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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研究普通感冒中医医师报告结局的指标构成及权重。方法：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的第二轮问卷调查中结合层
次分析法，筛选普通感冒不同证候的疗效观察指标并计算其权重。结果：初步总结出普通感冒风寒证、风热证、外寒内热证和暑

湿证常见证候的疗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结论：本研究应用层次分析法对普通感冒疗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的确定做了有益的

探索，将专家的经验判断给予量化，为普通感冒证候医师报告结局量表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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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报告结局与患者报告结局是我们进行疗效评
价的两个重要方面。由于专业背景的不同，医师与患

者对于疾病的认识会有所不同。中医师会透过疾病的

外在表现（症状和体征）探知患者的生理病理状态，分

析病机，判断病情变化，而患者更关注的可能是主观感

受。这两者之间可能会存在着不一致。因此，医师报

告结局是中医药疗效评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

我们对普通感冒的中医医师报告结局的指标构成及权

重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建立普通感冒的中医医师评价

量表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问卷制定　我们在研究前期进行了一轮专家问
卷调查，初步筛选出普通感冒的疗效评价指标１１个，
包括：发热、鼻塞、流涕、恶寒、咽痒或咽痛、咳嗽、头痛、

全身酸痛、喷嚏、咳痰、乏力。在调查中，有专家指出，

普通感冒中医疗效评价指标应该按照证候的不同分别

考虑，因为中医的治疗是建立在辨证的基础上的。故

在本次调查中，计划将普通感冒不同证候的疗效评价

指标分别讨论。我们同时还对普通感冒常见证候的临

床特点进行了咨询。结合该结果与疗效评价指标的调

查结果，制定了本次研究的问卷。

问卷中应用了层次分析法，针对普通感冒常见的

风寒证、风热证、表寒里热证、暑湿证等四个证候列出

四个表格。在每个表格中，列出了我们在前期研究中

筛选出的该表格所调查证候的疗效评价指标，要求专

家对各项指标（症状／体征）进行两两比较，并按照两
个指标在对应的普通感冒证候的疗效评价中的相对重

要程度在表格中填入相应数字，其分值及意义如下表

（表１）所示。
１２　专家遴选与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是建立在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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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在前次调查中，我们向４５名在临
床一线工作的呼吸专业或相关专业专家发放了问卷，

共计３８名专家返回了意见。本次调查中，我们又向这
３８位专家发放问卷进行咨询。这些专家中，有华北地
区的专家１２人，东北地区５人，西北地区２人，华东地
区７人，中南地区１１人，西南地区１人；主任医师２８
名，副主任医师８名，主治医师２名；其中，从事呼吸专
业临床的有２１名，急诊专业６名，其余１１位专家亦从
事相关中医呼吸专业。

表１　指标比较打分分值及代表意义

分值 相对重要程度 解释

１ 同等重要 指标ａ和ｂ同样重要
３ 略微重要 指标ａ比ｂ略微重要
５ 比较重要 指标ａ比ｂ重要
７ 明显重要 指标ａ比ｂ明显重要
９ 绝对重要 指标ａ比ｂ绝对重要
１／３ 略微不重要 指标ａ比ｂ略微不重要
１／５ 比较不重要 指标ａ比ｂ不重要
１／７ 明显不重要 指标ａ比ｂ明显不重要
１／９ 绝对不重要 指标ａ比ｂ绝对不重要

１３　统计方法　对结果采用 Ｓａａｔｙ’ｓ权重法计算权
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未能通过一致性检验者重新

填写问卷。使用软件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
统计。

当判断矩阵阶数 ＜２时，通常用一致性指数 ＣＩ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ｄｅｘ）检验各指标的相对优先顺序有无逻
辑混乱，一般认为，当ＣＩ＜０１０时可能无逻辑混乱，即
计算得到的各项权重可以接受。当判断矩阵阶数 ＞２
时，则需要用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ＲＩ（ｒａｎｄｏｍｉｎ
ｄｅｘ）对ＣＩ进行修正，计算随机一致性比例 ＣＲ（ｃｏｎｓｉｓ
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ｉｏ）。ＣＲ小于 ０１０时，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在本问卷中，判断矩阵最低阶数为１０，
由于ＲＩ是随阶数的增大而增大的，故本研究中的 ＲＩ
按参考书籍中给出的最大阶数９的 ＲＩ值取，为１４５。
即本研究中ＣＲ＝ＣＩ／１４５。

式中，ｍ为受检验层次的子目标数，λｍａｘ为最大特
征根，λｉ为该层子目标成对比较判断优选矩阵的特征
根。

计算取多份问卷权重的算术平均数、中位数。

２　结果
２１　专家的积极程度　共寄出问卷３８份，收回有效
问卷３３份，回收率８６８％。

２２　问卷一致性检验　本次调查共收回３３份问卷，
每份问卷有４个判断矩阵，每个矩阵均需进行一致性
检验。一致性检验结果有１５份问卷中３７个判断矩阵
ＣＲ＞０１０，需要调整判断矩阵。对于这部分问卷，我
们重新向相应专家发出问卷，要求其重新填写有问题

的表格，并在填写过程中，注意各指标整体间的联系。

重新发出的问卷共收回１３份，再次进行一致性检
验，仍有部分判断矩阵ＣＲ＞０１０。各证候的调查结果
通过一致性检验的问卷数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一致性检验结果

ＣＲ 风寒证 风热证 表寒里热证 暑湿证

＜０１０ ３１ ３１ ３２ ２８
＞０１０ ２ ２ １ ５

　　注：未通过一致性检验的结果不纳入权重最终的统计分析。

表３　风寒证疗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症状／体征 Ｗｉ（归一化权重系数）
算术平均数 中位数

恶寒发热 ０２２７４５６６７５ ０２１４８３２１２
全身酸痛 ０１３１１６０３５７ ０１３７３８３７３６
脉象 ０１０９６３５５８５ ００９７８４２８０４
舌象 ０１０８８７７２１７ ００９７８４２８０４

鼻塞鼻痒 ００９８７０２４２６ ００７１０６６１１４
流涕 ００８９０７９５６４ ００６７５２７０３７
头痛 ００８６２９３７４ ００８２６００４３９
咳痰 ００５２２２４９９７ ００４４１２３３５２
咳嗽 ００５２０１７０５２ ００３８７９７７６５
咽痒 ００４４５５２３８７ ００３１７９３８８１

表４　风热证疗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症状／体征 Ｗｉ（归一化权重系数）
算术平均数 中位数

恶寒发热 ０１５５９２５４２２ ０１４５３１７５５８
舌象 ０１２８５１０２７１ ０１２８０６５８４４
脉象 ０１１１９３９６１９ ０１１２２７５１５６
咽痛 ０１１００７９３４６ ０１０６６１４４９２
口渴 ０１０２２３５４５８ ００９３１４７９３６
汗出 ００８００９７２５５ ００６２７３４４４９
头胀痛 ００７０８２５５３６ ００６３７６８９８４
咳嗽 ００６１５６４２２ ００４６３１８４６４
流涕 ００６１３１８００７ ００６１７６２０１１
鼻塞 ００６０７１３５７６ ００５６２３６７９１
咳痰 ００５６７９１２８８ ００４０４８８４１５

２３　普通感冒常见证候的疗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就专家对所有疗效评价指标两两比较给出的打分进行

Ｓａａｔｙ’ｓ权重估计。汇总后计算各指标算术平均数及
中位数，并分析数据分布形态，根据其分布情况选择算

术平均数或中位数计算最终权重。具体结果如下表所

示（表３至表６）（按算术平均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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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表寒里热证疗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症状／体征 Ｗｉ（归一化权重系数）
算术平均数 中位数

恶寒发热 ０１６８５４２８４９ ０１５３６８０２３１
舌象 ０１２９６９６３９５ ０１３９６８６９１２
脉象 ０１１８１７２７３１ ０１１４８６７５１１
口干 ００９８７４３０７５ ００９４１２３０９５
咽痛 ００９８２５６５５７ ００９４１２３０９５
身痛 ００９７８６１０５７ ００８３７２７９４９
头痛 ００８８４４６５５８ ００７８６８７８１９
咳痰 ００７４５５８８５２ ００５４２２９２３２
鼻塞 ００６３８８７５７７ ００５８０８５６６８
咳嗽 ００６１８３４３５１ ００４５４３３３０２

表６　暑湿证疗效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

症状／体征 Ｗｉ（归一化权重系数）
算术平均数 中位数

舌象 ０１１０１２３２７１ ０１０９２２１６４３
头重 ００９８６３１４２ ００９２８７６８０３

肢体酸重 ００９３１０１８３２ ００８５７５５４３
倦怠 ００９０９２０７２７ ００８５７５５４３
脉象 ００８９５１０５１８ ００８８９４２３５２
纳呆 ００７９６６８９６ ００７７１００５９５

恶寒发热 ００７９２８１２７６ ００８４６２６８２８
呕恶 ００７３４４２５２８ ００７３１２４１０３
口渴 ００５６９１７２７９ ００５００３３１５６
大便溏 ００５２７６８０１ ００４２１９８７７７
心烦 ００５１３３６４８３ ００４２４８２１０２

鼻塞流涕 ００４７８４６０９７ ００４１９８５７６４
小便短赤 ００４１９５０３２９ ００３５８１３４５５
咳痰 ００３４５０１２６８ ００２８１０５４９

　　根据数据分布情况，最终选择中位数计算权重。
３　讨论

通过本次专家调查，我们初步总结出普通感冒常

见证候类型的疗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表７）。

表７　各型感冒疗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证候类型 评价指标 权重 证候类型 评价指标 权重

风寒证 恶寒发热 ２１ 表寒里热证 恶寒发热 １５
全身酸痛 １４ 舌象 １４
舌象 １０ 脉象 １１
脉象 １０ 口干 ９
头痛 ８ 咽痛 ９

鼻塞鼻痒 ７ 身痛 ８
流涕 ７ 头痛 ８

风热证 恶寒发热 １５ 暑湿证 舌象 １１
舌象 １３ 头重 ９
脉象 １１ 肢体酸重 ９
咽痛 １０ 倦怠 ９
口渴 １０ 脉象 ９
汗出 ６ 纳呆 ８
头胀痛 ６ 恶寒发热 ８
鼻塞 ６ 呕恶 ７
流涕 ６

　　在本次调查中，专家积极性较好，配合度高。尽管
层次分析法较为复杂，对未曾接触过这种方法的临床

专家有一定的挑战，专家们还是认真完成了问卷调查，

最终只有７５８％的表格未能通过一致性检验。并且，
所有专家均参加过之前我们组织的问卷调查，对本研

究有一定了解，同时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本次调查中同样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目前总结出

的这些指标的表述是否合适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如恶

寒发热究竟是分开好还是合在一起更为恰当？用全身

酸痛还是肢体酸痛？倦怠还是疲乏？这些概念又是否

有所不同？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另外，近年来对于

中医舌脉是否应纳入证候评价指标体系中存有争议。

实际上，翻开历代医案记录，舌脉的变化一直是临床判

断证候转归的重要指征。之所以现在存有争议，也许

是当代临床中医师四诊辨识能力弱化而不是舌脉不能

用于疗效评价的判断。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和充分

研究。

在层次分析法的使用中，我们发现有部分专家所

填写的问卷中存在逻辑性错误，未能通过一致性检验。

比如在进行比较时出现 Ａ指标比 Ｂ指标重要，Ｂ指标
比Ｃ指标重要，然后在进行 Ａ指标与 Ｃ指标比较时，
却出现Ｃ指标比Ａ指标重要的情况。究其原因，可能
与比较的指标过多、专家非统计学专业人士等因素有

关。我们或许应该在调查过程中对专家进行更多的培

训。

尽管研究还不完全，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普通感

冒的证候特征的确是有章可循的。多数专家意见还是

较为一致的。另外，层次分析法可以将专家的经验判

断给予量化，并通过一致性检验，保证专家思想逻辑上

的一致性。并且本研究得出的普通感冒常见证候的疗

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可以为普通感冒中医医师报告结

局量表的制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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