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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模式和医患关系模式的转变!医疗由以医院和医

务人员为主导转为.和患者共同医疗/

)

!

*

!强调医患之间须相互

尊重%双向作用%彼此依存"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是医学最本质

的东西)

'

*

!其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的

重视"但近年来!国内医患关系现状不容乐观!一系列伤医事

件频频发生!使得医患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医患

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但有所不同!国外的医患

关系主要指的是患者与全科医生或者家庭医生的关系!强调的

是二者之间的长期合作"而国内的医患关系指的是患者与医

院或医务人员的医治关系!强调的是患者对整个医生群体服务

态度的评价"对目前已有的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发现!关于医患

关系的研究一般从多方视角展开#如医生角度%医疗体制%媒体

舆论)

6B7

*

$!却较少从患者角度分析"作为医患关系重要的医疗

服务需方!患者的评价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此!本研究

从患者视角来对医患关系进行评价!采用修正的医患关系评价

量表#

@

?T$<%TBURXTR==<A?T$R%:;$

@d

M<:T$R%%?$=<

!

)/De

$与自编

患者个人情况调查表!分析调查深圳市某医院医患关系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为医院及相关机构提供合理化建议!从而改善医

患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
'"!H

年
-a5

月深圳市光明新区某医院

就诊患者开展实地问卷调查"具体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

#在读硕士研究生$组织开展!每位调查员均采用统一指导语!

利用就诊号随机抽样选择
!

周内住院部%门诊输液室等区域神

志清楚的患者!在其知情同意的条件下!由患者自行填写完成

问卷#

!'

岁以下的患者!由其家属填写$"正式调查共发放问

卷
H""

份!回收
33"

份!其中剔除未完成或不合格问卷#如所有

选择都是同一个选项$

26

份!有效问卷共计
3"-

份!有效率为

7'1'4

"按照
>DPQF̂P

)

!"

*

#

!7-"

年$对于有关样本量规模的

推算!

!""

万人总体的样本量为
652

人!因此本研究样本量
3"-

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调查分布情况为!男
!6!

人#

'3154

$!女
6-H

人#

-21'4

$(

"

'2

岁
!!"

人#

'!1-4

$!

#

'2

!$

63

岁
'56

人#

33154

$!

%

63

岁
!!2

人#

''134

$(初中及以下
!-!

人#

661-4

$!高中'中专'

职高
!-5

人#

631!4

$!大专'本科及以上
!35

人#

6!1'4

$(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6

人#

''164

$!私有企

业
!26

人#

'51'4

$!其他单位
'3!

人#

27134

$(接受门诊服务

6-H

人#

-21'4

$!住院
!6!

人#

'3154

$(选择非常信任该医院

的有
!"5

人#

'!164

$!比较信任
'-'

人#

361H4

$!一般
!'6

人

#

'2164

$!不太信任
2

人#

"154

$"

!1"

!

方法

!1"1!

!

测量工具
!

本研究参考杨慧等)

!!

*翻译的
)/DeB!3

中

文译本!并结合其他研究实践)

!'B!-

*

!对原有
)/DeB!3

量表进

行了修订!设计出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评价量表"该量表由

.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医生的平易近人性/

'

个维度组成"

每个条目均采用李克特
3

点尺度计分!

3I

相当同意%

2I

同意%

6I

不清楚%

'I

不同意%

!I

相当不同意"最后总分转化为
3

分

制!大于
2

分表示医患关系和谐!分数越高医患关系越好!见表

!

%

'

"

表
!

!!

患者对医生满意度维度条目

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

医生了解患者病情#条目
!

$

患者信任医生#条目
'

$

医生认真帮助患者#条目
6

$

患者与医生顺畅交流#条目
2

$

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满意#条目
3

$

医生的治疗使患者感觉更好#条目
!'

$

表
'

!!

医生的平易近人维度条目

医生的平易近人性

医生及时发现患者处理疾病问题上的困难#条目
H

$

医生乐意帮助患者#条目
-

$

医生对患者不匆忙应付#条目
5

$

患者得益于医生治疗#条目
7

$

医生和患者对病情认识一致#条目
!"

$

医生平易近人#条目
!!

$

医生使患者对健康有新认识#条目
!6

$

!1"1"

!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

利用
F=R%W?X;f:

*

系数来反映量

表及其维度的内部一致性!分别对量表整体%.患者对医生的满

意度/维度%.医生的平易近人性/维度进行了可靠性分析!得出

*

值均大于
"15

!说明本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见表
6

"

!!

本量表各条目的设计与开发!参考了比较成熟的提问方

式!并在预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改和完善!因此具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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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内容效度"此外!本量表的结构效度使用了因子分析的

>C(

测度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量表取样足够度的

>C(

度量值为
"1725

!且
*?=TA<TT

球形检验
$

$

"1""!

!说明适

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因子
!

在条目
!

!

3

及

条目
!'

上的载荷较大!主要反映了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因子

'

在条目
H

!

!!

及
!6

上的载荷较大!是.医生的平易近人性/

维度"并且所有条目旋转后的因子荷载均大于
"13

!

'

个因子

累计解释量表
H!4

的方差变异!说明条目与因子具有较强的

相关性!其对共同因子的贡献率也较高!说明该量表具有很高

的结构效度!见表
2

"

表
6

!!

量表可靠性统计资料

医患关系 维度条目数
F=R%W?X;f:

*

$

问卷整体
!6 "17'7 "1"""

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
H "15-H "1"65

医生的平易近人性
- "15-H "1"""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8"

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和方差分析(采用

多因素非条件
OR

]

$:T$X

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相关影响因素(以

$

$

"1"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评价情况
!

医患关系总体评价得分

为
21"6

分!.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维度的均值为
21"5

分!.医

生的平易近人性/维度的均值为
6175

分"比较各个条目得分

情况!条目
'

!

2

得分最高!为
21!"

分(条目
H

得分最低!为

6152

分!见表
2

"

表
2

!!

条目因子载荷及患者视角的医患关系评价情况

题项 因子 评价得分#

!8"

!分$

条目
! "1-27 21"-8"1H3

条目
' "1-7' 21!"8"1H'

条目
6 "1H52 21!"8"1H-

条目
2 "1-!" 21!"8"1H-

条目
3 "1H-5 21"H8"1HH

条目
H "13'- 61528"1--

条目
- "135H 21"H8"1H3

条目
5 "1H'- 61768"15!

条目
7 "1H77 617-8"1HH

条目
!" "1H"2 617!8"1-'

条目
!! "1H7" 21"H8"1-2

条目
!' "1-5H 21"-8"1-"

条目
!6 "15!H 21"78"1-"

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
21"58"1"'

医生的平易近人性
61758"1!'

医患关系总体评价
21"68"1!"

"1"

!

不同患者医患关系评价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

除服务类型

#住院'门诊$%医院信任状况外!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

作单位患者之间的医患关系总体评价及其各维度得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1"3

$"

关于患者视角医患关系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研究假设

医患关系评价总分大于或等于
21"6

#医患关系总体评价均分$

为医患关系好!小于
21"6

分为医患关系欠佳"以患者视角医

患关系评价#好
I!

!不好
I'

$为因变量!以性别#男
I"

!女
I

!

$%年龄#

"

'2

岁
I!

!

#

'2

!$

63

岁
I'

!

%

63

岁
I6

$%文化程

度#初中及以下
I!

!高中'中专'职高
I'

!大专以上
I6

$%工作

单位#政府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I!

!私人企业
I'

!其他
I6

$%服

务类型#门诊
I"

!住院
I!

$%医院信任度#非常信任
I!

!比较信

任
I'

!一般
I6

!不太信任
I2

!很不信任
I3

$为自变量!其中性

别和服务类型进行哑变量转换!进行
OR

]

$:T$X

非条件多因素回

归分析"

医患关系评价状况的最终回归方程为&

OR

]

$T

#$

I"152g

服务类型
a!1!Hg

医院信任度!表明服务类型%医院信任是影

响医患关系评价的重要因素!见表
3

"

表
3

!!

患者视角医患关系评价
OR

]

$:T$X

回归分析

变量
* +1P1 J?AU $ SL

7344<

下限 上限

性别
"1'2 "1'2 !1"2! "16!- !1'5 "15" '1"2

年龄
"1"! "1!3 "1""5 "1767 !1"! "1-3 !16-

文化程度
a"1!3 "1!6 !16H- "1'2' "15H "1HH !1!!

工作单位
a"1'H "1!6 61-23 "1"36 "1-- "1H" !1""

服务类型
"152 "1'3 !!1H7H "1""" '16' !126 61-3

医院信任度
a!1!H "1!H 321777 "1""" "16! "1'6 "126

$

!

讨
!!

论

$1!

!

医患关系较为和谐但仍有提升空间
!

患者视角的医患关

系总体评价得分较高!说明医患关系较为和谐!但仍有小部分

患者对医患关系总体的评价得分较低!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医

患关系评价量表的条目中!条目
H

得分最低!为
6152

分!说明

医生的服务态度还未达到患者满意水平"这要求医疗机构和

医生需要改变观念!认识到患者可以分担决策和长期自我护理

的责任"在向患者及家属回答疑问时!避免使用书面语言!应

尽量使用口头语言!深入浅出告诉患者有关信息)

!5

*

"只有及

时解决患者关于疾病的各种问题!给予患者充分的信息资源!

使他们成为.聪明的患者/!医疗卫生服务才可能变得更好"

其中条目
5

%

7

%

!"

得分低于
2

分!这要求医务人员提高技

术能力与人文素养!充分尊重和维护患者的基本权利)

!7

*

"医

生除了解疾病和患者的发病过程外!对病情的分析要建立在患

者充分了解基础上!与患者在病情上达成共识!才能在治疗过

程中得到配合"在治疗过程中医生的敬业和投入会很大地影

响患者的感受!匆忙应付不仅影响到病情治疗!也会影响患者

对医生的印象!医生只有细致专注的治疗才能使患者安心"前

两者的进一步改善!才会在治疗效果上进一步提高!使患者有

更高的满意度"

$1"

!

以患者为中心!着力提升门诊患者满意度
!

OR

]

$:T$X

非

条件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患者的医患关系评价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门诊患者对.患者对医生的满意度/.医

生的平易近人性/两个维度的评价及医患关系总体的评价均低

于住院患者"住院患者比门诊患者满意度高!这与有关学者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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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医患关系的研究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是!住院患者较门

诊患者接触医生时间长!医患之间沟通的机会也较多!相互之

间熟络"同时!现如今医院窗口排队人数较多!等候时间长!这

也会使得门诊患者产生不满情绪"

作为医疗服务的消费者!患者一直处于信息缺乏的一方"

有研究表明)

'"

*

!患者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缺乏选择的机会和

信息的渠道!严重影响医患关系)

'"

*

"门诊服务中医护人员认

真倾听患者的病情!住院服务中医护人员解释问题态度好与患

者满意度呈正相关)

'!

*

"这要求医院注重医患沟通!能够认真

倾听患者的想法并进行耐心解释"患者对医患关系的评价很

大一部分会根据窗口的服务态度或者门诊的就诊环境而改变"

这就要求医院相关部门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对窗口人员的服

务和责任心进行培训!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同时!合理设置科

室!方便患者就医!改善门诊就诊环境!保持环境卫生!准备必

要的座椅和电视%健康知识宣传海报等"此外!院方应制订相

关的章程使门诊的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就诊流程更加优化!采

取电子化管理系统!实现全院联网及信息共享"同时!利用现

今发达的互联网媒体!通过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就诊信

息或提供在线预约挂号%问题咨询等服务"

$1$

!

提高患者医院的信任度
!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医院信任

度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医患关系问题的关键是信

任)

''

*

"医院信任度是对一个医院办医条件%医疗技术等多方

面的总体评价"医院信任度高的患者对医患关系的标准分也

越高!对医生的满意度及其平易近人性评价也会增加"因此!

提升患者对医院的信任有利于解决紧张的医患关系!而这离不

开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政府需要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积极改革医疗体制!

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改善医患之间矛盾"医院方要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加强医患沟通!以患者为中心并勇于承担责任!努力

重构医患信任"加强健康教育和就医选择指导!帮助患者多渠

道获得医院信息)

'6

*

"患者应该做一个有素质%不焦躁的合格

患者!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礼让他人"同时!患者要努力获取和

管理自己的诊疗信息!主动学习了解健康知识%监测自身健康

状况!更多地参与关于自身疾病诊治的活动!与医生建立伙伴

关系"这样才能够有效缓和信息不对称状况!从而减少医患纠

纷"相关媒体应当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积极传播正能量新闻!

承担医学科普和法律教育的责任"社会大众也应该保持初心%

冷静思考!不被媒体及不法分子捕风捉影的舆论所左右!并对

医生及医疗机构保持信任"

医患关系是医方和患方之间的关系!医患关系的改善离不

开双方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在对医

患关系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服务类型和医院信任度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因此医方需要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加强医务人员

的职业道德培训!帮助患者获得更多的医疗信息!重构医患信

任(患者应该加强医疗知识的学习!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理解和

信任医务人员"政府应当积极改革医疗卫生体制!规范相关法

律法规!充分发挥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监管能力"新闻媒体应当

积极正面报道社会热点问题!加大宣传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精

神!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民众也需要理智思考!对医务人员保

持基本的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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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学生对+课余科研实践,的认识与建议结果"

4

#

调查内容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对提高查阅文献能力
'51H 361H !-15

对科研过程了解
6716 3"1" !"1-

建议加强与导师沟通
-!12 !216 !216

建议将课余科研训练作为一门课程
631- 3"1" !216

建议将科研训练周期延长
a -31" '31"

表
'

!!

学生对+课余科研实践,效果评价结果"

4

#

调查内容 效果显著 效果一般 没有效果

提高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
3"1" 631- !216

提高科研兴趣与科研思维
-!12 '!12 -1'

提高查阅资料综合分析能力
631- 631- '51H

熟悉仪器设备使用方法
'51H '51H 2'15

熟悉科研技术与技能
'31" !-17 3-1!

了解科研课题实践过程
361H 631- !"1-

对科研实践的满意的满意度
3-1! 631- -1'

$

!

讨
!!

论

!!

临床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应用型学科!学生的参与

性是提高其科研能力的关键因素)

3

*

"但我国本科阶段医学教

育在医学课程学习和科研训练时间安排上的矛盾冲突普遍存

在!没有充足时间和充分机会接触科研是限制医学生能力发展

的重要原因"而美国医学生从入学即接受科研能力训练!不同

学习阶段又安排对应专业课程!甚至可以延期
!

年毕业进行全

程科研训练"这样坚持遵循科研工作的基本规律以确保训练

效果)

H

*

"通过本项目实施可以发现!医学本科生对科研热情较

为高涨!许多学生甚至愿意牺牲课余时间进行相关方面的学

习"因此希望在课程设置上应考虑加强相关科研能力训练课

程和项目建设"

导师制是研究生阶段教师和学生之间最为普遍的一种.导

学关系/!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相互了解!做到因材施教)

-

*

"但在

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导师制作用发挥并不理想!考虑到导师还

有自己的研究生需要培养!以及需要兼顾临床工作!可能并没

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来指导学生"但课题组通过实践发现同行

导师即高年级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具有很好的实际指

导意义!可以担任具体学生教学工作"纽约大学西奈山医学院

的一项调查研究同样发现!同行导师的指导更受医学生

欢迎)

5

*

"

本项目的实施具有一定探索性质!在最后科研训练成果验

收方面比较松散"若真正开设医学本科生的科研训练课程!需

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及其规章制度来保证教学质量"科研

训练的最终成果一般以项目报告%学术论著%综述或大会交流

的形式呈现"哈佛大学医学院分别设立了医学学术办公室和

医学学术理事会来对参与短期科研实践的医学生提供帮助"

这些机构的设立!即有利于医学生科研训练的规范化!同时也

保证了科研成果的质量)

7

*

"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接受训

练的学生反馈良好!同时发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设置

本科生科研培训课程!实行同行导师制以及设立专门的科研质

量评价机构等事宜可在进一步教学改革实践中探索%总结!以

不断提高我国医学本科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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