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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方法

姚桂英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山东�济南�250000

摘�要：卫生统计数据是卫生领域的重要信息资源，对于制定卫生政策、评估卫生服务效果、指导卫生工作具有

重要意义。为了保证卫生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需要对卫生统计数据进行质量控制与评估。本文将从

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发布三个方面介绍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方法，并从数据质量、数据使用和数据影响三

个方面介绍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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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对于公共卫生决策、疾

病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数据质

量直接关系到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的合理性，进而影响

公众的健康福祉。因此，对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进行控

制与评估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详细探讨卫生统计数据

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方法。

1��卫生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的必要性

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在卫生事业管理中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数据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还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疾病防控、卫生事业管

理等方面的效果。因此，加强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

与评估是十分必要的。

1.1  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有助于提高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卫生统计数据是反映卫生事业发展

状况的重要指标，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和疾病防

控的效果。通过对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一致

性、可读性、合规性等方面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评估，

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数据中的误差和问题，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和可靠性，为卫生事业管理提供可靠依据[1]。

1.2  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有助于提高数
据的利用价值。准确、可靠的数据对于政策制定、疾病

防控、卫生事业管理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通过

对数据的评估和分析，可以发现数据中隐藏的问题和规

律，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同时，经过数据的质量控制和处理，可以提高数据

的可读性和易懂性，使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些数据，进

一步扩大数据的价值。

1.3  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有助于增强公众
对卫生事业的信任度。公众对卫生事业的信任度是建立

在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的。通过对卫生统计数

据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和评估，可以增强公众对数据真实

性的信任，提高公众对卫生事业的信任度。同时，公开透

明地进行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可以增加公众的参与度和

监督力度，进一步增强公众对卫生事业的信任度。

1.4  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与评估有助于提升国际
形象和竞争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卫生统计数据的准

确性和可靠性已经成为国际间比较和竞争的重要指标之

一。通过加强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和评估，可以提

高我国卫生事业的数据质量水平，增强国际形象和竞争

力。同时，与国际接轨的数据质量控制和评估标准也有

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和资源，进一步推动我国卫生

事业的发展。

2��卫生统计数据的质量控制

2.1  数据收集阶段的质量控制
2.1.1  数据源的选择和验证：数据源的选择是保证数

据质量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卫生统计数

据的收集过程中，选择权威、可靠的数据源是基础。在

选择数据源时，应考虑数据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政府部

门和卫生机构等官方数据来源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其数

据质量相对更有保障。此外，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

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也提
供了全球卫生领域的权威数据。选择好数据源后，还需

要进行数据源的验证。这包括对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的核实，以确保数据的可信度和可靠性[2]。

2.1.2  数据收集方法的选择和优化：数据收集方法
的选择和优化对保证数据质量至关重要。应根据研究目

的和数据特点选择合适的数据收集方法。常用的数据收

集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电话访问、网络调查

等。在选择数据收集方法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首

先，应根据研究目的和需求来确定最合适的方法。其

次，需要考虑数据的复杂性和可获得性。对于较为复杂

的数据，可能需要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收集和验证。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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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需要考虑数据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在收集敏感信

息时，应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确保数据的安全性和隐

私保护。

2.1.3  数据收集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数据收集过程的
监督和管理是保证数据质量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数据

收集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机制，对提高数据质量具有重要

意义。首先，应对数据收集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确保

他们了解数据的收集范围、方法和标准。同时，应建立

完善的数据收集流程和管理制度，明确各个环节的责任

和要求。其次，应加强对数据收集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这包括对数据收集人员的考核和评估、对数据采集设备

的检测和维护、对数据采集过程中的误差和异常情况进

行及时处理等。最后，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质量评估和审

核机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检查、筛选和处理，确保

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2  数据处理阶段的质量控控制
2.2.1  数据清洗和整理。数据清洗和整理是保证数

据质量的重要环节，在卫生统计数据处理过程中同样至

关重要。数据清洗主要包括剔除异常值、处理缺失值、

删除重复数据等步骤。对于异常值的处理，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删除、替换或用合适的统计方法进行处理。

对于缺失值的处理，可以采用均值插补、回归插补等方

法，或者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删除重复

数据也是数据清洗的重要步骤，可以通过设置唯一性约

束或者使用数据库的删除重复记录功能来实现。数据整

理也是提高数据质量的重要手段。数据整理主要包括统

一数据格式和单位、合并数据、拆分数据等步骤。

2.2.2  数据录入和校验。数据录入和校验是保证数据
准确性的关键环节。在卫生统计数据处理过程中，应采

用双录入法或多人录入法，以减少录入错误。同时，应

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校验，发现并纠正错误，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在进行数据录入时，可以采用电子表格、数据

库软件等工具进行操作。对于多人录入的数据，可以通

过设置校验规则或者使用专业的校验软件进行数据的校

验和审核[3]。

2.2.3  数据分析和处理。数据分析和处理是提高数
据质量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入分析数据，可以挖掘数据

的规律和趋势，为卫生政策制定和疾病防控提供科学依

据。同时，通过对数据的处理，可以提高数据的可比性

和可读性，便于相关人员进行参考和分析。在进行数据

分析和处理时，应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和

分析工具。例如，可以使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

基本的描述和分析；使用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高

级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使用可视化工具如表

格、图表等方式展示分析结果，提高数据的可读性。

2.3  数据发布阶段的质量控控制
2.3.1  数据发布的规范和流程。数据发布的规范和流

程是保证数据质量的基础，也是数据使用者获取可信数

据的保障。在卫生统计数据的发布过程中，应制定严格

的数据发布规范和流程，确保数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首先，数据发布应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确保数据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其次，数据发布应建立科

学、公正、公开的数据质量评估机制，对数据进行评估和

审核，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同时，数据发布应建立

科学的数据发布流程，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

审核、数据发布等环节，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2.3.2  数据发布的监督和管理。数据发布的监督和
管理是保证数据质量的关键。应建立健全数据发布的监

督和管理机制，对数据发布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

数据的质量和安全。首先，应加强对数据发布的监督和

管理，建立完善的数据发布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各个

环节的责任和要求。其次，应加强对数据发布的审核和

评估，对发布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和审核，确保数据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同时，应加强对数据发布的监督和检

查，对发布的数据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和可信度。

3��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方法

3.1  数据完整性评估。数据完整性评估是检查数据记
录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确定是否存在遗漏或缺失的情

况。在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检查病例报

告表、实验室检测结果或其他相关数据源是否完整，是

否存在缺失值。为了进行数据完整性评估，可以采用以

下方法：（1）检查数据记录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确定是
否存在遗漏或缺失的数据项。（2）对缺失数据进行进一
步的追踪和调查，了解缺失的原因和范围。（3）采取相
应的补救措施，如数据填补、删除缺失数据等，以确保

数据的完整性。

3.2  数据准确性评估。数据准确性评估是比较实际
数据与报告数据之间的差异，以评估数据的真实性和准

确性。在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比较实验

室检测结果、临床记录或其他相关数据源与报告中的数

据是否一致。为了进行数据准确性评估，可以采用以下

方法：（1）比较实际数据与报告数据之间的差异，确定
差异的范围和原因。（2）对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调
查，了解差异的性质和来源。（3）采取相应的修正措
施，如更正错误的数据、调整报告中的数据等，以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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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的准确性[4]。

3.3  数据及时性评估。数据及时性评估是评估数据报
告的时效性，以确定是否及时上报并更新数据。在卫生

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检查疫情报告、病例报

告表或其他相关数据源是否及时更新，是否存在延迟上

报的情况。为了进行数据及时性评估，可以采用以下方

法：（1）检查数据报告的时间戳，确定报告的时效性。
（2）对延迟上报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调查，了解
延迟的原因和影响。（3）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强数据
上报的监督和考核、建立紧急响应机制等，以确保数据

的及时性。

3.4  数据一致性评估。数据一致性评估是比较多数
据来源或不同时间点的数据，以评估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和一致性。在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比较

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发病率、死亡率等指标是否存

在显著差异。为了进行数据一致性评估，可以采用以下

方法：（1）比较多数据来源或不同时间点的数据，确定
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性。（2）对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和调查，了解差异的性质和来源。（3）采取相应的措
施，如建立统一的数据采集和报告标准、加强不同机构

之间的协作和交流等，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3.5  数据可读性评估。数据可读性评估是评估数据
的清晰度和易懂性，以确定是否易于理解和分析。在卫

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检查病例报告表、疫

情报告或其他相关数据源是否清晰易懂，是否使用了规

范、简洁明了的语言和术语。为了进行数据可读性评

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检查病例报告表、疫情报
告等数据的文字表述是否清晰易懂。（2）检查表格、图
形等数据的展示方式是否直观明了。（3）采用认知心理
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人类工效学评估确定数据

是否符合人的认知习惯和社会习惯。

3.6  数据合规性评估。数据合规性评估是检查数据是
否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是否存在违规或违

法行为。在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检查病

例报告表、实验室检测结果或其他相关数据源是否经过

脱敏处理，是否符合隐私保护规定。为了进行数据合规

性评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1）检查数据是否符合相
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如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方

面的规定。（2）对涉嫌违规或违法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
调查和处理，了解违规或违法的具体情况和性质。（3）
采取相应的纠正措施，如修改或删除违规数据、加强数

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等，以确保数据的合规性。

3.7  数据利用价值评估。数据利用价值评估是评估数
据的利用价值和使用效果，以确定是否能够满足决策需

要和研究需求。在卫生统计数据的评估中，这通常涉及

评估病例报告表中的数据对于疾病监测和防控工作的支

持程度。为了进行数据利用价值评估，可以采用以下方

法：（1）分析数据的利用价值和使用目的，确定其对于
决策和研究的需求和价值。（2）对数据的利用效果进行
评估和跟踪，了解数据对于决策和研究的具体贡献和影

响。（3）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强数据的分析和挖掘、
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持等，以提高数据的利用价值。

结束语：卫生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与评估是保证卫生

统计数据准确性、完整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手段，对于提

高卫生统计数据的价值和使用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应

加强卫生统计数据质量管理，建立健全质量控制体系；

加强卫生统计数据评估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和方

法；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和协作，形成卫生统计数据

质量管理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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