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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流行病學方法論及實驗：期末測驗 

學號                    姓名                  2019-06-21 

 

有一研究欲了解飲用含糖飲料之習慣與高血壓之關聯。該研究共納入台灣某社區民眾 2,036人，所蒐

集之資料(檔名：data.sav)包含年齡、性別(gender, 1:男性/2:女性)、是否飲用含糖飲料(drk, 1:有/0:無)、

是否有高血壓及是否具抽菸習慣(smk, 1:有或曾經/0:無)。請利用此資料回答以下問題： 

 

Q1. 試問此資料之研究設計為下列何者？ 

A. 隨機分派試驗 

B. 觀察性研究—世代追蹤研究 

C. 觀察性研究—病例對照研究 

D. 觀察性研究—橫斷式研究 

 

Q2. 試問此資料之研究流程圖為下列何者？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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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題組一】試利用下表(一)及下表(二)回答 Q3-Q6： 

表(一)：使用資料 1.飲用含糖飲料組與無飲用含糖飲料兩組之年齡、性別及抽菸之分佈 

變項 
無飲用含糖飲料(1018人) 飲用含糖飲料組(1018人)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性別(男性) 500 49.16 504 49.51 

抽菸(有) 330 32.42 321 31.53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年齡 54.05 10.1 55.02 9.98 

 

表(二)：使用資料 2.飲用含糖飲料組與無飲用含糖飲料兩組之年齡、性別及抽菸之分佈 

變項 
無飲用含糖飲料(900人) 飲用含糖飲料組(1136 人)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性別(男性) 300 33.33 504 44.37 

抽菸(有) 100 11.11 321 28.26 

 平均 標準差 平均 標準差 

年齡 67.8 14.1 55.02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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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若兩資料中有一為利用隨機分派試驗設計收集之資料，下列關於敘述何者正確？ 

I. 資料 1.較可能為一隨機分派(RCT)試驗 

II. 由於資料 1.兩組(飲用含糖飲料與否)人數一致，因此為隨機分派試驗設計收集而得 

III. 資料 2.較可能為一觀察性研究 

IV. 資料 2.兩組在各個基礎變項(年齡、性別及抽菸比例)分佈差異大，較不可能為一隨機分派試

驗 

A. I,II 

B. I,IV 

C. I,III,IV 

D. I,II,III,IV 

 

Q4. 下列關於隨機分派試驗(RCT)之敘述何者錯誤？ 

I. 可消除兩組(飲用含糖飲料與否) 基礎變項分佈不平均對於結果評估之影響 

II. 隨機分派試驗雖可避免干擾因子對於結果評估之偏誤，但仍受到交互作用之影響 

III. 可直接比較兩組觀察結果，不需考慮辛普森矛盾現象 

IV. 在分析隨機分派試驗時應考慮霍桑效應並且加以調整以得到不偏估計 

A. II, III 

B. II, IV 

C. II, IV 

D. III, IV 

 

Q5. 資料特性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性別為二元類別資料 

II. 抽菸為二元類別資料 

III. 年齡為等距尺度(連續型)變項資料 

IV. 飲用含糖飲料與否為二元類別資料 

A. I,II 

B. I,II,III,IV 

C. I,II,III 

D. I,II,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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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統計分析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若欲比較兩組年齡分佈是否所差異，可使用 t 檢定 (t-test) 

II. 若欲比較兩組性別分佈是否所差異，可使用卡方檢定 

III. 若欲比較兩組年齡分佈是否所差異，可使用線性迴歸模式 

IV. 若欲比較兩組性別分佈是否所差異，可使用羅吉斯迴歸模式 

A. II,IV 

B. I,II,III,IV 

C. I,II,IV 

D. I,III,IV 

 

 

Q7. 試問抽菸族群及未抽菸族群的高血壓盛行率分別為多少？(利用報表回答) 

 

A. 抽菸族群為 43.3%; 未抽菸族群為 31.8% 

B. 抽菸族群為 76.7%; 未抽菸族群為 66.8% 

C. 抽菸族群為 43.3%; 未抽菸族群為 56.7% 

D. 抽菸族群為 33.2%; 未抽菸族群為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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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呈上題，假設高血壓發生率服從一指數分佈且年發生率為 0.12 (λ=0.1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參

考上表與下圖回答)？ 

 

I. 高血壓盛行率為 34.8% 

II. 高血壓 PI ratio 為 2.9  

III. 高血壓平均病程時間為 1/2.9=0.35年 

IV. 6年內會有一半族群發生高血壓 

V. 10年內全部族群皆會發生高血壓 

A. I, II, III 

B. I, II, IV 

C. I, II, III, IV 

D. I, II, III, IV, V 

 

Q9. 依據下方高血壓存活曲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高血壓死亡風險以 A 組為最高 

II. 高血壓死亡風險以 C 組為最高 

III. A組高血壓存活時間中位數約為 8年 

IV. B組高血壓存活時間中位數約為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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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 III 

B. II, III 

C. I, III, IV 

D. II, III, IV 

 

 

 

 

【題組二】試利用以下報表回答 Q10-Q14： 

 設 drk=1drk2=’D’; drk=0drk2=’ND’ 

 設 hyper=1hyper2=’H’; hyper=0hyper2=’NH’ 

 

分析結果報表一：全族群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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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報表二：年齡分層風險評估(Agegroup，年輕組(0)為 age<50，年老組為(1)為 Age>=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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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0. 試問含糖飲料飲用分佈(比例)在高血壓及無高血壓族群是否有所差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使用卡方檢定，檢定統計量為 6.464>3.84，因此有差異存在 

II. 使用卡方檢定，P 值為 0.011<0.05，因此有差異存在 

III. 使用 Breslow-Day檢定，檢定統計量為 0.57<3.84，因此不存在差異 

IV. 使用 Breslow-Day檢定，P 值為 0.45>0.05，因此不存在差異 

A. I 

B. I, II 

C. III 

D. III,IV 

 

Q11. 試問依據第一部份分析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1.338 

I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0，因此未達統計顯

著 

III. 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會增加約 34%高血壓風險 

IV. 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最多會增加約 68%高血壓風險 

A. I, III 

B. I, II, III 

C. I, III,IV 

D. I, II, III,IV 

 

Q12. 試問依據第二部份分析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不同年齡層高血壓勝算比應分開報導。對於年輕組，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會增加約 60%高

血壓風險; 對於年老組，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會增加約 33%高血壓風險 

II. 不同年齡層高血壓勝算比應合併報導。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會增加約 48%高血壓風險 

III. 不同年齡層高血壓勝算比應合併報導。飲用含糖飲料含糖飲料會增加約 34%高血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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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利用卡方檢定，可得到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在不同年齡具有異

質性 

V. 利用 Breslow-Day檢定，可得到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在不同年

齡不具異質性 

A. I, IV 

B. I, V 

C. II, V 

D. III, V 

E. I, V 

 

Q13. 試問若依據辛普森矛盾探討此題組分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X為高血壓、Y為含糖飲料、Z為年齡層 

B. X為年齡層、Y為高血壓、Z為含糖飲料 

C. X為含糖飲料、Y為高血壓、Z為年齡層 

D. X為高血壓、Y為年齡層、Z含糖飲料 

 

Q14. 試問下列何者並非由研究設計解決辛普森矛盾之方法？ 

A. 配對 

B. 限制 

C. 隨機分派 

D.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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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三】試利用以下報表回答 Q15-Q19： 

 本題組皆使用羅吉斯迴歸模式，並以 Hyper作為事件，共有六個模式。 

模型(一)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二)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三)分析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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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四)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五)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六)分析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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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 試問模型一分析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1.338 

I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6.439 

III. 模型為Pr(𝐻𝑦𝑝𝑒𝑟 = 1)= β0+ β1xdrk 

IV. 此模型所估算之勝算比又稱為勝算比粗率 

V. 此模型所估算之勝算比又稱為調整後勝算比 

A. I, IV 

B. II, V  

C. I, III, V 

D. I, III, IV 

E. II, III, IV 

 

Q16. 若欲建構【題組二】分析結果，應使用下列哪幾個模型？[加分題] 

A. (二)、(五) 

B. (三)、(五) 

C. (四)、(六) 

D. (一)、(二)、(五) 

E. (一)、(三)、(五) 

F. (一)、(四)、(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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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7. 依據以下迴歸模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加分題] 

(迴歸模式 1): Log(
Pr(𝐻𝑦𝑝𝑒𝑟=1)

1−Pr(ℎ𝑦𝑝𝑒𝑟=1)
) = β0+ β1xdrk+β2x(Agegroup=1) 

(迴歸模式 2): Log(
Pr(𝐻𝑦𝑝𝑒𝑟=1)

1−Pr(ℎ𝑦𝑝𝑒𝑟=1)
) = β0+ β1xdrk+β2x(Agegroup=1)+β3xdrkx(Agegroup=1) 

I. (迴歸模式 1)及(迴歸模式 2)分別對應為模型(二)及模型(五)之分析結果報表 

II. 若欲比較兩模型何者較佳可利用-2對數概似比，其結果為 2473.334-2472.763<3.84，因此選

擇模型(二) 

III. 若欲比較兩模型何者較佳可利用-2對數概似比，其結果為 2473.334-2472.763<3.84，因此選

擇模型(五) 

IV. 若欲比較兩模型何者較佳可利用Wald 統計量=0.569，因此選擇模型(二) 

V. 若欲比較兩模型何者較佳可利用Wald 統計量=0.569，因此選擇模型(五) 

VI. 可利用 Breslow-Day檢定得到一致之結果 

A. I, II 

B. I, III 

C. I, II, VI 

D. I, III, VI 

E. I, II, IV, VI 

F. I, III, V, VI 

 

Q18. 飲用含糖飲料對於高血壓之影響在調整年齡層、抽菸狀態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1.456 

I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1.620 

III. 飲用含糖飲料比上未飲用含糖飲料的高血壓勝算比為 1.514 

IV. 表示飲用含糖飲料之迴歸係數為 0.415 

V. 表示飲用含糖飲料之迴歸係數為 0.376 

VI. 表示飲用含糖飲料之迴歸係數為 0.482 

A. I, V 

B. II, VI 

C. III, IV 

D. 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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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9. 利用模型(四)分析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若有一民眾其特性為年輕、抽菸、飲用含糖飲料，其高血壓機率為 0.36074 

II. 若有一民眾其特性為年輕、抽菸、飲用含糖飲料，其高血壓機率為 0.63926 

III. 若有一民眾其特性為年老、抽菸、未飲用含糖飲料，其高血壓機率為 0.52707 

IV. 若有一民眾其特性為年老、抽菸、未飲用含糖飲料，其高血壓機率為 0.56593 

A. I, IV 

B. II, V 

C. II, IV 

D. III, IV 

 

 

【題組四】試利用以下報表回答 Q20-Q22： 

利用年齡、性別及抽菸習慣建立選擇含糖飲料之傾向分數，利用此傾向分數配對後的資料進行分

析，共四個模式。 

 

模型(一)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二) 分析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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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三) 分析結果報表： 

 

模型(四) 分析結果報表： 

 

 

Q20. 依據傾向分數調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目的在於還原隨機分派試驗結果 

II. 常用於全民健保資料庫分析上 

III. 除了配對外，亦可利用分層的方式進行調整 

IV. 用於調整選擇上的偏差 

A. I, II, III 

B. I, II, IV 

C. II, III, IV 

D. I, II, III, IV 

 

Q21. 下列關於傾向分數調整模型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加分題] 

I. 須建立兩個羅吉斯迴歸模式 

II. 第一個迴歸模式，以飲用含糖飲料與否為依變項；第二個迴歸模式，以高血壓與否為依變

項 

III. 第一個迴歸模式，以高血壓與否為依變項；第二個迴歸模式，以飲用含糖飲料與否為依變

項 

IV. 良好的傾向分數具有在介入組與非介入組一致之特性 

A. I, II  

B. I,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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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II, IV 

D. I, III, IV 

 

Q22. 關於傾向分數模型，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加分題] 

A. 模型(一)正確，調整傾向分數配對，僅需放入是否飲用含糖飲料(drk) 

B. 模型(二)正確，調整傾向分數配對，除了放入是否飲用含糖飲料(drk)，仍需放入傾向分數

(ps_score)進行調整 

C. 模型(三)正確，調整傾向分數配對，除了放入是否飲用含糖飲料(drk)，仍需放入年齡、性

別及抽菸習慣進行調整 

D. 模型(四)正確，調整傾向分數配對，除了放入是否飲用含糖飲料(drk)，仍需放入傾向分數

(ps_score)、年齡、性別及抽菸習慣進行調整 

 

【題組五】試利用以下報表回答 Q23-Q30： 

利用年齡、性別、是否飲用含糖飲料及是否抽菸對於高血壓建構一多變項羅吉斯迴歸，並建立其

ROC曲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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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陽性切點為 a之預測結果： 

 

(二)以陽性切點為 b之預測結果： 

 

(三)以陽性切點為 c之預測結果： 

 

 

Q23. 關於 ROC 曲線座標軸標題，下列何者正確？ 

A. X軸標題為敏感度，Y 軸標題為特異度 

B. Y軸標題為敏感度，X 軸標題為特異度 

C. X軸標題為敏感度，Y 軸標題為 1-特異度 

D. Y軸標題為敏感度，X 軸標題為 1-特異度 

 

Q24. 關於 ROC 曲線及曲線下面積之敘述何者正確？ 

I. 可對於是否發生高血壓進行預測 

II. 曲線下面積愈大代表預測能力越好 

III. 若曲線下面積為 0.5，代表此工具預測表現差 

IV. 預測能力能力最好之切點落於 ROC 曲線右上角 

A. I, II 

B. 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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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 II, III 

D. I, II, IV  

E. I, II, III, IV 

 

Q25.關於此模式陽性(高血壓)切點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a>b>c 

B. a>c>b 

C. a<b<c 

D. a<c<b 

 

Q26.關於預測(一)之敏感度(sensitivity)、特異度(specificity)、陽性預測值(PPV)、陰性預測值(NPV)，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敏感度(sensitivity) = 76.84%; 特異度(specificity) = 53.78% 

II. 敏感度(sensitivity) = 47.06%; 特異度(specificity) = 81.28% 

III. 敏感度(sensitivity) = 23.16%; 特異度(specificity) = 46.22% 

IV. 陽性預測值(PPV) = 76.84%; 陰性預測值(NPV) = 53.78% 

V. 陽性預測值(PPV) = 47.06%; 陰性預測值(NPV) = 81.28% 

VI. 敏感度(sensitivity) = 52.94%; 特異度(specificity) = 18.72% 

A. I, IV 

B. I, V 

C. II, V 

D. III, IV  

 

Q27. 依據過去資料，曾有 20%的民眾有高血壓情形。若有一位民眾，運用預測模式(二)且結果呈現

具有高血壓，基於此一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I. 事前勝算為 0.25 

II. 事前勝算為 0.2 

III. 概似比為 0.32 

IV. 概似比為 2.56 

A. I, III 

B. I, IV 

C. II, III 

D. II, IV  

 

Q28. 呈上題，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的勝算與機率預測值為何？ 

A. 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勝算及機率分別為 0.64 及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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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勝算及機率分別為 0.51 及 0.34 

C. 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勝算及機率分別為 0.064 及 0.06 

D. 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勝算及機率分別為 0.39 及 0.64 

E. 此位民眾發生高血壓勝算及機率分別為 0.34 及 0.51 

 

Q29. 呈上題，發生高血壓的事後勝算與機率預測值取決於下列哪些因素？ 

I. 事前機率(prior probability) 

II. 敏感度(sensitivity) 

III. 特異度(specificity) 

IV. 樣本數 (Sample size) 

V. 型一錯誤（Type I error） 

A. II, III 

B. I, II, III 

C. I, II, III, IV 

D. I, II, III, IV, V 

 

Q30. 呈上題，關於此類臨床推理工具之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加分題] 

I. 事前勝算越大，事後機率也越高 

II. 敏感度及特異度越高越，陽性個案之事後勝算也越高 

III. 當事前勝算高，則需使用具有高準確度之工具達到排除罹病可能之目的 

IV. 可應用貝氏諾莫圖得到事後勝算與機率 

A. I, II 

B. I, III 

C. II, III 

D. II, IV 

E. I, II, III, 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