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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方法

不同人格特质的健康女性月经周期性激素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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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不同人格特质的健康女性月经周期性激素的变化趋势。方法：选取月经周期规律的健康女性并按照
ＥＰＱ－ＲＳＣ量表的三个维度即Ｎ（神经质）、Ｐ（精神质）、Ｅ（内外向）进行分组，连续三个月经周期分别于受试者的月经期、
卵泡晚期、黄体中晚期抽取空腹血检测性激素。结果：各激素水平在月经期处于相对稳定低水平，在卵泡晚期波动最大，

在黄体中晚期变化急剧；ＥＰＱ－ＲＳＣ量表的三个维度对健康女性月经周期性激素变化趋势存在一定的影响。结论：各激
素在三个检测时相内的变化趋势符合现代医学对性激素随月经周期变化趋势的阐述；心境状态对性激素变化存在一定的

影响。外向型性格、低精神质状态使女性激素水平变化趋势更符合生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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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ｙｓｅｎ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简称ＥＰＱ）是由汉斯·艾森克和 ＳＢＧ艾森
克设计的一种测量人格维度的工具［１－２］，是目前广

泛应用的较先进的能够反映个性人格特质的量表。

本研究采用的是经过修订的艾森克人格简式问卷

（ＥＰＱ－ＲＳＣ）［３］，此问卷由 ４８个是或否的问题组
成，通过因素分析归纳出四个衡量人格特质的维度，

即Ｎ－神经质，Ｐ－精神质，Ｅ－内外向，Ｌ－掩饰度，
前三个量表使人们呈现不同的倾向和不同的表现程

度，这便构成了不同的人格特征，这三种维度是彼此

独立的。神经质（Ｎ）：反映的是正常行为，与病症无
关。分数高可能表现为焦虑、担心、常常郁郁不乐、

忧心忡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以至于出现不够理智

的行为；精神质（Ｐ）：分数高可能表现为孤独、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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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

别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做奇特的事情，并

且不顾危险；内外向（Ｅ）：分数高表示人格外向，可
能是好交际、渴望刺激和冒险，情感易于冲动。分数

低表示人格内向，可能是好静，富于内省，除了亲密

的朋友之外，对一般人缄默冷淡，不喜欢刺激，喜欢

有秩序的生活方式，情绪比较稳定。掩饰度（Ｌ）代
表了此量表的可信度和可靠性。

现代相关研究证实，性激素可以影响人类的行

为及情绪。研究人员发现，睾酮及孕酮与偏执量表

（ＰａｒａｎｏｉａＳｃａｌｅ）、社会内向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及７－Ｐｔ量表的评分有关［４］。另一项研究证

实，内源性的雌激素水平与相关人格结构有理论意

义上的关联［５］，较活跃、高忍耐力、不易情绪化的女

性体内的雌二醇含量约为较不活跃、低忍耐力、易于

情绪化女性的二倍［６］。Ｃａｓｔａｎｈｏ［１８］等研究发现随着
年龄增长而出现的性激素水平波动影响情绪和认知

功能。ＴｏｆｆｏｌｅｔｔｏＳ［１５］等通过一个系统性的回顾研
究，发现了性激素水平与大脑皮层及皮层下区域情

感与认知功能的表达具有相关性。Ｂｃｋｓｔｒｍ［１６］等
发现ＰＭＤＤ患者的复兴情绪症状与四氢孕酮的水平
具有相关性。Ｂａｅｋ［１９］等研究发现重度抑郁症患者
具有较高的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和较低的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ＢＤＮＦ）水平。

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选取月经周期正常的年

龄为２１～２８岁健康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
人格特质对其性激素变化趋势的影响。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年龄在２１～２８岁之间且月经周期
规律的健康女性作为研究对象。

１１１　纳入标准　１）年龄在２１～２８岁女性（在校
大学生为主）；２）月经周期规律，月经期介于３～７ｄ，
周期介于２１～３５ｄ范围内；３）健康，排除内外科疾
病（行基本体检检查，包括腹部 Ｂ超、心电图、肝肾
功能、血常规、乙肝表面抗原、尿常规等）；４）妇科检
查、妇科Ｂ超等，排除盆腔器质性病变；５）贝克抑郁
量表（ＢＤＩ）≤７分；６）贝克焦虑量表（ＢＡＩ）＜４５分；
７）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ＥＰＱ－ＲＳＣ）Ｎ（神经质）分
≤１４分、８）Ｐ（精神质）分≤８分、９）Ｅ（内外向）分≤
１５分；１０）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１２　排除标准　１）近２个月内有外伤史、手术史
者；２）有精神疾病史或精神疾病家族史者；３）曾因病
自伤、有自杀倾向或自杀未遂者；４）有身体残疾者；
５）近２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者。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量表设计及选择　经查阅近 １０年相关文
献，自拟女性健康状况筛查表（包括一般资料、既往

史、月经史、婚育史等），并选用贝克抑郁量表

（ＢＤＩ）、贝克焦虑量表（ＢＡＩ）、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
（ＥＰＱ－ＲＳＣ）组成调查问卷。初筛阶段，共 １４６名
志愿者于月经期填写上述量表，并同时进行基本体

检、妇科检查、妇科Ｂ超，共９３例志愿者符合纳入标
准及排除标准正式入组。

１２２　受试者分组　将９３例受试者分别根据ＥＰＱ
－ＲＳＣ的Ｎ分（神经质）、Ｐ分（精神质）、Ｅ分（内外
向）按三种方式分组，即高低神经质组、高低精神质

组、内外向组。高低神经质组：将受试者中Ｎ分高于
常模［７］（４８１±２９５）者设为高神经质组，低于常模
者为低神经质组；高低精神质组：将Ｐ分高于常模［７］

（２６８±１８２）者设为高精神质组，低于常模者低精
神质组；内外向组：将 Ｅ分高于常模［７］（７４４±
２７９）者设为外向组，低于常模者为内向组。
１２３　性激素测定　９３例受试者连续三个月经周
期分别于该受试者月经周期中的月经期、卵泡晚期、

黄体中晚期抽取空腹血进行性激素测定。采用放免

法（ＥＬＩＳＡ）测定相关性激素指标，包括 Ｅ２（雌二
醇）、ＦＳＨ（卵泡刺激素）、ＬＨ（黄体生成素）、ＰＲＬ（泌
乳素）、Ｔ（睾酮）、Ｐ（孕酮）。以下为方便论述，设定
Ｍ１期为月经期，Ｍ２期为卵泡晚期，Ｍ３期为黄体中
晚期。

１２４　血样采集　９３例受试者连续三个月经周期
分别于该受试者月经周期中的月经期、卵泡晚期、黄

体中晚期抽取空腹血，血样留取约 １０ｍＬ，３５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待测血清置－８０℃冰箱保存。
１２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进行
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ｔ检验及 ＯＮＥ－
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分析；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非参检验。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９３例受试者共有８０例完成了连续
三个月经周期的量表填写、性激素水平测定。全部

８０例健康女性，年龄为（２５２８±１０５）岁，初潮年龄
（１３５±１０８）岁，月经周期（２９３４±２１１）ｄ，经期
（５４３±１１９）ｄ。受试者填写的量表评分情况见表
１。表１结果显示，入组的８０例健康女性的 ＢＤＩ≤７
分，ＢＡＩ＜４５分，ＥＰＱ－ＲＳＣ中Ｎ量表评分≤１４分、Ｐ
量表评分≤８、Ｅ量表评分≤１５分。
２２　性激素测定结果分析　由表 ２可以看出，Ｅ２
在Ｍ１期低于Ｍ２期及Ｍ３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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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Ｐ＜００５），在 Ｍ２期低于 Ｍ３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ＦＳＨ在Ｍ３期低于Ｍ１期及Ｍ２期，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Ｍ１期低于
Ｍ２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Ｈ在 Ｍ２期
高于Ｍ１期及 Ｍ３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Ｍ１期低于 Ｍ３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在Ｍ２期高于 Ｍ１期及 Ｍ３期，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１期低于Ｍ３期，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Ｌ在 Ｍ３期高于 Ｍ１期及
Ｍ２期，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１期低
于Ｍ２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ｏｇ在Ｍ３
期高于Ｍ１期及 Ｍ２期，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Ｍ１期低于Ｍ２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１　一般情况

ＢＤＩ ＢＡＩ ＥＰＱ－ＲＳＣ
Ｎ Ｐ Ｅ Ｌ

Ｍｅａｎ １６９ ２３５５ ２７８ １９３ ９１４ ５９４
ＳＤ １７５ ２６６ ２３３ １４４ ２４１ ２５７
Ｍａｘ ７ ３６ ９ ６ １２ １２
Ｍｉｎ ０ ２１ ０ ０ ３ ０

表２　各检测时相性激素水平检测结果

性激素
分期

Ｍ１期 Ｍ２期 Ｍ３期
Ｅ２（ｐｍｏｌ／Ｌ） １３８１５±７３１３５６８６８±４２８３６ ６０００９±２５２２２

ＦＳＨ（ＩＵ／Ｌ） ６５４±１７３ ６５６±２５９ ３５５±１６７△

ＬＨ（ＩＵ／Ｌ） ４９３±２２５ １４３３±１０５８ ５８９±４０７△

Ｔ（ｎｍｏｌ／Ｌ） １２０±０６０ １４８±０７０ １２７±０６１△

ＰＲＬ（μｇ／Ｌ） １７５９±７７３ １６９７±６５３ ２１０９±１２０１△

Ｐ（ｎｍｏｌ／Ｌ） ２１８±１０４ ３８９±６４８ ３７４７±２４０５△

　　注：与Ｍ１期相比，Ｐ＜００５，与Ｍ２期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高、低神经质组间性激素水平比较　通过表３
可以看出，高低神经质组在各检测时相内各性激素

水平之间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高低神经质组间各检测时相性激素水平比较

性激素 分组
分期

Ｍ１期 Ｍ２期 Ｍ３期
Ｅ２（ｐｍｏｌ／Ｌ）高神经质组１４５７４±７２８０ ４９３１５±３６７５０６１６５７±２２５２０

低神经质组１３５９５±７３２８ ５９０６１±４４６５４５９５３０±２５９９１
ＦＳＨ（ＩＵ／Ｌ）高神经质组 ６５９±１４２ ６９０±２９２ ３６３±１８３

低神经质组 ６５３±１８１ ６４６±２４９ ３５３±１６２
ＬＨ（ＩＵ／Ｌ） 高神经质组 ５２７±２０９ １４４３±９７０ ５９４±４５０

低神经质组 ４８４±２２９ １４２９±１０８５ ５８７±３９５
Ｔ（ｎｍｏｌ／Ｌ）高神经质组 １２５±０６２ １４７±０６４ １３９±０７３

低神经质组 １１９±０６０ １４９±０７２ １２４±０５７
ＰＲＬ（μｇ／Ｌ）高神经质组 １６７２±５７６ １６９６±５４３ ２０６９±８４７

低神经质组 １７８５±８２１ １６９７±６８２ ２１２１±１２８７
Ｐ（ｎｍｏｌ／Ｌ）高神经质组 ２１５±０８２ ４２２±６２５ ３８２４±２０３６

低神经质组 ２２０±１１０ ３８０±６５５ ３７２４±２５０７

２４　高低精神质组间性激素水平比较　通过高低
精神质组间比较可以看出，Ｅ２在 Ｍ１期高精神质组
偏高，在Ｍ２期及 Ｍ３期高精神质组偏低，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ＳＨ在三期高精神质组偏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Ｈ在 Ｍ１期、Ｍ２
期高精神质组偏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Ｍ３期高精神质组偏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在三期高精神质组偏低，仅在Ｍ３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Ｌ在Ｍ１期、Ｍ２期高精神
质组偏高，在Ｍ３期偏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Ｐ在 Ｍ１期及 Ｍ３期高精神质组偏低，在 Ｍ２
期偏高，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４　高低精神质组间各检测时相性激素水平比较

性激素 分组
分期

Ｍ１期 Ｍ２期 Ｍ３期
Ｅ２（ｐｍｏｌ／Ｌ）高精神质组１４６１５±８１７２ ５５４８０±４２３７１５７６９６±２５８１２

低精神质组１３４５２±６８８４ ５７９５４±４３１３０６１０６０±２４９５７
ＦＳＨ（ＩＵ／Ｌ）高精神质组 ６９７±１５１ ７２０±２５６ ４０２±１６４

低精神质组 ６３４±１７９ ６２７±２５６ ３３４±１６４

ＬＨ（ＩＵ／Ｌ） 高精神质组 ５８０±２６４ １６７４±１３１５ ５８７±３５５
低精神质组 ４５４±１９３ １３２３±９０２ ５８９±４２９

Ｔ（ｎｍｏｌ／Ｌ）高精神质组 １１５±０４８ １４１±０５９ １１４±０５２
低精神质组 １２３±０６４ １５２±０７５ １３３±０６４

ＰＲＬ（μｇ／Ｌ）高精神质组 １７７８±６７５ １７８４±７３０ ２１６１±９７８
低精神质组 １７５１±８１６ １６５７±６１３ ２０８６±１２９１

Ｐ（ｎｍｏｌ／Ｌ）高精神质组 ２０２±０８２ ４６４±８２６ ３５４７±２１６０
低精神质组 ２２６±１１２ ３５５±５４８ ３８３８±２５１０

　　注：与高神经质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５　内外向组间各检测时相性激素水平比较

性激素 分组
分期

Ｍ１期 Ｍ２期 Ｍ３期
Ｅ２（ｐｍｏｌ／Ｌ） 外向组 １４１３８±７８４９ ６０７４２±４５３０８６１３０２±２５３５０

内向组 １２６１６±４７０６ ４２５１２±２８０２１５５２１５±２４３８６
ＦＳＨ（ＩＵ／Ｌ） 外向组 ６６５±１８０ ６５４±２６６ ３５４±１６４

内向组 ６１５±１３６ ６６０±２３３ ３５９±１７８
ＬＨ（ＩＵ／Ｌ） 外向组 ５０２±２３４ １４３０±１０４０ ５５５±３３９

内向组 ４６２±１８２ １４４２±１１３５ ７１２±５８２
Ｔ（ｎｍｏｌ／Ｌ） 外向组 １１２±０４６ １３９±０５４ １１８±０４５

内向组 １５３±０８９ １８２±１０５ １６２±０９３
ＰＲＬ（μｇ／Ｌ） 外向组 １７８１±７３７ １７３２±６７６ ２１１７±１２０７

内向组 １６７９±８９８ １５６７±５４２ ２０８１±１１８９
Ｐ（ｎｍｏｌ／Ｌ） 外向组 ２１７±１０８ ３９５±６８３ ３９１８±２４４０

内向组 ２２３±０８８ ３６８±５０２ ３１１０±２１７７

　　注：与外向组将比，Ｐ＜００５。

２５　内外向组间性激素水平比较　通过内外向组
间比较可以看出，Ｅ２在三期外向组均偏高，仅在 Ｍ２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ＳＨ在Ｍ１期外向
组偏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Ｍ２期及
Ｍ３期外向组偏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ＬＨ在 Ｍ１期外向组偏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Ｍ２期、Ｍ３期外向组篇低，Ｍ３期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２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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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在三期外向组均偏低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ＰＲＬ在三期外向组均偏高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在 Ｍ１期外向组偏低，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Ｍ２期及 Ｍ３期外向
组偏高于，Ｍ３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２
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通过对８０例健康女性连续三个月经周期三个
检测时相即月经期、卵泡晚期、黄体中晚期进行性激

素检测，正如现代妇产科学中［８］的相关阐述，我们发

现Ｅ２在月经期处于较低水平，卵泡晚期逐渐升高，
水平显著高于月经期，而黄体中晚期为 Ｅ２次高峰，
此时Ｅ２水平亦较高；ＦＳＨ、ＬＨ在月经期处于较低水
平，在卵泡晚期逐渐升高，而在黄体中晚期由于雌孕

激素的负反馈作用而处于较低水平；ＰＲＬ在月经期
及卵泡晚期处于较低水平，黄体中晚期水平略升高；

Ｔ在月经周期中水平较为恒定，在卵泡晚期即排卵
前期略升高；Ｐ在月经期及卵泡晚期处于较低水平，
黄体中晚期水平显著升高，出现 Ｐ在月经周期中的
最高峰。月经期各项激素水平均处于低水平，但状

态相对稳定，故临床常选择月经第２～４ｄ进行性激
素的测定；卵泡晚期，Ｅ２水平不断升高而在排卵期
达到峰值，ＦＳＨ、ＬＨ水平陡升，Ｔ较其他时期水平略
增高，此期各激素水平波动最大，以升高为主要趋

势，为顺利排卵做准备；黄体中晚期，出现Ｅ２次高峰
及Ｐｒｏｇ最高峰，ＦＳＨ及 ＬＨ因负反馈机制而处于低
水平，ＰＲＬ水平亦增高，此时激素水平变化急剧，故
很多女性常于此期出现一系列经前期相关表现。本

研究对８０例健康女大学生连续三个月经周期的月
经期、卵泡晚期、黄体中晚期的性激素测定结果显示

其符合现代医学对激素六项的阐释。

本研究尚未发现明确的性激素与神经质之间的

相关性，但却发现了性激素与精神质及外向型人格

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神经质评分较高的女性较

易于表现为焦虑的状态，其 ＦＳＨ、ＬＨ水平在月经期
较高。精神质评分较高的女性在三个检测时相内

ＦＳＨ水平均较高，同时伴有黄体中晚期睾酮的下降
和卵泡晚期 ＬＨ的升高。进而可以推断，具有高精
神质人格特质的女性（如敌对、粗鲁、自私），在整个

月经周期内可能具有较高的 ＦＳＨ水平但是在黄体
中晚期伴有睾酮的下降。性激素也可能影响女性的

内外向型人格。较外向的女性在月经期 ＦＳＨ水平
较高，睾酮水平较低，卵泡晚期Ｅ２水平较高、睾酮水
平较低，黄体中晚期孕酮水平较高、ＬＨ水平较低。

有研究者发现，在月经周期内，性激素可能引起女性

大脑功能和形态学的改变［９］。随着雌二醇的集聚与

大脑前扣带回的灰白质体积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１７］等研究发现性激素甚至可以成为治疗脑
外伤的一种新方法，结合本研究，在卵泡晚期，高精

神质组具有较高水平的 ＦＳＨ、ＬＨ，外向组具有较高
水平的雌二醇，较低水平的睾酮。可能这种性激素

变化趋势使她们在卵泡晚期感觉更舒适。在黄体中

晚期，高神经质组具有较低水平的睾酮，外向组具有

较高水平的孕酮，但是低水平的 ＬＨ，这种激素变化
趋势可能与她们的烦躁及易怒有关。相对成熟的人

格特质表现为外向型人格，而不成熟的则表现为神

经质及精神质，结合本研究，具有较高水平 Ｅ２水平
的女性可能更成熟。目前，来自家庭、工作及社会的

压力越来越大，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女性内分泌系统

的失调。相关研究证实，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
（ＨＰＯＡ）的功能与人格特质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１０－１２］。重度抑郁的患者常伴有 ＨＰＯＡ功能的失
调［１３］，Ｍ型人格特质的女性与雄激素水平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１４］。不同人格特质对健康女性月经周期

性激素的变化存在一定的影响。神经质因子对性激

素变化趋势无明显影响，但存在一定的趋势；精神质

因子对ＦＳＨ、ＬＨ、Ｔ变化存在一定影响；内外向因子
对Ｅ２、ＦＳＨ、ＬＨ、Ｔ、Ｐ存在一定影响。也就是说，越孤
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不近人情、感觉

迟钝、与别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喜欢干奇特的

事情，并且不顾危险的女性，其 ＦＳＨ、ＬＨ越高，Ｔ越
低；人格越外向，好交际、渴望刺激和冒险、情感易于

冲动的女性，其Ｅ２、ＦＳＨ越高，ＬＨ、Ｔ越低。可见，外
向型性格、低精神质状态使女性激素水平变化趋势

更贴近生理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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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ｅｄ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Ｊ］．Ａｃｔａ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１９８３（２）：
２１１－２１８．

［４］ＡｖｇｏｕｓｔｉｎａｋｉＰＤ，ＭｉｔｓｏｐｏｕｌｏｕＥ，ＣｈｌｏｕｖｅｒａｋｉｓＧ，ｅｔａｌ．Ｓｅｘｓｔｅｒｏｉｄｓ
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ｒａ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ｌｕｔｅａｌｐｈａｓ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ｎｇｙｏｕ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ｗｏｍｅｎ［Ｊ］．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ｔｈｅｎｓ），
２０１２，１１（３）：３３３－３４３．

［５］ＥｄｅｌｓｔｅｉｎＲＳ，ＳｔａｎｔｏｎＳＪ，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ＭＭ，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Ｈｏｒｍ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０，５７（２）：２３０－２３６．

（下接第１０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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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２００７，２７（３）：２２５－２２８．

［７］杨声坪，闫先侠，刘建强．随机对照试验质量评价标准的比较分

析［Ｊ］．循证医学，２０１０，１０（６）：３６９－３７１．

［８］刘婷，洪寿海，王，等．２００９年ＳＣＩ源期刊数据库发表的有关针

灸论文的情况分析［Ｊ］．河南中医，２０１１，３１（５）：５５７－５５９．

［９］许吉．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 ＳＣＩ收录针灸高被引论文的计量研究［Ｊ］．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２０１３，２０（６）：１７－１９．

［１０］ＤａｖｉｄＭｏｈｅｒ，ＳａｌｌｙＨｏｐｅｗｅｌ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ＦＳｃｈｕｌｚ，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ＯＲＴ

２０１０说明与详述：报告平行对照随机临床试验指南的更新［Ｊ］．

中西医结合学报，２０１０，８（８）：７０１－７１２．

［１１］ＡｌｔｍａｎＤＧ，ＳｃｈｕｌｚＫ，Ｍｏｈｅｒ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ｖｉｓｅｄＣＯＮＳＯＲＴ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ｌａｂｏｒａ

ｔｉｏｎ［Ｊ］．Ａｎｎ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１，１３４（８）：６６３－６６４．

［１２］ＤａｖｉｄＭ，ＫｅｎｎｅｔｈＦＳ，ＤｏｕｇｌａｓＧ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提高平

行随机试验报告质量的修订建议［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２００５，５（９）：７０２．

［１３］ＧａｇｎｉｅｒＪＪ，ＢｏｏｎＨ，ＲｏｃｈｏｎＰ，ｅｔ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ＴＲＩＣＴＡ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Ｍｅｄ，２００１，９（４）：２４６－２４９．

［１４］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Ｈ，ＷｈｉｔｅＡ，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Ｍ，ｅｔａｌ．ＳＴＲＩＣＴＡ（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Ｊ］．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２，２０（１）：２２．

［１５］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Ｈ，ＷｈｉｔｅＡ，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Ｍ，ｅｔａｌ．针刺临床对照试验

中干预措施报告的标准：ＳＴＲＩＣＴＡ（建议）［Ｓ］．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２００３，３（３）：２３５．

［１６］费宇彤，刘建平．针刺临床试验中有关治疗措施的报告—

ＳＴＲＩＣＴＡ标准介绍及评价［Ｊ］．中医杂志，２００７，４８（１１）：９８３－

９８５．

［１７］ＣＯＮＳＯＲＴ小组．按ＣＯＮＳＯＲＴ声明要求报告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１６（３０）：２９０３．

［１８］吴春霖，王镭，李卫兵．临床试验随机化分组及其 Ｓｔａｔａ的实现

［Ｊ］．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３（２）：２４２－２４４．

［１９］钟国新，李素荷．基于 ＣＯＮＳＯＲＴ和 ＳＴＲＩＣＴＡ评价针灸治疗慢

性萎缩性胃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报告的质量［Ｊ］．时珍国医国

药，２０１３，２４（４）：９８３－９８６．

［２０］李鲁波，孙俊伟，徐大龙，等．健康信念模式结合耳穴刺激的社

区控烟研究［Ｊ］．浙江预防医学，２０１１，２３（９）：２３－２５．

（２０１４－０９－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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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ＺｉｏｍｋｉｅｗｉｃｚＡ，ＷｉｃｈａｒｙＳ，ＢｏｃｈｅｎｅｋＤ，ｅｔ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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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ｓｅｄＥｙｓｅｎ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ｈｏｒｔ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Ｐ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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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ＹｏｕｊｉＦ，ＫｅｎｇＳ．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Ｍ］．２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

ｐｌｅ’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１：２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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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ｐｈａｓｅａｎｄ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ｓｕｓｅ［Ｍ］．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２０１３，１５（３０）：２２－３１．

［１０］ＳｈｉｂｕｙａＮ，ＳｕｚｕｋｉＡ，ＳａｄａｈｉｒｏＲ，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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