

　　【对设计类型的判定】从表面上看，这个试验涉
及一个因素，它叫做“组别”。 但从各组的具体条件
来看，它确实涉及四个因素，分别为“反应温度”“反
应时间”“磺酸浓度”和“搅拌方法”。 每个因素都取
２个水平，若将这四个因素的水平全面组合，共有 １６
种，现在只做了其中一半组合条件下的试验，称为总
试验条件数的二分之一实施。
事实上，前面的安排对应着如下的设计：
选择 Ｌ８ （２

７）正交表，因为该正交表的自由度为
７，比所需要的自由度 ５ 多 ２ 个自由度，即正交表中
将有两个空列，可用于估计试验误差。 此时，只需要
做 ８种试验组合（若不做重复试验，总试验次数也
是 ８），就可以满足研究者的要求。
设因素 Ａ为反应温度（℃）、因素 Ｂ为反应时间

（ｈ）、因素 Ｃ为磺酸浓度（％）、因素 Ｄ为操作方法。
选用 Ｌ８ （２

７ ）正交表，将 Ａ 放在第 １ 列、Ｂ 放在第 ２
列、查找 Ｌ８ （２

７ ）正交表的交互作用表，得交互作用
Ａ×Ｂ应落在第 ３列上，于是，可把 Ｃ放在第 ４ 列，Ｄ
可以放在 ５、６、７三列中任何一列上，不妨将 Ｄ 放在
第 ７列上，见表 ３。

表 ３　Ｌ８ （２７ ）正交表

试验号 列号： １（Ａ） ２（Ｂ） ３（Ａ ×Ｂ） ４（Ｃ） ５ 照６ 沣７（Ｄ） Ｙ（试验结果）

１ 槝１ +１ �１ 汉１ 乔１ 照１ 沣１ 耨Ｘ
２ 槝１ +１ �１ 汉２ 乔２ 照２ 沣２ 耨Ｘ
３ 槝１ +２ �２ 汉１ 乔１ 照２ 沣２ 耨Ｘ
４ 槝１ +２ �２ 汉２ 乔２ 照１ 沣１ 耨Ｘ
５ 槝２ +１ �２ 汉１ 乔２ 照１ 沣２ 耨Ｘ
６ 槝２ +１ �２ 汉２ 乔１ 照２ 沣１ 耨Ｘ
７ 槝２ +２ �１ 汉１ 乔２ 照２ 沣１ 耨Ｘ
８ 槝２ +２ �１ 汉２ 乔１ 照１ 沣２ 耨Ｘ

　　根据表 ３并不便于进行试验，最好将该表中第
１、２、４、７ 列抽出来，以使表格简化，不易看串行，不

仅如此，还应将该表中的“代码水平”转化成“试验
因素的真实水平”，这样，进行试验时才不会出错。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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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４，当试验结束后将试验结果填入此表中 最后一列。

表 ４　用 Ｌ８ （２７ ）正交表安排 ４ 个试验因素

试验号 反应温度（℃） 反应时间（ｈ） 磺酸浓度（％） 操作法 Ｙ（收率，％）

１ 哪５０ 膊１  １７ 媼搅拌 ６５ c
２ 哪５０ 膊１  ２７ 媼不搅拌 ７４ c
３ 哪５０ 膊２  １７ 媼不搅拌 ７１ c
４ 哪５０ 膊２  ２７ 媼搅拌 ７３ c
５ 哪７０ 膊１  １７ 媼不搅拌 ７０ c
６ 哪７０ 膊１  ２７ 媼搅拌 ７３ c
７ 哪７０ 膊２  １７ 媼搅拌 ６２ c
８ 哪７０ 膊２  ２７ 媼不搅拌 ６７ c

注：基于正交表中各行上的试验条件做试验时，一般每行上都至少要做两次独立重复试验，特别是以生物体（例如某种动物）为受试对象时，评

价指标的变异度很大，必需做足够次数的独立重复试验

３　均匀设计简介

３．１　概念简介

　　有了以上关于正交设计的基本概念后，再来谈均
匀设计就很容易了。 与正交设计类似，基于均匀性要
求挑选出来的试验点具有如下特点：试验点在空间尽
可能“均匀分散”，必要时，可能会部分地牺牲掉“正
交性”。 也就是说，产生于均匀设计的定量数据可能
不具有“整齐可比性”了。 因此，可以用方差分析处理
来自正交设计一元定量资料，而需要采用多重回归分
析方法处理来自均匀设计一元定量资料。
在实际使用时，研究者只需选择数学家编制好

的各种规格化的均匀设计表和与之对应的交互作用

表即可
［１ －２］ 。

３．２　实例简介

【例 ２】某研究者用均匀设计方法完成的分析化
学方面的研究报告，其题目是“高效毛细管电泳分
离的优化策略”。 该文提出一种新的优化策略，综
合分析“Ａ：表面活性剂浓度”“Ｂ：缓冲溶液 ｐＨ 值”
“Ｃ：磷酸盐缓冲溶液浓度”“Ｄ：有机添加剂浓度”及
“Ｅ：操作电压”５ 个定量的试验因素对高效毛细管
电泳分离的影响，用多种优化目标函数考察分离度
和峰分布均匀性。 ５ 个试验因素拟取的水平如下。
设计时无法考虑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还希望试验
次数尽可能少，试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安排此试验。

Ａ（表面活性剂浓度的水平）： １０ C２０ �３０ 鞍４０ f５０  ６０ 乙７０ 垐８０ >
Ｂ（缓冲溶液 ｐＨ 值的水平）： ７ 蝌．５１ ７ ┅．７５ ７ _．９２ ８  ．１３ ８ 怂．３６ ８ 亖．７１ ８ 7．９３ ９ 铑．０６

Ｃ（磷酸盐缓冲溶液浓度的水平）： １５ C２０ �２５ 鞍３０ f３５  ４０ 乙４５ 垐５０ >
Ｄ（有机添加剂浓度的水平）： ０ /３ 邋６ 湝９ R１２  １５ 乙１８ 垐２１ >
Ｅ（操作电压的水平）： １５  ．０ １５ 蜒．５ １６ 噰．０ １６ =．５ １７ 篌．０ １７ ┅．５ １８ _．０ １８  ．５

　　【具体设计】采用 Ｕ８ （８
５）均匀设计表安排试验，

见表 ５。
表 ５　Ｕ８ （８５ ）均匀设计表

序　号 １ �２ F３ 哌４ x５  
１ @１ �５ F３ 哌４ x８  
２ @２ �３ F８ 哌６ x４  
３ @３ �８ F４ 哌７ x２  
４ @４ �１ F２ 哌２ x３  
５ @５ �７ F７ 哌１ x６  
６ @６ �２ F５ 哌８ x７  
７ @７ �４ F６ 哌３ x１  
８ @８ �６ F１ 哌５ x５

　　用５个试验因素的具体水平取代表 ５ 中的代码

水平，并记录各次试验结果（暂用“Ｘ”表示），见表 ６。

４　正交设计与均匀设计异同点归纳

４．１　相同点

４．１．１　设计表

　　在很多场合下，两种设计都有很多可供直接选
用的规格化的设计表（即正交表及其交互作用表；
均匀表及其交互作用表）。

４．１．２　试验点

两种设计中所确定的试验点都是从相应规模的

析因设计所有试验点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试验点。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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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用 Ｕ８ （８
５ ）安排 ５ 种巴比妥类药物 ＭＥＫＣ 分离条件优化试验

序　　号 Ａ Ｂ Ｃ Ｄ Ｅ Ｙ：试验结果
１ �１０ 舷８ <．３６ ２５ I９ 蝌１８ 洓．５ Ｘ
２ �２０ 舷７ <．９２ ５０ I１５  １６ 洓．５ Ｘ
３ �３０ 舷９ <．０６ ３０ I１８  １５ 洓．５ Ｘ
４ �４０ 舷７ <．５１ ２０ I３ 蝌１６ 洓．０ Ｘ
５ �５０ 舷８ <．９３ ４５ I０ 蝌１７ 洓．５ Ｘ
６ �６０ 舷７ <．７５ ３５ I２１  １８ 洓．０ Ｘ
７ �７０ 舷８ <．１３ ４０ I６ 蝌１５ 洓．０ Ｘ
８ �８０ 舷８ <．７１ １５ I１２  １７ 洓．０ Ｘ

注：基于均匀表中各行上的试验条件做试验时，一般每行上都至少要做两次独立重复试验，特别是以生物体（例如某种动物）为受试对象时，评

价指标的变异度很大，必需做足够次数的独立重复试验

４．１．３　设计方案

两种设计的设计方案都以“列”的形式呈现全
部拟考察因素，以“行”的形式呈现各试验点（即因
素的特定水平组合）。

４．１．４　水平数

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两种设计都更倾向于安排同
水平的试验研究问题（少数场合下，有混合水平的）。

４．２　不同点

４．２．１　抽取试验点所依据的要求不同

　　正交设计依据“正交性”抽取试验点；而均匀设
计依据“均匀性”抽取试验点。

４．２．２　具有的特点不同

正交设计具有“试验点均匀分散、整齐可比且
可以事先安排部分交互作用项”的特点，另外，可用
方差分析处理产生于正交设计的定量资料；而均匀
设计具有“试验点极其均匀分散、正交性受到一定
程度的破坏且不能事先安排交互作用项”的特点，

另外，需要用多重回归分析处理产生于均匀设计的
定量资料。

４．２．３　同水平不同型号的设计表之间试验点数目
变化规律不同

当因素的水平数确定下来后，不同型号的正交
表中的试验点数目之间按水平数相乘的规律变化，
例如，在 ２ 水平正交表［Ｌ４ （２

３ ）、Ｌ８ （２
７ ）、Ｌ１６ （２

１５ ）、
Ｌ３２ （２

３１ ）、Ｌ６４ （２
６３ ）、Ｌ１２８ （２

１２７ ）］中，每相邻（指“型
号”，下同）两张正交表所包含的试验点数目之间呈
２倍的关系（见前面符号中“Ｌ”的下角标数字）。 在
３ 水平正交表 ［ Ｌ９ （３

４ ）、 Ｌ２７ （３
１３ ）、 Ｌ８１ （３

４０ ）、 Ｌ２４３

（３１２１ ）］中，每相邻两张 ３水平正交表的试验点数目
之间呈 ３倍的关系（见前面符号中“Ｌ”的下角标数
字）。 同理，在 ４水平正交表中，每相邻两张 ４ 水平
正交表的试验点数目之间呈 ４倍的关系。
然而，对均匀设计表而言，每相邻两张 ３水平均

匀表的试验点数目之间相差 ３、每相邻两张 ４ 水平
均匀表的试验点数目之间相差 ４。 同水平的均匀表
比较多见，２ 水平的均匀表就是 ２ 水平的正交表，其
他同水平的均匀表中常用的如下

［２］ 。

三水平的均匀表： Ｕ９ （３２ ） Ｕ９ （３３ ） Ｕ９ （３４ ） Ｕ９ （３５ ） Ｕ９ （３６ ） Ｕ９ （３７ ） Ｕ９ （３８ ）

Ｕ１２ （３
２ ） Ｕ１２ （３

３ ） Ｕ１２ （３
４ ） Ｕ１２ （３

５ ） Ｕ１２ （３
６ ） Ｕ１２ （３

７ ） Ｕ１２ （３
８ ）

Ｕ１５ （３２ ） Ｕ１５ （３３ ） Ｕ１５ （３４ ） Ｕ１５ （３５ ） Ｕ１５ （３６ ） Ｕ１５ （３７ ） Ｕ１５ （３８ ）

Ｕ１８ （３
２ ） Ｕ１８ （３

３ ） Ｕ１８ （３
４ ） Ｕ１８ （３

５ ） Ｕ１８ （３
６ ） Ｕ１８ （３

７ ） Ｕ１８ （３
８ ）

四水平的均匀表： Ｕ８ （４
２ ） Ｕ８ （４

３ ） Ｕ８ （４
４ ） Ｕ８ （４

５ ） Ｕ８ （４
６ ） Ｕ８ （４

７ ） Ｕ８ （４
８ ）

Ｕ１２ （４
２ ） Ｕ１２ （４

３ ） Ｕ１２ （４
４ ） Ｕ１２ （４

５ ） Ｕ１２ （４
６ ） Ｕ１２ （４

７ ） Ｕ１２ （４
８ ）

Ｕ１６ （４
２ ） Ｕ１６ （４

３ ） Ｕ１６ （４
４ ） Ｕ１６ （４

５ ） Ｕ１６ （４
６ ） Ｕ１６ （４

７ ） Ｕ１６ （４
８ ）

Ｕ２４ （４
２ ） Ｕ２４ （４

３ ） Ｕ２４ （４
４ ） Ｕ２４ （４

５ ） Ｕ２４ （４
６ ） Ｕ２４ （４

７ ） Ｕ２４ （４
８ ）

五水平的均匀表： Ｕ５ （５
２ ） Ｕ５ （５

３ ） Ｕ５ （５
４ ）

Ｕ１５ （５
２ ） Ｕ１５ （５

３ ） Ｕ１５ （５
４ ） Ｕ１５ （５

５ ） Ｕ１２ （５
６ ） Ｕ１２ （５

７ ） Ｕ１５ （５
８ ）

Ｕ２０ （５
２ ） Ｕ２０ （５

３ ） Ｕ２０ （５
４ ） Ｕ２０ （５

５ ） Ｕ２０ （５
６ ） Ｕ２０ （５

７ ） Ｕ２０ （５
８ ）

Ｕ２５ （５２ ） Ｕ２５ （５３ ） Ｕ２５ （５４ ） Ｕ２５ （５５ ） Ｕ２５ （５６ ） Ｕ２５ （５７ ） Ｕ２５ （５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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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Pq）符号的含义是：“U”代表均匀（Ｕｎｉｆｏｒｍ）
之意；“n”代表均匀表的行数或试验因素的不同水
平组合数，即不同的试验点数；“P”代表试验因素的
水平数，即各列中不同的水平代码数；“q”代表均匀
表的列数，即最多可安排的试验因素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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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购枟精神疾病案例诊疗思路枠（第三版）

　　由枟四川精神卫生枠杂志副主编、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河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杨世昌教授主编，中南大学精
神卫生研究所张亚林教授主审的枟精神疾病案例诊疗思路枠
（第三版）（ ＩＳＢＮ ９７８ －７ －１１７ －２４３５７ －５／Ｒ· ２４３５８）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６月份出版。
为确保本次修订质量，编委由来自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

精神卫生中心、南京医科大学、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省
精神卫生中心、广东医科大学附属深圳第六人民医院、广西
壮族自治区精神卫生中心、贵州省人民医院、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精神病医院、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
精神卫生中心、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单位从事临床与教学工

作的同道们组成。
该修订版共计 ９２．５万字，本书紧密结合临床诊疗思维，

通过对真实病例接诊的整个环节介绍，展示精神疾病的诊疗
思维。 本次修订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介绍精神疾病的诊
断学基础———晤谈技术、病史采集、精神状况检查以及精神
疾病的诊断思维。 第二，典型案例篇，根据临床实践中典型
病例的病情变化提供病情或临床相关信息，进而提出问题，
并分析诊疗思路。 第三，本次修订增加了临床诊疗的影响因
素（法律、医保、医患关系、医学模式等）以及循证医学与临
床决策等相关章节，同时增加了拓展思路的案例，该部分的
案例均源于临床疑难病历讨论的真实案例，在“提问式分
析”基础上，提出开放性问题，为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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