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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分析是在传统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新的文献综述方法，

它是基于特定设计的统计学方法，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定量和定性分析的

文献综述方法。它是对传统文献综述方法的改进，是一种回顾性和观察性的统

计方法，亦是对同一课题的不同研究设计、不同研究领域以及不同期刊收集到

的研究结果进行全面、定量和系统整合的统计方法。本文则是对元分析的概念

和研究步骤进行简要介绍，并对近五年中国知网收录的心理学文献中应用元分

析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了解其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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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a-analysis is a new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which is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based on a specific design and some 

statistical methods. Different from the initial analysis, it is applied for further analysis 

of a systematic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literatures 

review. Meta-analysis is an improvement on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s review. It 

is a retrospective and observa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 It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and systematic statistical method for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It can integr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designs,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and different journals on the same subject. To some extent, this 

method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But 

it has its own limitations. At present, meta–analysi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research fields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meta–

analysis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the research steps of meta–analysis as well a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limitations are describ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ts latest progress,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application in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s collected by the CNKI in 

the last fiv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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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心理学界在解释实验数据所代表的含义时，依赖于传统的显著性检验，即

基于所收集的数据进行虚无假设的显著性检验［1］［2］。但这种数据解释往

往使学者集中于控制Ⅰ类错误发生概率，而忽略对Ⅱ类错误发生概率的控制，

使得原本有效应或者有关系的实验得不到相应的注意和进一步分析，所得研究

结果不准确。运用显著性检验的假设检验本身就备受争议：（1）备择假设的不

可证伪性；（2）不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即只能证明自变量对因变量有影响以

及影响的方向，却不能指出影响的强度；（3）实际效果被低估［3］［4］。因

此，面对显著性检验所存在的问题，有研究者指出，为探索某一理论的真实性，

应放弃这种统计方法，采用效果大小 d 的点估计和关于点的置信区间估计的统

计方法［5］［6］。

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同一问题的单项研究产生不一致

的研究结果，无法得出准确结论，因此，需要对所有研究结果进行整合。传统

文献综述依赖研究者的主观分析，存在一些问题：（1）难以对大量不一致的研

究结果进行整合；（2）难以深入地进行分析以发现潜在关系和规律；（3）难

以有效利用资料以提高研究质量；（4）难以有效地控制两类错误而影响研究结

论的准确性［7］。那如何整合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结果以得出普遍性结论呢？

面对显著性检验以及传统文献综述方法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应使用元分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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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效应量为计算标准的多重研究的数据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3］

［5］［6］［8］，有研究者将传统的显著性 t 检验与元分析进行比较，发现显

著性检验受样本容量、显著性水平和总体效应量大小的影响，降低了推断统计

的可靠性，而元分析不受这几方面的影响［9］［10］［11］。亦有研究表明，

元分析在统计推断方面能提高检验效力，在效应估计方面可增加效应估计精度

以及当用置信区间表示研究结果时，元分析和单项研究在逻辑上是连贯的［4］。

综上所述，元分析是一种较为严谨且有效的可对文献进行综述的定量统计方法。

本文则从不同方面对元分析方法进行简要介绍，并分析近五年来元分析在知网

收录的心理学文献中的应用情况。

2  元分析的概念

Glass 首次将定量综合分析的方法命名为元分析［12］，他提出元分析是指

分析的分析，是用单一研究结果代替单个被试为元素的、以综合为目的的、收

集大量同一问题的跨研究成果并进行综合统计分析的方法［13］［14］［15］

［16］，并以效果量为指标评价研究质量［13］［17］［18］［19］［20］［21］。 

Milos 将前阶段的元分析定义为定量或典型元分析［22］［23］。随着元分析的

不断发展与广泛的应用，研究者们发现，元分析不仅仅是定量分析，也可进行

定性分析，因此，元分析不再被看作是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而是一种对研究

效应进行定量合并的分析研究过程和系统方法［24］。例如，Sacks 将其定义

为一种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合并的严谨的系统综述方法［24］［25］。

Ellenbeng 则认为元分析是对具有相同研究目的、相互独立的多个研究结果进行

定量分析、合并分析、剖析研究差异特征以及综合评价研究结果的统计方法［24］

［26］。

总之，元分析是基于特定设计的统计学方法，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定

量和定性分析的统计学方法，是改进的文献综述法，是一种回顾性和观察性的

统计方法，亦是对同一课题的不同研究设计、不同研究领域以及不同期刊收录

的研究结果进行概括的全面的定量的以及系统整合的统计方法，现在已得到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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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分析的研究步骤

元分析及其结果具有可复制性，研究者对所要研究的课题搜索尽可能多的

研究样本，以发现单项研究所显现不出的规律，元分析必须经过严格的操作步骤：

确定研究问题并制定计划、进行彻底的文献检索、选择合适的研究、变量的定

义和编码、数据的录入、统计分析和得出结论［27］［28］［29］。

3.1  确定研究问题并制定计划

在进行元分析之前，要确定探索的研究范围和文献领域的研究目的，元分

析研究所涵盖的题目有时很宽泛，但其核心要有明确的界定，即建立一套筛选

研究样本的标准。提出研究问题的四个要素：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研究效应

以及处理因素；制订研究计划：研究意义、文献搜索标准、纳入标准、研究背

景以及数据统计和分析方法等。

3.2  进行彻底的文献检索

在确定研究目的和研究计划后，根据所定的研究范围和标准进行文献检索，

全面、系统以及彻底地文献检索尤为重要，它是元分析有效性的保证，如何搜

索决定搜索到的文献，而搜索到的文献又决定着研究结果，文献检索可根据

Rosenthal（1984）的大概分类标准：书、期刊、论文、未发表的研究以及对电

子数据库。在检索过程中，首先要阅读文献的题目和摘要，以排除与研究目的

不符的文章，然后查看已检索到文章的参考文献，找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文献。

3.3  选择合适的研究 

所收集到的文献并不是全部适用于元分析，因此有必要对文献进行选择，

以避免选择性偏倚，同时对异质性进行一定的控制。进行文献选择时，所要考

虑的条件就相对多一些，例如，文章的研究设计、发表时间、信息的完整性、

使用语言种类以及样本大小。一般，尽可能选择近期的研究，且对未使用的文

献进行说明。另外，对进行多重报告的研究仅使用一次。同时，尽量排除小样

本研究以避免对小样本的过分强调，若有追踪实验，则要确定追踪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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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变量的定义和编码

一套标准编码系统可使原始样本有效且迅速地录入数据库。所采集的数据

一般包括基本信息、结果变量和研究特征，同时在提取时，去除基金号、刊名、

作者以及作者单位等信息，以减少选择偏倚。提取后变量的定义和编码通常由

两个及以上编码员进行独立编码，然后对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协商，并在文章中

对一致与不一致地方以及不一致协商后的结果进行叙述。

3.5  数据的录入

正如单项研究中要将数据录入 SPSS 一样，要将检索所得的有关各种本研

究特征的数据录入“元分析”软件中，目前的元分析软件有 CMA、Metawin、

meta-analysis5.3、Stata、Epimeta 和 RevMan 等［16］［30］。一般定义及编码后，

在“元分析”软件中建立相应的数据库，然后将其编码值录入其中，以进行下

一步分析。本文搜索的 175 篇文章中，仅有 128 篇报告使用元分析软件，使用

较多为 CMA 和 RevMan。

3.6  统计分析

在进行复杂的元分析之前，对一些基础特征进行分析，例如，进行简单频

次的分布图或者散点图，以观察数据中是否有一些异常值，若有异常值，可利

用“元分析”软件进行处理。

通常使用“元分析”软件进行分析，一般分为计算效应值、同质性检验、

总体效应检验、发表偏倚、选择统计模型以及进行假设检验和统计推断。对于

效果量的选取、异质性的检验方法、发表偏倚的识别方法以及统计模型的选择

都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使元分析更加可靠与可重复。具体介绍将与应用情

况进行结合阐述。

4  元分析的特点和局限

元分析同其他统计方法一样，有自己特有优势与局限。其特点在于元分析

是一种有别于一般描述型综述的方法，具有独特的优势：（1）传统研究综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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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定性描述，而元分析充分利用定性与定量两种方法；（2）

以平均效应值为指标，提高统计功效；（3）元分析通过对同一课题的不同研究

结果进行综合，以得出这些研究的共同效应，即以能得到普遍性结论为目的；（4）

对于同一课题的研究，由于实验方法、被试、时间以及统计方法的不同可能会

产生不一致的结论，而元分析则是将这些研究结果进行整合，以平均效果值进

行评估，因此元分析方法可以评价研究结果的矛盾，定量评估效应的大小；（5）

具有较强的可重复性；（6）验证假设，发现以往不足；（7）不受研究数目的限制，

可处理大量文献；（8）传统的统计分析只是对单一研究进行分析，而元分析是

将大量相同研究进行整合，因此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的潜在规律，发现一些潜在

效应［31］［32］。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1）因各单项研究所使用的

研究方法或实验材料存在不一致使得研究结果不准确；（2）因引入低质量文献

使得研究结果可靠性无法保证；（3）可能产生研究偏倚、选择偏倚和汇集偏倚 （汇

集偏倚又包括语种偏倚、发表偏倚和查找偏倚）；（4）因某些研究存在多个效

应值使得整合效应值不恰当；（5）所收集的资料中缺少元分析所使用的数据；（6）

异质性研究的处理所产生的影响等［31］［33］［34］。

5  元分析的应用

本文对近五年来 （2014—2018 年）知网收录的心理学领域使用元分析方法

的文献进行了检索，用以分析当前元分析方法的应用情况。

5.1  文献搜索与纳入标准

首先，以“元分析”“横断历史研究”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规定出

版时间为 2014—2018 年；然后，只在期刊库进行搜索；再次，对所检索的文章

进行阅读，选择涉及心理学领域且为实证研究 （有数据）的文献；最后，将检

索的文章进行基本数据统计，经过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进行搜索，近五年 （2014—

2018 年）使用元分析方法的论文共有 17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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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文献编码

对纳入分析的文献基本情况 （题目、作者、年份、样本量、效应量数量、

所涉及的领域、统计模型、统计软件和期刊来源）进行编码。本文将从发表现状、

样本量、效应量指标、异质性检验、统计模型选择和发表偏倚等方面对近五年

来元分析使用情况进行分析。

5.3  发表现状

5.3.1  各年份分布

搜集到的近五年使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章共有 175 篇，各年份分布如图 1 所示：

2014
18%

2015
20%

2016
26%

2017
16%

2018
20%

图 1  各年份分布图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ed map

由上图可知， 2016 年是近五年来发表文章最多的一年，所发文章数占总体

的 26%，其次是 2015 年和 2018 年，占总体的 20%。最少的是 2017 年，只占据

总体的 16%。

5.3.2  文献数量走势

对所检索的所有文献进行统计、整理，得出使用元分析方法发表的文章数

量走势图，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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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历年文章走势图

Figure 2  Trend chart of articles over the years

由上图可知，2017 年发表文章最少，2016 年最多，2015 年到 2016 年是一

个数量的飞跃，方必基等人对 1990—2010 年元分析在我国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进行分析，将其发展划为起步期 （1990—2010 年）、探索期 （2001—2005 年）

和发展期 （2006—2010 年），从 2006 年开始，元分析方法被我国研究者熟知，

并进行大量相关研究，由本文数据也可看出每年使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章的数量

均保持在 22 篇以上，2017 年虽有所下降，但维持在 29 篇，高于 1990—2010 年

每年的篇数，甚至高于 1990—2004 年的累计发表篇数［17］，2018 年有所回升，

与 2015 年持平，说明元分析方法还是具有一定优势的。   

5.3.3  各期刊发表量

对每篇文献的来源进行统计：175 篇文献共来自 84 个期刊，其中有 63 家期

刊在这五年内均仅发表一篇元分析的文章，12 家期刊仅发表两篇，其余 9 家期

刊的发表量均多于 2 篇 （如图 3、4）。

仅一篇
75%

仅两篇
14%

多于两篇
11%

图 3  各期刊发表量情况比例图

Figure 3   Proportional map of publication quantity of each perio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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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发表量多于两篇的期刊发表情况

Figure 4   Journals that publishes more than two articles

如图可知，2014—2018 年中发表采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献较多的为《心理

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和《心理学报》，大部分的期刊发表文献为 1

篇，因此，对期刊类型划分后进行统计。期刊类型分为学校学报和非学校学报、

CSSCI 期刊和非 CSSCI 期刊。

5.3.4  学校学报和非学校学报发表情况

对于采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章发表在学校学报与非学校学报的情况进行统计，

如图 5。由图可知，发表在非学校学报的文献量 （共 140 篇）显著多于学校学报 （共

35 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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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校学报与非学校学报的发表情况

Figure 5  Publication of School Journals and non-School Journals

5.3.5  CSSCI 期刊和非 CSSCI 期刊发表情况

对于采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章发表在 CSSCI 期刊与非 CSSCI 期刊的情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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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如图 6）。发表在 CSSCI 期刊的文章为 74 篇，发表在非 CSSCI 期刊的文

章为 101 篇。同时也对 CSSCI 各期刊的发表量进行了统计 （如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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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CSSCI 和非 CSSCI 发表情况

Figure 6  Publication of CSSCI and non-C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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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各 CSSCI 期刊的发表情况

Figure 7  Publication of CSSCI journals

由上图可知，2014—2018 年发表采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章最多的 CSSCI 期刊

为《心理科学进展》，其次是《心理发展与教育》和《心理学报》，亦由此可

知心理学界对于元分析方法的认可。 

5.3.6  研究领域

所检索的 175 篇文章涉及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音乐心理学、异常心理学、心理治疗、校园心理学、职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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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理学、心理健康以及心理语言学等领域，由此可知，元分析方法目前在

心理学领域已得到广泛使用。

5.4  样本容量

样本容量是影响元分析的重要因素，元分析是以效应量为指标，以平均效

应量为结果进行的定量的文献综述，样本效应值大小将影响总体效应值大小。

有研究表明，元分析所纳入文献量最好在 70 篇以上，至少 30 篇［10］。由所

搜索文献可知，近五年来，元分析文献纳入文献量少于 30 的文章有 58 篇，占

总量的 33.1%，少于 70 的文章共有 67 篇，占总量的 38.3%，达到理想状态的元

分析为文章 50 篇，占总量的 28.6%。说明国内学者注重元分析文献的准确性和

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元分析时会对这一领域进行一个较为广泛且标准的搜索，

但也不能忽视有三分之一的文章在进行元分析时所纳入的文献量并没有达到最

低标准，可能为某领域研究较少所致，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将这一局限纳入思

考以及检验的范围内使得元分析更加准确及代表性。

5.5  效应量的选择和计算

元分析的核心在于对效应量的合并［30］，在使用元分析对大量单项研究

进行定量综合时，需要计算出每一单项研究的效应值，目前元分析的效应值一

般为两类：效应值 d 与相关系数 r，当其他研究中出现 t 值或 F 值时，则将其转

化为效应值以进行比较［21］。其中效应值 d=（Yi
E-Yi

C）/Si，即实验组与控制

组之差与控制组标准差之比［24］［35］［36］。但很多时候对控制组标准差

不报告，则采用两组组内标准差的合并值代替。此时的效应值只是单项研究的

样本效应值，而有时则需要总体效应值，Hedges 认为以往的计算是有偏估计，

因此提出一个使得效应值为无偏估计的矫正公式，有了单项研究的效应值，对

各研究结果进行总体地定量描述还需要知道集中趋势，因此要将效应值平均，

但考虑到不同研究中获得总体效应值的精确度不同，因此应对矫正后的效应值

进行加权，而不同的研究者所采用的加权方式不同［36］［37］。有研究者指出，

计量资料常用的效应指标包括加权均数差、相关系数、标准化均数差和均数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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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计数资料常用的效应值包括比率、危险度比、相对危险度、比值比和率差等；

假设检验效应值包括卡方值、F 值、t 值以及 p 值等，通过效应值可使同一研究

课题的多个研究进行比较［22］。近五年的元分析文献中，仅有 5 篇没有汇报

效应量的指标，其余 170 篇报告了效应量指标，其中 70 篇使用的 d 值，59 篇使

用相关系数 r，少量文章由于内容及领域的特殊性，使用标准化均数差、相对危

险度、比值比、加权均数差、优势比以及 MNI。

5.6  同质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和统计模型选择

同质性检验亦称齐性检验，解决元分析中“橘子和苹果”的问题，指对抽

取样本的效果大小是否源于共同总体以及是否适合进行融合以纳入同一元分析

进行检验，即各单项研究效应值之间的同质性检验［37］。若数据差距较小，

则说明各单项研究是验证同一问题，若数据差距很大，则需要考虑异质性问题。

Rosenthal 和 Rubin （1982）曾提出效应值齐性检验的方法：χ2 = ∑（W（d -d）2）

［37］，杜晓新提倡采用 H 统计量检验各效应值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35］，

也有学者提出异质性检验常用的方法为 Q 检验、I2 检验和方差检验，然后根据

异质性检验结果确定选择统计模型［30］［33］，对于异质性检验，亦有研究

者推荐使用限制性极大似然估计作为异质性的首要估计方法［38］。各研究效

应值齐性时，即研究特征对研究结果没有影响，如果不齐，就要探讨研究特征

与研究结果的关系，即探讨研究特征是否影响研究结果［36］。一般可采用方

差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以检验研究结果与研究特征之

间的关系［37］。Hunetr 等认为，只有当效应值的 75% 方差不是由抽样误差引

起的时候，才分析研究特征与研究结果的协变关系。Hedges 提出一种分析方法，

即根据某一研究特征，将研究分成两组或更多组，然后确定组间平均数的方差

是否大于组内方差：［19］［36］。当同质性检验不齐时，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后对效应值进行假设检验与统计推断。有研究者对

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发现，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时可

以代替固定效应模型［39］，但也有学者表明，当采用方差分析探讨调节变量

解释力时，固定效应模型较好［22］［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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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搜索的 175 篇文献中，有 128 篇元分析文章报告进行了异质性检验，占

总量的 73.1%，说明国内的学者在进行元分析时会注重异质性检验。进行异质性

检验的 128 篇文章中有 108 篇报告所使用的统计模型，由搜索文献亦可知，在

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时，更多采用的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在其他特殊内容

和领域中，使用方差分析、t 检验、ALE 算法或三维高斯模型。175 篇文章中有

30 篇并没有报告所使用的统计模型。

5.7  发表偏倚检验

元分析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抽屉文件效应”，指在发表文章时更加偏

爱阳性文章，因此在进行元分析时，所纳入的文章大部分甚至全部是数据有效

应的结果，以至于所得综述结果为显著，这就使得元分析不准确以及无法代表

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因此，在进行元分析时会进行发表偏倚检验，以排除这

种效应，现阶段最常见的发表偏倚所使用的指标为失效安全数，失效安全数越大，

研究结果的稳定性越好，此外对于发表偏倚的识别还可以采用漏斗图、Fail-safe 

N 法、回归系数和 Trim and Fill 法［21］［33］［42］。所收集文献中的 140 篇

元分析文章报告进行了发表偏倚检验，但仍有 35 篇文章没有进行发表偏倚检验，

占总量的 20%。

6  总结

本文是对元分析方法概念、研究步骤以及对近五年来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情

况的一个简要介绍，以了解元分析的最新进展。由本文可知，元分析是在传统

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新的文献综述方法，它是基于特定设计的统计

学方法，是区别于初始分析和进一步分析的、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定量

和定性分析的文献综述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文献综述的局限性，亦存

在不足性。目前，元分析已经在我国不同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系统

梳理近五年以来元分析方法的应用情况，可以得知：

（1）2014—2018 年发表使用元分析的文章共计 175 篇，每年发表量均为

29 篇以上，说明使用元分析方法已成为普遍趋势，元分析方法已被心理学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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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发表文章有一个量的飞跃，表明研究者看到其优点；

（3）2014—2018 年所发表的文章虽每年会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一个增加

的趋势，亦说明其优越性；

（4）2017 年发表的文章数虽为 5 年最低，但维持在 29 篇，高于 1990—

2010 年的每年篇数，甚至高于 1990—2004 年的累计发表篇数；

（5）对所发表的文章进行梳理得知，元分析的使用已进入心理学的不同领

域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6）多数研究均报告了样本量、效应值、异质性检验、统计模型以及发表

偏倚，只有少数文章在某个指标上没有汇报。由此可以看出一些问题：①少数

研究对样本量的重视不足；②研究对效应量的选择过于集中，应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选择合适的效应量指标；③少数研究对数据的异质性没有进行检验，因

此易犯“垃圾进、垃圾出”的问题，使得元分析不准确；④有 35 篇文献没有汇

报统计模型，因此无法得知选择的统计模型是否恰当；⑤有 20% 的文章没有进

行发表偏倚检验，使研究的稳定性和普遍性受到怀疑。

通过对五年使用元分析方法的文献分析可知，研究者看到其优点，在多个

研究领域使用元分析方法已成为普遍趋势，元分析方法已被心理学接受，但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在元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能克

服其局限性的方法，使其有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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