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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急诊住院医师临床实践中常用的
<

种临床决策方法"即模式识别法&假设演绎法&事件驱动法&运用规则

法#的应用现状!了解其对临床决策方法掌握的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

根据住院医师的不同年制把
&46

名住院医师"收集每个

住院医师诊疗过的
7

例患者#收集的
!4;7

例患者分
;

组!比较不同年制医生的临床决策方法及其诊断正确率和影响因素$结果

!

不同年制医生的决策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不同决策方法的诊断正确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防御行为

和不同决策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不同决策方法的多分类
XQ

%

DCLDN

回归分析显示!住院医师年制&住院医师学历&住

院医师接触临床时间&住院患者症状&防御行为&问诊可靠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结论
!

住院医师最常用的临床决

策方法为运用规则法'住院医师年制&住院医师学历&住院医师接触临床时间&住院患者症状&防御行为&问诊可靠程度是住院医师

在急诊医学专业临床实践中应用临床决策方法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

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职务'决策支持系统!临床'防御医学'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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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是适应社会需要和医学发展而产生的一门跨学

科跨专业的古老而新兴独立医学学科(

!

)

!临床决策$

NGDMDN>G

"FNDCDQM

%方法是急诊医学中应用最频繁的学科之一#急诊医生

往往是医院内最主要"最快速的临床决策者#这是急诊医学主

要专业特点之一(

&

)

#临床决策是根据国内外医学科学的最新进

展#提出临床决策方案与传统方案进行全面比较和系统评价#

充分评价不同方案的风险及利益之后选取一个最好的方案#取

其最优者进行实践的过程(

;

)

#合理的临床决策可以提高临床医

生诊治能力(

<

)

#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

7

)

!但国内住

院医师对临床决策方法了解甚少#相关文献报道也少见!因

此#本文进行相关研究可为住院医师培训提供一定的基础!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4!!

年
:

月到
&4!;

年
#

月来昆明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医学部重症医学中心抢救室轮转不同

年制的
&46

名住院医师$一年制
6!

名#二年制
''

名#三年制
64

名%#并随机抽取他们诊疗过的
!4;7

例患者 $男
76;

例#女

<';

例#平均年龄为$

76(77j!#(64

%岁#患者入选标准参照

E>H_

等(

'

)急诊主要临床一章所列病症!

!("

!

方法

!("(!

!

医师分组
!

按不同年制抽取住院医师
&46

名$收集每

个住院医师诊疗过的
7

例患者%分
;

组'第
!

组为一年制住院

<&7!

重庆医学
&4!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昆明医科大学教研教改重点资助项目$

&4!!Se47

%!

!

作者简介'杨德兴$

!:##Z

%#住院医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危急重症

医学研究!

!

%

!

通讯作者#

*FG

'

!;64#<&':6:

*

8?$>DG

'

&''7#;<!&<

']]

(NQ$

!



表
!

!!

急诊主要临床决策方法的特点

决策方法 决策过程 优点 缺点

模式识别法 急诊医生有病症信息包记忆储备#储备越来越多信息包#通过整合患者资料#

能即刻作出一个识别#既从患者进急诊大门是就可以作出诊断

快速评价处理患者*

快速制订治疗计划

锚定偏倚*确定偏倚

运用规则法 解决类似临床问题#可通过先前记录的法则$如果
i

则
e

%进行#主要包括启

发法"流程图"临床径路

容易教学#给患者标

准化处理

弹性差#无独立思考

的空间

假设演绎法 根据搜集的原始资料#迅速产生诊断假设#收集数据#假设评价#假设修正#假

设验证#临床处理

富有弹性 费时#教给学生很困

难

事件驱动法 在患者诊断还没有确定前就给予患者症状或体征针对性治疗#要求急诊科医

生排除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快速评价和稳定患者#而不是确定诊断(

6

)

!

有弹性#适应应急的

环境

如果假设错误#将非

常危险#潜在低效率

医师
6!

名#总诊疗过
;77

例患者*第
&

组为二年制住院医师
''

名#总诊疗过
;;4

例患者*第
;

组为三年制住院医师
64

名#总

诊疗过
;74

例患者!

!("("

!

主要观察指标
!

采用
<

种决策方法'即模式识别法"运

用规则法"假设一演绎法及事件驱动法(

7

)

!住院医师的年龄"

学历"性别"医院等级"学历"接触临床时间"是否有防御行为"

对循证医学"卫生法律的了解情况"诊断"疗效#患者的症状"年

龄"性别"就诊时间"学历"医保情况及医患关系等!急诊主要

临床决策方法的特点#见表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55!6(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基本描述分析以
@j=

表示#假设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1

检验"

!

&

检验#多分类
XQ

%

DCLDN

回归分析等!以
!

"

4(47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不同年制住院医师采用临床决策比较
!

不同年制住院医

师在急诊医学专业临床实践中应用临床决策方法运用事件驱

动法最多#其中一年制住院医师$

;<(6&=

%"二年制住院医师

$

<4(:'=

%"三年制住院医师$

<4(&#=

%#

;

个年制住院医师总

体运用事件驱动法为
;#('7=

#不同年制住院医师采用临床决

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见表
&

!

表
&

!!

不同年制住院医师的决策方法

!!!

比较!

"

"

=

#(

"2!4;7

$

住院医师 模式识别法 假设演绎法 事件驱动法 运用规则法

一年制
::

$

&6(74

%

7!

$

!<(!6

%

!&7

$

;<(6&

%

#7

$

&;('!

%

二年制
7!

$

&<(<4

%

76

$

&6(&6

%

>

!;'

$

<4(:'

%

>

##

$

<&(!!

%

>

三年制
#6

$

&<(#'

%

<&

$

!&(44

%

B

!;<

$

<4(&#

%

>

#4

$

&&(#'

%

B

合计
&;6

$

&&(<&

%

!74

$

!<(<:

%

;:7

$

;#('7

%

&7;

$

&<(<<

%

!!

>

'

!

"

4(47

#与一年制比较*

B

'

!

"

4(47

#与二年制比较!

"("

!

不同决策方法正确率比较
!

此次研究住院医师正确率为

#4(;:=

#错误率为
!:('!=

!不同决策方法的诊断正确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运用规则法诊断正确率最

高$

##(7<=

%#假设演绎法最低$

'&(44=

%#见表
;

!

表
;

!!

不同决策方法诊断正确率比较!

"

"

=

#(

"2!4;7

$

决策方法
"

诊断正确 诊断错误

模式识别法
&;& !6#

$

6'(6&

%

7<

$

&;(&#

%

假设演绎法
!74 :;

$

'&(44

%

>

76

$

;#(44

%

>

事件驱动法
<44 ;;6

$

#<(&7

%

>B

';

$

!7(67

%

>B

运用规则法
&7; &&<

$

##(7<

%

>B

&:

$

!!(<'

%

>B

合计
!4;7 #;&

$

#4(;:

%

&4;

$

!:('!

%

!!

>

'

!

"

4(47

#与模式识别法比较*

B

'

!

"

4(47

#与假设演绎法!

"(#

!

防御行为和临床决策方法的关系
!

此次研究住院医院采

用防御行为的比例为
'6(&4=

#防御行为和不同决策方法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47

%#可以认为防御行为是不同

决策方法的影响因素#其中对运用规则法影响最大$

#'(&'=

%#

见表
<

!

表
<

!!

防御行为和不同决策方法的关系!

"

"

=

#(

"2!4;7

$

决策方法 有防御行为 无防御行为

模式识别法
67

$

;;(&;

%

!7!

$

''(66

%

假设演绎法
!4&

$

'#(4;

%

>

<#

$

;;(:6

%

>

事件驱动法
&#:

$

6&(<7

%

>

!!4

$

&6(77

%

>

运用规则法
&!#

$

#'(&'

%

>BN

;7

$

!;(6<

%

>BN

合计
':<

$

'6(&4

%

;<!

$

;&(#4

%

!!

>

'

!

"

4(47

#与模式识别法比较*

B

'

!

"

4(47

#与假设演绎法#

N

'

!

"

4(47

#与事件驱动法!

"(C

!

影响住院医师在急诊医学专业临床实践中应用临床决策

方法的因素
!

采用多分类
XQ

%

DCLDN

回归对影响不同决策方法

的因素检验#最终影响因素为'住院医师年制"住院医师学历"

住院医师接触临床时间"住院患者症状"防御行为"问诊可靠程

度#前
;

位影响因素是住院医师学历"患者症状"问诊可靠程

度#见表
7

!

表
7

!!

不同决策方法的多分类
XQ

%

DCLDN

回归

影响因素
P

标准误 宽度
O# !

住院医年制
Z<(:' #(:! 4(;' &(;& 4(4!

住院医学历
Z!'(!: &4('# 4('! :(&& 4(4;

接触临床时间
;#(!! !<#(;4 4(46 !(;< 4(4!

患者症状
Z!4(7! !'(#: 4(;: &(6; 4(4<

防御行为
Z;(&' <(<; 4(7< !(&; 4(4!

问诊可靠程度
4(#4 !&('! 4(4! &(;7 4(4!

#

!

讨
!!

论

#(!

!

急诊医学主要任务
!

急诊医学是一门临床医学专业(

#

)

#

它是医院的第一道门户#急诊质量是医院综合能力主要考察标

准之一(

:

)

#其主要任务为'对不可预测的急危病$症%"创伤#以

及患者自认为患病初步评估判断"急诊处理"治疗和预防#或对

人为及环境伤害给予迅速的内"外科及精神心理救助(

!4

)

!他

是所有住院医师必须轮转的科室#所有住院医师必须掌握急诊

相关知识(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不同年制的住院医师
<

种临床决策方法中应用最多的是运用事件驱动法#它和徐腾达

等在-急诊医学临床决策方法学初探.中
<

种临床决策方法中

应用最多的是模式识别法有所不同(

!&

)

#考虑由于两家医院的

7&7!

重庆医学
&4!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急诊科存在很大差距引起#本科轮转住院医师最常用运用事件

驱动法在意料中#该法特别适用在比较急的情况下#但它存在

很大的危险性和低效率#所以#以后要注意培养轮转的住院医

师合理地运用运用规则法#它在本次研究中诊断正确率最高*

在本研究中发现#防御行为是临床决策的影响因素#而且对诊

断正确率最高的运用规则法影响最大#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关

注#在以后的住院医师培养中#很有必要进行这个方面的教育#

让住院医师以后少采用#甚至不用防御行为!

#("

!

影响因素分析
!

&4!<

年
!

月
!6

日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6

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具体体现(

!;

)

#它紧密结合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部

署#立足基本国情(

!<

)

#借鉴国际经验#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

才成长规律#从制度建设入手#完善政策#健全体系#严格管理#

建立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全面提高中国医师队伍的

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

!7

)

!让每个住院医师很好地运用临床决

策法#可以为急诊科的诊疗打下很好的基础#急诊科住院医师

培养水平是医院教学质量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的考核指标

之一(

!'

)

!本研究显示#影响急诊科医生临床决策的因素为住

院医师年制"住院医师学历"住院医师接触临床时间"住院患者

症状"防御行为"问诊可靠程度#前
;

位影响因素是住院医师学

历"患者症状"问诊可靠程度#以后的住院医师培养中要充分考

虑这些影响因素#不断改善住院医师在急诊医学专业临床实践

中应用临床决策方法为他们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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