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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随机变量的相关系数在医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相关分析也是统计方法研究的核心'但是此方法在实际应用

中容易出错#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对该方法的本质未彻底理解%

同时该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一些不确定性'因此#本文结合

多年的教学情况和数据处理经验#简要介绍如何正确理解该方

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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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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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LG,6>

相关
!

双变量正态分布资料的直线相关性一般

用
1ELG,6>

相关系数
8

来进行描述'

1ELG,6>

相关系数又称积

差相关系数#它是说明具有直线关系的两个变量间相关关系的

密切程度与相关方向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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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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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单位#其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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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
!

在实际工作中#常遇到有些资料并

不呈正态分布#或总体分布类型未知#或等级资料的情形'对

于这些资料#分析变量间的关系就不宜用
1ELG,6>

相关系数来

描述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常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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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G5L>

等级相关进行统

计推断'

*

J

ELG5L>

等级相关又称为秩相关#是将原始数据资

料经过秩转换后计算等级相关系数
8

=

#说明两个变量间直线相

关关系的密切程度和相关方向'这类方法对原变量分布不作

要求#属于非参数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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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

;

为每对观察值
I

(

$

的秩次之差#

#

为观察值的

对子数'样本等级相关系数
8

=

界于
f!

与
!

之间#

8

=

值为正表

示正相关#

8

=

值为负表示负相关#

8

=

值为
%

表示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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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有序分组变量的线性趋势相关
!

该相关分析方法主

要适用于双向有序且属性不同的行
W

列表中两有序变量间是

否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或是否存在线性变化趋势'首先#计算

行
W

列表的
,

" 值#然后将总的
,

" 值分解成两回归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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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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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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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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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两分量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两分类变量存在相关关

系#但关系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若线性回归分量有统计学意

义#偏线性回归分量无统计学意义时#说明两分类变量不仅存

在相关关系#而且是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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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相关分析
!

相关分析是分析两个变量间线性关系的程

度'但是#实际中常常因为第
0

个变量的作用#使相关系数不

能真正反映两个变量间的线性程度'例如身高(体质量与肺活

量的关系'如果使用
1ELG,6>

相关计算其相关系数#可以得出

肺活量与身高和体质量均存在较强的线性关系'但实际上#如

果对体质量相同的人分析身高和肺活量#是否身高值越大#肺

活量也越大0 结论是否定的'而正是因为身高与体质量有着

线性关系#体质量与肺活量也存在线性关系#因此#得出身高与

肺活量也存在线性关系的错误结论'偏相关关系的任务就是

在研究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时控制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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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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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的一般理解
!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是衡量观测数

据之间相关程度的一个指标#在众多统计学基本理论书籍中#

.相关关系/可能被谨慎地定义为.变量间具有密切关联而又不

能用函数关系精确表达的关系/#也可能被宽泛地定义为.客观

现象之间存在的互相依存关系/'因而#相关系数就是.两个变

量
I

和
$

之间线性关系强弱的一种描述性测度/或.反映相关

关系密切程度的重要指标/'概言其要#相关系数是对事物之

间相互影响之密切程度的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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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刻画表象上的数量关系#是事物之关系紧密程

度的估计值
!

无论是
1ELG,6>

相关系数还是
*

J

ELG5L>

相关系

数都只是一个具体的数值#没有单位#只是刻画两个变量间表

象上是否存在数量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任务就是对相关关系

给予定量的描述'

从认识无限性的角度讲#两个变量间的强弱相关关系是不

可知的#要探讨它#只能以表象上的明暗程度作为实质上强弱

程度的.估计值/#把探究强弱程度的希望寄托于对明暗程度的

探索上'相关系数就是描述现象间联系之明暗程度的典型方

法'因此#相关系数是事物相互关系密切程度的一个.投射/#

逻辑上并不能认为它反映了事物本质联系的密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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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相关关系的客观起因
!

从事物本质属性角度看#相

关关系的产生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

&受到干扰的因果关系'

如汽车的行驶里程与耗油量#二者成正比#但受道路(风速(驾

驶特点等因素影响#使这一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产生了波动#从

而体现出多值依赖的因果关系#表象上具有一定的非决定论色

彩'$

"

&同一原因的诸多结果之间的关系#即一干多枝'如人

的体质量与肺活量#它们都基本取决于身高#呈正相关关系#但

实质上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统计学中#如果观测到的

两个变量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引入第
0

个变量来解释#这种关系

就被称为.伪关系/或偏相关关系'$

0

&不存在因果关系而局部

同律#比如.小孩身高/与.小树高度/呈正相关关系#这两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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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性质上基本相互独立#在一段时间内出现相同的走向#只

能形成局部的描述性解释#而无法找出因果关系'这种情况还

包括.偶然地巧合/'绝对地看#观察毕竟是有限的#由观察所

归纳的.模式/只能实事求是地说明过去#把这一模式延伸到未

来就存在着或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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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因果关系统计规律的态度
!

统计规律本质上属于归

纳概括#运用统计规律不能对事物的变化过程做出真实的因果

论证#仅能提供具有或然性的统计描述#统计规律和运动形式

规律是两种不同的规律#统计规律正是由于包含偶然因素而与

因果关系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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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的错误解析

A#?

!

相关系数的应用条件和表达
!

在统计学上#根据资料类

型的不同#可以分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不同类型

资料有不同的相关系数应用条件'若两计量资料均为正态分

布资料或为双向无序行
W

列表资料#则可以用
1ELG,6>

相关系

数描述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若两计量资料不全为正态分布资

料或资料分布类型未知又或为单向有序行
W

列表资料#则可以

用
*

J

ELG5L>

等级相关系数来描述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若为

双向有序且属性不同行
W

列表类型资料#则可以用线性趋势分

析描述两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或趋势'相关系数的正确表达为!

$

!

&必须有专业知识为依据%$

"

&必须绘制散点图#并正确分析

散点图%$

0

&计算关键的统计量$如
8

(

"

(

M

&#并进行假设检验%

$

$

&结合专业和统计学知识判断所作的统计分析是否有实用

价值'

A#@

!

脱离专业背景知识#盲目进行相关分析
!

$

!

&实例!某人

于其子出生当天在门前植小树一棵#以示纪念'后每隔一段时

间#测量小树高度及其子身高#发现二者存在直线相关关系#经

相关分析检测二者之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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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小树身高与其子的身高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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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解析!该资料中#.小孩身高与小树高度存在直线相关关

系/毫无专业依据#这样的计算结果纯属.数字游戏/#没有实际

意义'事实上#小孩身高与时间存在相关关系#而小树高度与

时间也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小孩身高与小树高度存在的直线

相关关系只是一种表象#是他们与时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的一

种伴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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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分析结果只有相关系数结果而无相关系数的假设检

验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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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某研究者要分析咪唑安定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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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范围内浓度与色谱图的峰面积之间的关系'结果为经相关分

析及线性回归可得!回归方程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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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浓

度#

.

为峰面积&#相关系数
8Y%#;;;;

'结论为二者的线性关

系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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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解析!该研究对咪唑安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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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浓度与色谱图的峰面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

析所得相关系数
8Y%#;;;;

值非常接近
!

#那么是否就可以直

接下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呢0 这样是不可以的'

因为不同样本空间大小对应一个临界相关系数值#若统计值高

于它#就代表相关关系显著#否则为不显著'例如!若有
0%

组

数据#临界相关系数为
%#0<!

#

%#<

的相关系数就代表相关关系

显著%若只有
0

组数据#临界相关关系则为
%#;;?

#

%#;;

的相关

系数就代表相关关系不显著'因此#统计相关系数时必须与临

界相关系数对比之后即进行相关系数的假设检验以后才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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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系数假设检验结果认识不清
!

$

!

&实例!某研究者

要研究
&'aN

(

T&N/"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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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临床

病例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是
&'aN

与
T&N/"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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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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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解析!该研究所得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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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系数
8

最大也只有
%#0!?

#属于非常弱的直

线相关关系'如果对其进行直线回归#决定系数
A

" 只有
%#!

左右#也就是说在总的离均差平方和中因变量的总体变异能被

自变量解释的部分仅占
!%U

左右#决定系数太小#也就是说此

时进行回归分析及直线回归意义不大)

4

*

'那么#当
F

$

%#%4

#

相关系数
8

大到何种程度才有意义呢0 目前#仍没有一种确定

的方法'作者认为是否有意义#主要与样本量和实际问题有

关'例如在心理学调查问题中#往往是很大的样本#这时若
8

较小#也可以认为两个变量之间有某种正或负的总体相关趋

势'但是#如果样本量较小时#其相关性的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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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认为.无直线相关/就是.无相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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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某研究者

研究肿瘤坏死因子
/

(

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作用'其结果中有

这样的叙述!结果显示
g(

结肠黏膜肿瘤坏死因子
/

(

5N]-

的表达与疾病活动性评分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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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解析!进行相关性的讨论#得先根据医学常识判断是否

有进行相关分析的意义#再画出反映两个变量同时变化的散点

图#当散点图显示的结果表明值得进行直线相关分析时#才能

进行适当的统计计算和假设检验#该研究未给出也未提及散点

图#而仅根据相关系数
8

值作出无相关性的判断是不妥当的#

忽略了所研究的两个定量指标之间呈曲线相关的可能性)

?

*

'

参考文献"

)

!

* 高辉#胡良平#李长平#等
#

如何正确进行直线相关与回归

分析)

^

*

#

中西医结合学报#

"%%@

#

<

$

!"

&!

!0!!/!0!$#

)

"

* 胡良平#刘惠刚
#

相关与回归分析错误辨析$

0

&)

^

*

#

函授

继续医学教育#

"%%<

#

!!

$

!

&!

"4/0"#

)

0

* 田睿#甘勇军#徐颖
#

咪唑安定微乳滴鼻液的制备及质量

控制)

^

*

#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

#

00

$

!

&!

@"/@4#

)

$

* 梁秀菊#高明#周云
#

胃癌组织
&'aN

(

T&N/"

与
.6

J

6

+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

*

#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

#

0"

$

""

&!

"$$0/"$$4#

)

4

* 刘显初#郑利平#黄胜贤#等
#

冠心病血清总胆红素与氧化

修饰低密度脂蛋白的关系研究)

^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0

#

"<

$

@

&!

$?;/$@%#

)

<

* 严瑾#欧阳钦#刘卫平#等
#

肿瘤坏死因子
/

(

在溃疡性结肠

炎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探讨)

^

*

#

胃肠病学#

"%%4

#

!%

$

4

&!

"<;/"?"#

)

?

* 李建志#孙建东#郭秀芳#等
#

山东省寿光市沿海地区低氟

水分布调查)

^

*

#

地方病通报#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40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