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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目的是介绍主成分分析的概念、作用和用软件实现计算的方法。应弄清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数据结构、
如何利用 ＳＡＳ和 Ｒ软件实现计算的具体方法，尤其是计算结果的解释和利用。值得注意的是：满足同质性的单组设计多元定
量资料是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数据结构的突出特点；主成分分析可用于下列场合：数据降维、主成分回归分析和主成分聚

类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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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１． １　 基本概念

　 　 在科学研究中，经常需要从同一个体（或观测
单位）上观测多个指标，这些指标从不同方面反映

个体的性质。但指标太多，不仅会增加计算的复杂

性，也会给合理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带来困难。表

面上，各指标之间地位相同。实际上，各指标所包含

的信息量参差不齐，且指标间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

它们所包含的信息有交叉或重叠的部分。所以，需

要对众多指标进行适当的处理，以便更好地反映事

物的本质特征。

１． ２　 何为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是将
多个定量指标转换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统计

分析方法。它是将彼此相关的一组变量转化为彼此

独立的一组新变量，并以其中少数的几个新变量综合

反映原先多个变量所包含的主要信息，且这少数几个

综合变量具有独特的专业含义。主成分变量实际上

就是由原变量 Ｘ１ ～ Ｘｍ 线性组合出来的 ｍ 个互不相
关、且未丢失任何信息的新变量，也称为综合变量。

１． ３　 主成分分析的作用

多指标的主成分变量常被用来揭示某种事物或

现象内在规律性的综合指标，研究者结合基本常识

和专业知识对综合指标所蕴藏的信息予以恰当解

释，就可以更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主要应

用于以下三个方面：①降维，即利用较少的几个主成
分变量就可以取代原来众多的变量所承载的信息；

②基于消除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中自变量间共线性关
系之后的主成分变量再进行回归分析，即所谓的

“主成分回归分析”；③应用于综合评价领域，就是
基于综合评价指标在各个体上的“取值或得分”对

２２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ｓｙｃｈｊｍ． ｎｅｔ． ｃｎ　 　 　 　 　 　 　 　 　 　 　 　 　 　 　 　 　 　 　 　 　 　 　 　 　 　 四川精神卫生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万方数据



全部个体或观测单位进行排序，还可进一步对其进

行分档。这种做法和结果事实上就是将原先的“无

序样品”转变成“有序样品”，此时，就相当于对“有

序样品”进行聚类分析了。

１． ４　 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数据结构［１］

１． ４． １　 问题与数据结构

　 　 【例 １】某文献计量学家收集到 ２３ 种肿瘤类期
刊的载文量（Ｘ１）、基金论文比（Ｘ２）、总被引频次
（Ｘ３）、影响因子（Ｘ４）、５ 年影响因子（Ｘ５）、即年指标
（Ｘ６）、被引半衰期（Ｘ７）和 Ｗｅｂ 即年下载率（Ｘ８）８
个指标的具体数据。见表 １。

１． ４． ２　 对数据结构的分析

在表 １ 中，２３ 种期刊都是肿瘤学方面的期刊，

故可认为它们具有“同质性（简单地理解，就是具有

可比性）”；Ｘ１ ～ Ｘ８ 这 ８ 个计量指标都是用来反映每

种学术期刊的影响力、知名度、学术和社会价值等，

而且，这些指标的取值都是越大越好，即所谓的“高

优指标”。显然，从“性质”上来看，这些指标也是具

有“同质性（简单地理解，就是具有可比性）”的。满

足以上两方面（横向被称为“样品”、纵向被称为“变

量”）要求的资料，称为“单组设计多元定量资料”。

表 １　 ２３ 种肿瘤类期刊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及其取值

刊　 　 名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中华肿瘤杂志 ２３４ ０． ３５ ２７０５ １． ４１５ １． ３９４ ０． １２０ ６． ０ ３８． ９００

癌症 ３１６ ０． ４９ １９３５ ０． ７４２ ０． ８７９ ０． １０４ ４． ３ ３５． ２００

中国肿瘤临床 ５０７ ０． ３３ １７１０ ０． ４２０ ０． ６７３ ０． ０２６ ５． ３ ２２． ３００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 １０２ ０． １７ ９４２ １． ０１１ １． ２９０ ０． ０２９ ５． ３ ７． ５００

肿瘤 １９１ ０． ４０ ７０２ ０． ４７０ ０． ５２５ ０． ０２１ ４． ７ ２５． ０００

中国肿瘤 ２４３ ０． １３ ６６０ ０． ３５８ ０． ３６７ ０． ０５８ ３． ７ １５． ５００

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 ２５５ ０． ０５ ５９５ ０． ２０６ ０． ２２８ ０． ０２０ ４． １ ７． ０００

肿瘤防治研究 ３０２ ０． ２５ ５８５ ０． ２８０ ０． ３３２ ０． ０２３ ４． ７ ２４． ７００

实用肿瘤杂志 １９８ ０． １７ ５６６ ０． ３２６ ０． ３３２ ０． ０３５ ５． ３ ２４． １００

实用癌症杂志 ２５１ ０． １５ ５４６ ０． ２９６ ０． ２９４ ０． ０１２ ３． ９ １９． ３００

中国癌症杂志 １８８ ０． １４ ５２６ ０． ３５５ ０． ４１９ ０． ０３２ ３． ８ ２５． ４００

肿瘤防治杂志 ５０９ ０． １８ ４７６ ０． ２３０ ０． ２４４ ０． ０２４ ３． ０ １５． ８００

中国肺癌杂志 １７２ ０． ２４ ４１２ ０． ６０３ ０． ６４３ ０． ０５８ ２． ９ ２１． ７００

癌变·畸变·突变 １２０ ０． ４５ ３４１ ０． ４０６ ０． ４５２ ０． １６７ ５． ３ ３１． ２００

实用肿瘤学杂志 ２３３ ０． ０９ ３０２ ０． １３７ ０． ２２０ ０． ００９ ５． ５ ８． ６００

临床肿瘤学杂志 ３２５ ０． ０６ ２９８ ０． ３１８ ０． ２６２ ０． ０３７ ２． ８ １５． １００

中国肿瘤生物治疗杂志 ８２ ０． ７０ ２９６ ０． ３８７ ０． ４５９ ０． ０３７ ４． ４ １１． ２００

肿瘤研究与临床 ２５６ ０． ０７ ２４６ ０． １６３ ０． １６３ ０． ００８ ３． ９ １８． ０００

现代肿瘤医学 ３３６ ０． ０９ ２４３ ０． ２５９ ０． １９７ ０． ０６３ ２． ５ １２． ４００

白血病·淋巴瘤 ２００ ０． １１ ２３１ ０． １５９ ０． ２０２ ０． ０２５ ４． ４ １５． ８００

河南肿瘤学杂志 ２７４ ０． ０４ ２３０ ０． １００ ０． ０９７ ０． ０００ ４． ６ １０． ２００

肿瘤学杂志 １８８ ０． １３ ２０７ ０． ２３３ ０． １８６ ０． ００５ ３． ５ １５． ４００

四川肿瘤防治 １４３ ０． ０４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３２ ０． ０００ ４． ４ １２． ３００

１． ４． ３　 适合选用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于前面所呈现的“单组设计多元定量资料”

而言，可以选用哪些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呢？使人惊

讶的是：适合分析这种数据结构的多元统计分析方

法占据了全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绝大部分。具体

来说，需要按以下两种情形来划分：

（１）不提供任何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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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有以下 ５ 种：
①无序样品聚类分析法；②变量聚类分析法；③主成
分分析法；④探索性因子分析法；⑤对应分析法。

（２）提供某些附加信息
可以选择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有以下 ７ 种：

①单组设计多元方差分析（需要提供各指标的标准
值）；②通径分析（需要提供通径图，即依据基本常
识和专业知识绘制出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图

形）；③证实性因子分析［需要提供通径图，即依据
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绘制出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

的图形，变量包括“显变量（可观测其取值的变量）”

与“隐变量（不可观测其取值的变量）”］；④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需要提供通径图，即依据基本常识和

专业知识绘制出变量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图形，变

量包括“显变量（可观测其取值的变量）”与“隐变量

（不可观测其取值的变量）”］；⑤多维尺度分析（需
要提供任何两个样品之间相似度或不相似度系数，

全部系数构成相似度或不相似度矩阵）；⑥典型相
关分析（需要依据基本常识和专业知识将全部变量

划分为两类）；⑦复相关分析（需要指出一个变量为
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

２　 主成分分析的实现

２． １　 基于 ＳＡＳ实现计算

２． １． １　 所需要的 ＳＡＳ程序

　 　 将表 １ 中的 ２３ 行 ９ 列数据按文本格式存储在
“Ｆ：＼ＣＣＣ”文件夹中，命名为“２３ 种肿瘤类期刊文献
计量学指标资料． ｔｘｔ”；设所需要的 ＳＡＳ 程序名为
“基于肿瘤类期刊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

析． ＳＡＳ”：
ｄａｔａ ａ１；
　 　 ｉｎｆｉｌｅ ＇Ｆ：＼ ＣＣＣ ＼２３ 种肿瘤类期刊文献计量学指
标资料． ｔｘｔ＇；
　 　 ｉｎｐｕｔ ｎａｍｅ ＄ ２０． ｘ１ － ｘ８；
ｒｕｎ；
ｐｒｏｃ ｐｒｉｎｃｏｍｐ ｄａｔａ ＝ ａ１ ｏｕｔ ＝ ｂ１ ｐｒｅｆｉｘ ＝ ｚ；
　 　 ｖａｒ ｘ１ － ｘ８；
ｒｕｎ；

２． １． ２　 ＳＡＳ程序主要输出结果及解释

相关矩阵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１ １． ００００ － ０． １７３４ ０． ２６４６ － ０． １５４１ － ０． １３３０ － ０． １１９１ － ０． ２５３８ ０． ０６９０

ｘ２ － ０． １７３４ １． ００００ ０． ４１５５ ０． ４４１９ ０． ４７７６ ０． ５３１４ ０． ３２１４ ０． ５０６９

ｘ３ ０． ２６４６ ０． ４１５５ １． ００００ ０． ８１２４ ０． ８１４８ ０． ４７２６ ０． ４７３１ ０． ６５２１

ｘ４ － ０． １５４１ ０． ４４１９ ０． ８１２４ １． ００００ ０． ９７３３ ０． ５６４７ ０． ３８８４ ０． ５４４０

ｘ５ － ０． １３３０ ０． ４７７６ ０． ８１４８ ０． ９７３３ １． ００００ ０． ５０５８ ０． ４６５３ ０． ４８７３

ｘ６ － ０． １１９１ ０． ５３１４ ０． ４７２６ ０． ５６４７ ０． ５０５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８ ０． ６７８４

ｘ７ － ０． ２５３８ ０． ３２１４ ０． ４７３１ ０． ３８８４ ０． ４６５３ ０． ２０１８ １． ００００ ０． ２９７９

ｘ８ ０． ０６９０ ０． ５０６９ ０． ６５２１ ０． ５４４０ ０． ４８７３ ０． ６７８４ ０． ２９７９ １． ００００

　 　 以上为 ８ 个计量变量两两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矩阵。

相关矩阵的特征值

特征值 差值 比例 累积

１ ４． ２４７２４９８７ ２． ９８８５７４６３ ０． ５３０９ ０． ５３０９

２ １． ２５８６７５２４ ０． ２９２４９７９１ ０． １５７３ ０． ６８８２

３ ０． ９６６１７７３３ ０． ２８２５５７６４ ０． １２０８ ０． ８０９０

４ ０． ６８３６１９６９ ０． １９３３８２６６ ０． ０８５５ ０． ８９４５

５ ０． ４９０２３７０３ ０． ２１５７７８３２ ０． ０６１３ ０． ９５５７

６ ０． ２７４４５８７１ ０． ２０９３３７５９ ０． ０３４３ ０． ９９０１

７ ０． ０６５１２１１２ ０． ０５０６６０１０ ０． ００８１ ０． ９９８２

８ ０． ０１４４６１０２ ０． ００１８ １． ００００

　 　 以上为相关矩阵的特征值、相邻两特征值之差量、各特征值占总特征值（＝ ８）的比例和累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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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

ｚ１ ｚ２ ｚ３ ｚ４ ｚ５ ｚ６ ｚ７ ｚ８

ｘ１ － ０． ０４７５４７ ０． ８４８００１ ０． ０８２１３８ ０． ２３４５２３ ０． １６９３１９ ０． ２７０３６１ ０． ３２５８２１ ０． ０９４６６９

ｘ２ ０． ３２２４６９ － ０． １７４４１１ － ０． ４１１２９１ ０． ３０１１６７ ０． ７７４８６４ － ０． ０２６４２３ － ０． ０１２２７１ ０． ０６６８４９

ｘ３ ０． ４２１３０５ ０． ３１９１８８ ０． ２７６６４９ ０． ０４７９４７ ０． ０１９９８４ － ０． ０７３２２６ － ０． ７８８６１５ － ０． １１８７９７

ｘ４ ０． ４３７８６６ － ０． ０１６４２８ ０． ２１８５８１ － ０． ４３２９２６ ０． ０３６０４２ － ０． ０５０００５ ０． １７２５７０ ０． ７３４３１６

ｘ５ ０． ４３５５４７ － ０． ０３５７６４ ０． ２９７１２９ － ０． ３３６９１９ ０． １６２６７９ ０． ０３２８６７ ０． ４００５６４ － ０． ６４７４７５

ｘ６ ０． ３５３９８９ － ０． ００３９８２ － ０． ５３１８２０ － ０． １１９２５８ － ０． ３５８８２２ ０． ６６４８１５ － ０． ０７０５５４ － ０． ０４３７１０

ｘ７ ０． ２６７８５３ － ０． ３２７５４１ ０． ４４２３３９ ０． ６９４８８７ － ０． ２１８２４２ ０． ２４０１７８ ０． １６５１７１ ０． ０９９２１６

ｘ８ ０． ３７１１７９ ０． １９９３６４ － ０． ３６４６９１ ０． ２３２３１１ － ０． ４０７８８６ － ０． ６４６２１９ ０． ２２２００３ － ０． ０４７５１１

　 　 以上为 ８ 个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选取几个
主要的主成分变量就可近似取代原先 ８ 个变量信息
的直观判断方法见图 １。

图 １　 碎石图

　 　 由图 １ 可知：在主成分变量为 ２ 个时，折线出现
了明显的“拐点”，也就是说，取前两个主成分变量，

就可近似反映原来的 ８ 个原变量所包含的信息。
各主成分变量携带的信息量占总量 ８ 的比例见

图 ２。

图 ２　 各主成分变量携带的信息量占总量 ８ 的比例

　 　 由图 ２ 可知：下面的折线代表各主成分变量携
带的信息量占总量 ８ 的比例，上面的折线代表各主
成分变量对应的特征值累积后的结果。

下面写出第一个主成分变量的线性表达式（系

数来自“特征向量”第 １ 列）：
ｚ１ ＝ － ０． ０４７５４７ｘ１ ＋ ０． ３２２４６９ｘ２ ＋ ０． ４２１３０５ｘ３

＋ ０． ４３７８６６ｘ４ ＋ ０． ４３５５４７ｘ５ ＋ ０． ３５３９８９ｘ６ ＋
０． ２６７８５３ｘ７ ＋ ０． ３７１１７９ｘ８

利用“特征向量”中的系数，可以写出第 ２ ～ ８
个主成分变量的表达式。

值得注意的是：“特征向量”中的各列系数都是

采取了标准化变换（即每个变量减去其算术平均值

除以标准差）而获得的，若希望用原变量表达出来，

需要进行相反的变换，此处从略。

２． １． ３　 如何给主成分变量命名

（１）选取几个主成分变量
应结合特征向量各列的系数，给前几个主要的

主成分变量命名。究竟应该关注前几个主成分变量

呢？一般采取两种决定方法之一：第一种，选取特征

值≥１ 的那几个主成分变量；第二种，选取累计贡献
率达到 ８５％左右时所对应的那几个最大和较大特
征值所对应的主成分变量。在本例中，若按前者来

选取，就选两个主成分变量；若按后者来选取，就需

要选 ４ 个主成分变量了。
（２）给选取的前两个主成分变量命名
命名的依据：根据各列特征向量的系数的绝对

值大小及其左侧变量的专业含义来给各列主成分变

量命名。第一主成分变量可以命名为：除“载文量”

之外的其他 ７ 个文献计量指标的综合效应指标；而
第二主成分变量可以命名为：“载文量”与“总被引

频次”２ 个文献计量指标的综合效应指标。

５２１

四川精神卫生 ２０１８ 年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ｐｓｙｃｈｊｍ． ｎｅｔ． ｃｎ

万方数据



２． ２　 基于 Ｒ软件实现计算［２］

２． ２． １　 所需要的 Ｒ程序

　 　 将表 １ 中的 ２３ 行 ９ 列数据按文本格式存储在
“Ｆ：＼ＣＣＣ”文件夹中，命名为“２３ 种肿瘤类期刊文献
计量学指标资料含变量名． ｔｘｔ”；设所需要的 Ｒ 程序
名为“基于肿瘤类期刊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主成分

分析． ｔｘｔ”：
＃设置路径为＂ Ｆ：／ ／ ＣＣＣ ／ ＂
ｓｅｔｗｄ（＂ Ｆ：／ ／ ＣＣＣ ／ ＂）
＃下面 ｄａｔａ１ 中的数据为 ２３ 行 ９ 列
ｄａｔａ１ ＜ － ｒｅａｄ． ｔａｂｌｅ（＂２３ 种肿瘤类期刊文献计量学
指标资料含变量名． ｔｘｔ＂，ｈｅａｄｅｒ ＝ ＴＲＵＥ）
＃删掉第 １ 列：期刊名称
ｄａｔａ ＜ － ｄａｔａ１［，－ １］
ａｔｔａｃｈ（ｄａｔａ）
＃假定已安装 ｓｔａｔｓ子程序包

＃ｉｎｓｔａｌｌ．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加载 ｓｔａｔｓ子程序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ｔａｔｓ）
＃基于 ｐｒｉｎｃｏｍｐ（）函数且相关矩阵进行主成分分析
ｍｏｄｅｌ１ ＝ ｐｒｉｎｃｏｍｐ（ｄａｔａ，ｃｏｒ ＝ ＴＲＵＥ，ｓｃｏｒｅｓ ＝ ＴＲＵＥ）
＃系数保留 ４ 位小数
ｏｐｔｉｏｎｓ（ｄｉｇｉｔｓ ＝ ４）
＃输出模型 １ 的分析结果
ｓｕｍｍａｒｙ（ｍｏｄｅｌ１，ｌｏａｄｉｎｇ ＝ ＴＲＵＥ）
＃绘制模型 １ 的碎石图
ｓｃｒｅｅｐｌｏｔ（ｍｏｄｅｌ１，ｔｙｐｅ ＝ ＂ ｌｉｎｅ＂，ｍａｉｎ ＝ ＂碎石图＂）
＃基于模型 １ 且前两个主成分变量绘制各指标的散
布图

ｂｉｐｌｏｔ（ｍｏｄｅｌ１）
＃计算各主成分变量在各样品上的预测值
ｐｒｅｄｉｃｔ（ｍｏｄｅｌ１）

【Ｒ输出结果】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 １ Ｃｏｍｐ． ２ Ｃｏｍｐ． ３ Ｃｏｍｐ． ４ Ｃｏｍｐ． ５ Ｃｏｍｐ． ６ Ｃｏｍｐ． ７ Ｃｏｍｐ． ８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２． ０６０９ １． １２１９ ０． ９８２９ ０． ８２６８１ ０． ７００１７ ０． ５２３８９ ０． ２５５１９ ０． １２０２５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０． ５３０９ ０． １５７３ ０． １２０８ ０． ０８５４５ ０． ０６１２８ ０． ０３４３１ ０． ００８１４ ０． ００１８０８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０． ５３０９ ０． ６８８２ ０． ８０９０ ０． ８９４４７ ０． ９５５７４ ０． ９９００５ ０． ９９８１９ １． ００００００

　 　 以上为第 １ 部分输出结果，其中，第 １ 行“标准差”实际上就是“特征值的平方根”。

Ｌｏａ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 １ Ｃｏｍｐ． ２ Ｃｏｍｐ． ３ Ｃｏｍｐ． ４ Ｃｏｍｐ． ５ Ｃｏｍｐ． ６ Ｃｏｍｐ． ７ Ｃｏｍｐ． ８

ｘ１ ０． ８４８ ０． ２３５ ０． １６９ － ０． ２７０ － ０． ３２６

ｘ２ － ０． ３２２ － ０． １７４ － ０． ４１１ ０． ３０１ ０． ７７５

ｘ３ － ０． ４２１ ０． ３１９ ０． ２７７ ０． ７８９ ０． １１９

ｘ４ － ０． ４３８ ０． ２１９ － ０． ４３３ － ０． １７３ － ０． ７３４

ｘ５ － ０． ４３６ ０． ２９７ － ０． ３３７ ０． １６３ － ０． ４０１ ０． ６４７

ｘ６ － ０． ３５４ － ０． ５３２ － ０． １１９ － ０． ３５９ － ０． ６６５

ｘ７ － ０． ２６８ － ０． ３２８ ０． ４４２ ０． ６９５ － ０． ２１８ － ０． ２４０ － ０． １６５

ｘ８ － ０． ３７１ ０． １９９ － ０． ３６５ ０． ２３２ － ０． ４０８ ０． ６４６ － ０． ２２２

　 　 以上为第 ２ 部分输出结果，即“特征向量”，各
列中空缺处为“０”。与前面“ＳＡＳ 输出的特征向量”
进行比较，在第一主成分变量上“差距”非常大，很

可能是“定义或算法（如：是否采取了坐标轴旋转）”

不同所致。选取几个主要的主成分变量就可近似取

代原先 ８ 个变量信息的直观判断方法见图 ３。

图 ３　 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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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 软件还可以以第一主成分变量为横坐标轴、
以第二主成分变量为纵坐标轴绘制出散布图（因篇

幅所限，此图省略），从此图上可看出：在 ８ 个文献
计量学指标中，唯独 ｘ１（载文量）很特别，其他 ７ 个
指标的性质和表现比较接近。

因篇幅所限，各主成分变量在各样品上的预测

值（或得分）从略。

【说明】在医学研究中，要谨慎使用主成分分

析。关键在于：应注意本文中所提及的“数据结

构”。若针对文献［３］的资料，如何使用主成分分

析，请读者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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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方法专题策划人———胡良平教授简介

　 　 胡良平，男，１９５５ 年 ８
月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生

部医学统计学教研室主任和

生物医学统计学咨询中心主

任、国际一般系统论研究会

中国分会概率统计系统专业

理事会常务理事和北京大学

口腔医学院客座教授；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科

研统计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生物医学统计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杂志》等 １０ 余种杂志编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评审专家。主编统计学专著 ４５ 部，参编统计学专
著 １０部；发表第一作者学术论文２２０余篇，发表合作论文

１３０ 余篇，获军队科技成果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多项；参加
并完成三项国家标准的撰写工作；参加三项国家科技重大

专项课题研究工作。在从事统计学工作的 ３０ 年中，为几千
名研究生、医学科研人员、临床医生和杂志编辑讲授生物

医学统计学，在全国各地作统计学学术报告 １００ 余场，举
办数十期全国统计学培训班，培养多名统计学专业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近几年来，参加国家级新药和医疗器械项目

评审数十项、参加 １００ 多项全军重大重点课题的统计学检
查工作。归纳并提炼出有利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八性”

和 “八思维”的统计学思想，独创了逆向统计学教学法和

三型理论。擅长于科研课题的研究设计、复杂科研资料的

统计分析与 ＳＡＳ实现、各种层次的统计学教学培训和咨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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