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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詴三級考詴詴題 
類科：衛生技術 

科目：生物統計學（含流行病學）                                         王瑋老師解題 

 

一、某個疾病的黃金診斷方式雖然準確度高，但檢驗成本非常高，研究團隊希望能發展一個成本

較低、操作容易、安全的篩檢工具，為了測詴這個新型篩檢工具的準確度，招募了 50 名志願

者同時以黃金診斷方式及新型篩檢工具進行檢驗，結果如下表： 

新型篩檢工具 
黃金診斷方式 

總人數 
陽性 陰性 

陽性 10 5 15 

陰性 15 20 35 

總人數 25 25 50 

請計算新型篩檢工具的敏感度、精確度、陽性預測值及陰性預測值。另請說明疾病的盛行率

是否會影響新型篩檢工具的敏感度、精確度、陽性預測值及陰性預測值。（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疾病篩檢的敏感度、特異度與陽性預測值屬課內基本問題，多個年度皆有類似計算

題，如 111 年與 109 年地特四等衛技，並且透過不同盛行率的比較，得知盛行率是影響陽性率

的重要因子，在 111 年地特四等衛技與 107 高考衛行皆有類似考題。本題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盛

行率與敏感度、特異度的關係，詳細討論可參考王榮德，流行病學方法論與呂宗學，簡明臨床

流行病學。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王瑋，流行病學，志光出版，頁 3-50～55；王瑋，流行病學精選 500 題

全解，志光出版，頁 88～92。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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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敏感度與特異度不變的情況下，假設疾病盛行率降為 40%，重新將資料整理如下： 

新型篩檢工具 
黃金診斷方式 

總人數 
陽性 陰性 

陽性 8 6 14 

陰性 12 24 36 

總人數 20 30 50 

陽性預測值 .PV  
8

0 5714
14

，陰性預測值 .PV  
24

0 6667
36

 

可知當疾病的盛行率越低時，陽性預測值也會越低，但陰性預測值會提高。 

理論上，篩檢工具的敏感度與精確度和評估該檢查的病人樣本疾病盛行率的關係應該是獨立

的。但實際上病人的某些特徵，譬如疾病分期的嚴重度，可能與檢查的敏感度特異度及盛行率

有關。如果該疾病的標記與疾病的嚴重度有關，意即越末期的病人就越容易得到陽性的結果

時，所以此時若將此篩檢工具應用在盛行率較低的族群，其敏感度會下降，精確度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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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現女性的初經年齡與乳癌生成有關，一般而言初經年齡愈小乳癌風險愈高。在已發展

國家的長期資料中顯示女性初經年齡有逐漸降低的趨勢，因此某研究擬探討女性幼年時期的

社經狀況與初經年齡間的關係，經收集20名藍領家庭女孩的初經年齡平均值為13.4歲，標準

差為1.4歲；30名白領家庭女孩的初經年齡平均值為12.9歲，標準差為1.5歲。請協助此研究

者以適當的統計方法檢定白領家庭女孩的初經年齡是否較小。（假定不同社經狀況的初經年

齡變異數相同，設 050. ， 0, . .t 4 0 95 1 684， 60, . .t 0 95 1 671）（25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獨立樣本 t 檢定是相當基本的課內考題，題目已強調變異數相同，所以可直接

採合併變異數之 t 檢定的方法。本題如同本年度的普考詴題，出題老師給錯 t 分配的自由度，

但對於作答影響不大。去年 111 年包括高考衛行與衛技、普考衛行與衛技、以及地特三等衛行

與衛技皆有命題。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獨立樣本 t 檢定相關考題可參考王瑋，生物統計學 P.165 至 P.172 諸多類

似詴題。 

【擬答】： 

在變異數相同的情況下，採用合併變異數之 t 檢定比較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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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卷未附合適的查表值，取較接近的 t 值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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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71 名三酸甘油酯正常的成年人參加一項維他命 A 補充錠詴驗，隨機分配 133 名受詴者為實

驗組，138 名受詴者為對照組。數年後發現實驗組中有 15 人的三酸甘油酯高於正常值，對照

組中則有 2 人三酸甘油酯過高，請問上述資料可以計算兩組的三酸甘油酯異常之盛行率還是

發生率？並請實際計算之，同時請以適當的統計方法檢定兩組三酸甘油酯異常率是否不同？

（設 050. ，
, . . 2
1 0 95 3 84， , . . 2

1 0 995 7 88， , . . 2
1 0 999 10 83）（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非常基本的卡方齊一性檢定，屬課內基本題。這兩年包括 111 高考衛技、111

與 110 年高考二級衛行皆有命題。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王瑋，生物統計學 P.255～261；王瑋，生物統計學精選 500 題全解，志

光出版，頁 311～327 有諸多類似詴題。 

【擬答】： 

可將資料整理如下： 

三酸甘油酯 過高 無過高 總和 

實驗組 15 118 133 

對照組 2 136 138 

總和 17 254 271 

因為是隨機分配實驗，所以可計算兩組的三酸甘油酯異常的發生率 

實驗組三酸甘油酯異常的發生率為 1128.0
133

15
  

對照組三酸甘油酯異常的發生率為 0145.0
138

2
  

比較兩組發生率是否不同，可採用卡方齊一性檢定。表格斜線的左上方為觀察值，右下角則可

計算期望值。 

三酸甘油酯 過高 無過高 總和 

實驗組 
15 

8.34 

118 

124.66 
133 

對照組 
2 

8.66 

136 

129.34 
138 

總和 17 25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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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 0H ，有顯著證據說兩組三酸甘油酯異常率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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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一係早產兒妊娠週數及出生一週之血中甲狀腺素的數據分布： 

妊娠週數 甲狀腺素（ug/dL） 

24 6.5 

25 7.1 

26 7.0 

27 7.1 

28 7.2 

29 7.1 

30 8.1 

31 8.7 

32 9.5 

33 10.1 

（表一） 

 

請依照上述資料算出以妊娠週數預估早產兒血中甲狀腺素的最佳迴歸線，並解釋迴歸係數

的涵義。（10 分） 

表二為上述資料進行迴歸分析時所產生的變異量分析表，請以適當的統計方法檢定妊娠週

數是否能預測甲狀腺素的變化。（設 .  0 01， , , . .F 1 8 0 999 25 42）（15 分） 

變異量來源 自由度 平方和 

迴歸 1 11.128 

誤差 8 2.096 

總變異量 9 13.224 

（表二）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簡單線性迴歸雖屬課內基本題，但給原始資料求算迴歸係數與方程式已多年未

命題，最近的考題是 107 高考衛行；至於迴歸分析之變異數分析表則是近年考題的常客，111

高考衛行與 111 地特三等衛生皆有類似考題。 

出版社書籍命中特區：王瑋，生物統計學 P.293～301；王瑋，生物統計學精選 500 題全解，志

光出版，頁 371～378 有諸多類似詴題。 

【擬答】： 

設妊娠週數為 iX ，甲狀腺素為 iY  

. , .XX S 228 5 9 1667
；

. , .YY S 27 84 1 4693
 

( ) . .XSS    10 1 9 1667 82 5  
( ) . .YSS    10 1 1 4693 13 224  

.XY  2264 7  

. . . .XYSS     2264 7 10 28 5 7 84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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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每增加一週妊娠週數，則甲狀腺素增加0.3673 ug/dL 

.ˆ ˆ . . .

.
Y X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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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迴歸線為 ˆ . .Y X  2 6273 0 3673  

變異數分析表整理如下 

變異量來源 自由度 平方和 均方 F 值 

迴歸 1 11.128 11.128 42.473 

誤差 8 2.096 0.262  

總變異量 9 13.224   

變異數分析表可用以檢定迴歸模式是否成立 

:0H  1 0   :1H  1 0  

.  0 01 

* .F C 42 473  
*

, , .:{ . }C F F 1 8 0 99 25 42  

拒絕H0，代表妊娠週數預測甲狀腺素的變化達到統計上顯著 

註：本卷給錯 F 查表值，應給 , , .F1 8 0 99而不是 , , .F1 8 0 999。 

 

 

 

 

 

 

https://www.publ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