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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护理类期刊中混合方法研究的报告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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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评价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护理类期刊中发表的混合方法研究论文,分析我国护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存在的问

题,以期提高混合方法报告质量。方法
 

计算机检索期刊官网、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搜索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收录的护理期刊

中发表的混合方法研究论文,检索时限为2018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由2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和提取资料后,采
用混合方法研究报告标准的6个条目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评价。结果

 

共纳入14篇文献。2篇文献符合5个条目,2篇文献符合4
个条目,1篇文献符合3个条目,5篇文献符合2个条目,4篇文献符合1个条目。混合方法研究报告整体质量一般。结论

 

我国护

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报告质量有待提高,建议参考混合方法研究报告标准提高报告规范性,同时加强混合方法研究的学习,提高

混合方法研究的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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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porting
 

quality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es
 

(MMR)
 

published
 

in
 

nursing
 

journals
 

of
 

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
 

(CSCD),
 

so
 

a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reports.Methods
 

Journal
 

offi-
cial

 

websites,
 

CNKI
 

and
 

Wanfang
 

Data
 

bases
 

were
 

systematically
 

searched
 

to
 

collect
 

the
 

reports
 

of
 

MMR
 

published
 

in
 

nursing
 

jour-
nals

 

included
 

in
 

CSCD
 

from
 

July
 

1,
 

2018
 

to
 

June
 

30,
 

2023.
 

Two
 

research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literature,
 

extracted
 

data
 

and
 

assessed
 

the
 

reporting
 

quality
 

using
 

the
 

6
 

items
 

from
 

the
 

Good
 

Reporting
 

of
 

A
 

Mixed
 

Methods
 

Study
 

(GRAMMS).Results
 

A
 

total
 

of
 

14
 

papers
 

were
 

included.2
 

articles
 

met
 

the
 

5
 

items
 

of
 

the
 

standard,
 

2
 

articles
 

met
 

the
 

4
 

items,
 

1
 

article
 

met
 

the
 

3
 

items,
 

5
 

arti-
cles

 

met
 

the
 

2
 

items,
 

and
 

4
 

articles
 

met
 

the
 

1
 

item.
 

The
 

overall
 

reporting
 

quality
 

was
 

not
 

satisfactory.Conclusion
 

The
 

reporting
 

quality
 

of
 

MMR
 

in
 

nursing
 

field
 

needs
 

to
 

be
 

improved.It
 

is
 

suggested
 

to
 

refer
 

to
 

GRAMMS
 

to
 

improve
 

the
 

normativity
 

of
 

the
 

re-
port,

 

and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MMR
 

to
 

improve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it.
Keywords:

 

mixed
 

methods
 

research; GRAMMS; nursing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study; re-
search

 

design; nursing
 

journal

作者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浙江
  

杭州,310053)
葛丹妮:女,硕士在读,学生,1269286634@qq.com
通信作者:周云仙,1193138211@qq.com
收稿:2023 10 26;修回:2024 01 02

  混 合 方 法 研 究 (Mixed
 

Methods
 

Research,
MMR)是指研究者收集质性和量性数据,将其整合、
分析,以解决研究问题的一种研究范式[1]。混合方法

研究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打破了质性和量性研究

两极分化的壁垒,促进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以
更加深入和全面地解决研究问题[2]。近年来,混合方

法研究在护理领域运用逐渐增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混合方法研究报告的发表聚焦于近5年,其质量

参差不齐[3]。由O'Cathain等[4]提出,卢津津等[3]进

行中文翻译解读的混合方法研究的报告标准(Good
 

Reporting
 

of
 

A
 

Mixed
 

Methods
 

Study,GRAMMS)
被广泛运用,成为混合方法研究报告质量评价的指

南。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CSCD)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

科学院共同开发,体现我国各领域的科研水平,具有

一定的影响力和代表性[5]。本研究通过搜集和整理

近5年CSCD护理类期刊中发表的混合方法研究论

文,分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提高混合方法研

究的质量,促进研究报告的规范性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发 表 于

CSCD护理学类中文期刊,即《中华护理杂志》《中华

护理教育》《护理学杂志》《中国护理管理》《军事护理》
《护理管理杂志》和《中华急危重症护理杂志》中的文

献;文章中作者明确指出采用混合方法研究。排除标

准:文章中提出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但实际采用单一

的研究方法;综述类、会议论文;介绍混合方法研究的

文献。

1.2 检索策略 因部分文献无法通过摘要、关键词

等检索到,为避免文献的漏筛,本研究采用以期刊为

中心的检索策略,在CSCD收录的7本护理学类中文

期刊官方网站、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混合方

法文献。检索方法:检索期刊官网文献目录及全文,
从中筛选出混合方法研究文献;期刊官网未提供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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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全文时,则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中检索。检索式

为:期刊名(精确)AND日期限定(2018年7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1.3 资料提取 资料提取的主要内容包括标题、作
者、发表时间、来源期刊、质性与量性研究方法。
1.4 评价标准 采用GRAMMS[4]对纳入的文献进

行质量评价。GRAMMS包含6个条目:①描述使用

混合方法解决研究问题的理由;②从方法的目的、优
先程度和顺序方面来描述研究设计;③描述每种方法

的抽样策略、数据收集和分析;④描述哪里进行了整

合、如何进行整合以及参与整合人员;⑤描述与当前

一种方法相关联的另一种方法的局限性;⑥描述从混

合或整合方法中获得的见解[3]。
1.5 质量控制 由2名经过混合方法研究培训的研

究者独立完成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并根据评价标准

进行质量评价。如遇分歧,双人协商,直至达成共识。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索到文献13
 

693篇,导入

End
 

Note文献管理软件进行去重和整理。去重后获

得文 献12
 

801篇,阅 读 标 题 和 摘 要 后 剔 除 文 献

12
 

439篇,阅读全文后剔除348篇,最终纳入14篇文

献[6-19]。
2.2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 纳入文献的来源包括

《护理学杂志》6篇,《军事护理》3篇,《中华护理杂志》
2篇,《中华护理教育》2篇,《护理管理杂志》1篇。其

中,8篇[6-13]采用横断面调查和现象学研究方法;4
篇[14-17]采用横断面调查和描述性质性研究;1篇[18]采

用随机对照试验和现象学研究方法;1篇[19]采用混合

图法将量性和质性研究相结合,先通过半结构式访谈

收集数据,再将质性结果进行层次聚类分析。
2.3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结果 

使用GRAMMS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结
果见表1。

表1 纳入文献的质量评价(n=14)

发表年份 作者 条目1 条目2 条目3 条目4 条目5 条目6

2023 陈靖娴等[14] Y Y Y Y Y P
2023 高君艳等[6] P P P Y N P
2022 吴亚琪等[7] P P Y Y N P
2022 王培影等[15] P P Y Y N P
2022 王苏醒等[8] P N P Y N P
2021 方艳等[9] Y N P Y N P
2021 陈蜀惠等[19] Y Y Y Y N Y
2020 邢年路等[16] Y Y P Y N Y
2020 王辉等[10] Y Y Y Y N P
2020 谭芳等[11] N P Y N N P
2020 陈瑜等[13] Y N Y N N P
2020 蒋维连等[12] Y P Y Y N P
2019 达珍等[17] Y P P Y N P
2018 于海容等[18] N P P Y N P

  注:Y=Yes,代表满足;P=Partial,代表部分满足;N=No,代表不满足。

2.3.1 缺乏对为何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详细阐述 
纳入的文献中,8篇报告[9-10,12-14,16-17,19]对混合方法研

究的理由进行充分的描述。如方艳等[9]采用混合方

法研究获得综合性的视角,通过量性研究调查新入职

护士的压力来源,同时通过质性访谈获取关于压力影

响因素的更多信息,进一步论证量性结果的可靠性。
而4篇报告[6-8,15]对于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描述不充

分,其余2篇[11,18]仅针对研究问题进行阐述,没有提

及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
2.3.2 缺乏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描述 仅有2
篇[10,14]指明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类型,如聚敛式设计

或解释性设计等。其余12篇[6-9,11-13,15-19]均提出采用

混合方法研究而未指明具体设计类型,其中2篇[16,19]

对 2 种 方 法 的 顺 序 进 行 了 清 晰 的 阐 述,7
篇[6-7,11-12,15,17-18]仅能从时间顺序上大致推断设计类

型,3篇[8-9,13]没有提到任何推断设计类型的信息。
2.3.3 缺乏对样本关系的报告 纳入的文献均对量

性和质性研究的抽样策略、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进行

了报告,但有6篇[6,8-9,16-18]未陈述质性和量性研究之

间的样本关系。
2.3.4 缺乏整合 纳入的文献中有12篇[6-10,12,14-19]

进行整合,其中2篇[16,19]采用数据转换的方式进行整

合,如陈蜀惠等[19]通过质性访谈汇总和分类居家安

宁疗护开展阻碍因素的相关信息,再对阻碍因素进行

评分,通过数据分析软件绘制成聚类图。其余10
篇[6-10,12,14-15,17-18]采用叙述整合方式,如王辉等[10]采用

叙述的方式在数据收集和讨论部分进行整合,根据量

性调查结果选定质性访谈人群,并且在讨论中比较两

种研究方法的结果。此外,2篇报告[11,13]分别从质性

和量性研究的结果中得出结论,未进行整合。
2.3.5 缺乏对量性和质性研究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描

述 13篇报告[6-13,15-19]未描述一种研究方法对另外一

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如先进行量性调查,其问卷条

目可能会干扰研究对象在后续访谈中叙述的真实性。
2.3.6 缺乏从质性和量性研究结果的对比中获得结

论 12篇[6-15,17-18]仅围绕质性和量性结果的部分相同

之处中获得结论,缺乏差异性的比较,混合方法研究

中获得的见解不全面。

3 讨论

3.1 我国护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本

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国内护理领域混合方法运用较

少,仍处于起步阶段,与既往文献报道[20]一致。分析

原因可能与混合方法研究的发展起步较慢,且引入我

国的时间较晚有关。混合方法孕育形成于20世纪末

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的长期争论中,直
至2013年国际混合方法研究协会(Mixed

 

Metho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MMIRA)的 成

立,混合方法研究才被确立为独立的研究范式[21]。
我国混合方法研究起步较晚,关于该领域的国内发展

史记录不详,且尚缺乏国内混合方法研究的计量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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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以“混合研究”“混合方法”为检索词在万方数据

库中针对护理期刊进行全文检索,2008年史莉等[22]

撰写的《临床护理人员继续教育认知及需求调查分

析》为第1篇护理领域使用“混合研究”一词的文献。
同时,纳入的文献中2018年和2019年发表各1篇,
2020年为5篇,2022年后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总体呈

上升趋势。混合方法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可能与该方

法在国内进行传播和研究学者学习机会增加有关。
2018年12月首届医学混合方法研究研讨会[23]在北

京举行,促进了混合方法研究在国内的推广和学者间

的交流学习,也促进了混合方法研究朝规范化的方向

发展。
3.2 我国护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报告应凸显研究类

型标识 本研究中57.1%(8/14)的报告可通过标题

识别混合方法,28.6%(4/14)的报告通过摘要和关键

词识别,14.3%(2/14)的报告需通过全文识别。部分

报告未能清晰地表示选择的研究方法,不能通过标题

和摘要快速识别混合方法,容易导致读者检索时遗

漏。仅有14.3%(2/14)的报告指明了混合方法的设

计类型,21.4%(3/14)的报告缺乏推断设计类型的信

息。混合方法研究的三大核心设计类型为聚敛式设

计、解释性序列设计和探索性序列设计。聚敛式设计

常常同时进行量性和质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主要用

于两种数据的比较。解释性序列设计先收集和分析

量性数据,质性数据是对量性结果进一步的解释。探

索性序列设计先收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再将质性结果

置于更大样本的量性研究中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
设计类型是混合方法研究的突出标志,可展示质性和

量性研究之间的顺序和联系,应在报告时指明。此

外,部分学者存在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意识,但对混

合方法研究专业术语的认识不足。相关研究也表明

国内早期报告常未指明混合方法研究这一概念,而以

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简单相加的形式出现[24]。未来

研究者应在标题和摘要中表明采用的研究方法,并在

文章中明确提出选用的混合方法设计类型。
3.3 我国护理领域研究者应明确混合方法研究的目

的 本研究中条目1的充分报告率为57.1%(8/14),
其中28.6%(4/14)的报告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阐

述不充分,7.1%(1/14)的报告未阐述混合方法研究

的理由。单一方法常常不能全面和深入地看待或解

决研究问题,而混合方法研究综合了质性和量性研究

的优势,达到了优势互补的效果。使用混合方法研究

的理由主要包括通过量性和质性数据相互比较和补

充以有力地回答研究问题,量性研究结果通过质性研

究得以解释或深化,基于质性研究结果制定的测评工

具通过量性研究得以推广和验证[25]。在混合方法的

理由阐述中应表明质性和量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如陈

婧娴等[14]阐述了量性研究受到问卷的限制,不能全

面揭示患者的需求和体验,而质性研究能弥补量性研

究的局限性。研究方法的选择最终都服务于研究问

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明确选择研究方法的目的和适宜

性是研究设计中的重要环节。然而混合方法研究也

存在耗时长、对科研条件和科研能力要求高等局限

性,并不适合于所有的研究。例如量性研究更适合探

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质性研究更适合揭示人们的

观点和内心情感体验。因此,在研究方法选择时应根

据研究问题选择适宜的研究方法,且在报告中应详细

说明选择研究方法的理由。
3.4 我国护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需提高整合水平 
本研究中85.7%(12/14)的报告进行了整合但大多

数整合不充分。整合问题是混合方法研究报告中的

突出问题,与既往文献[26]结论一致。混合方法研究

常被误解为一项研究中包含质性和量性研究,这种认

知的偏差将混合方法研究简单化。整合是有计划地

将质性和量性数据进行连接、合并并做出推论,能弱

化单一数据的局限性,发挥质性和量性数据的优势,
使质性和量性研究产生“增值”,是提高混合方法研究

质量的核心环节[27]。对于如何做好整合,先要回答

在哪里进行整合和如何整合这2个问题。混合方法

研究整合可发生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结果呈现与

分析等环节,整合的策略主要包括合并数据、连接数

据和嵌入数据,表现形式包括叙述、数据转换和联合

展示[28]。本研究发生整合的报告中有83.3%(10/
12)的报告采用叙述整合方式,其余16.7%(2/12)的
报告采用数据转换的整合方式,所有报告均未采用联

合展示的方式进行整合内容的报告。叙述是最常用

的整合形式,然而采用该方法整合不充分,不能将质

性和量性结果完全交织以得出研究结论。本研究中

采用叙述整合的报告中90.0%(9/10)的报告仅在讨

论中进行整合,其余10.0%(1/10)的报告在数据收

集和讨论部分均进行整合,但这些报告均未在结果中

进行整合。分析原因可能与混合方法研究引入我国

的时间短,研究学者对整合意识和方法的掌握程度不

足有关。联合展示通过图表的形式将质性和量性结

果同时展现,可以更清晰地比较两种数据,是混合方

法研究整合的一大趋势[29]。如 Taylor等[30]用联合

展示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将同一主题的质性和量性

资料放在表格的同一行中,使读者能迅速对比两种数

据。建议混合方法研究者提高对质性和量性研究关

联度的把握,在报告的各个阶段详尽描述整合过程,
同时采用更高效的整合形式。
3.5 我国护理领域应加强质性研究学习 本研究中

64.3%(9/14)的报告在质性研究中声称使用现象学

研究。现象学是分析现象的内在和外在成分,提取其

中的重要要素,分析要素之间和要素与周围环境之间

的关系的研究方法。精读文献后发现,不少研究者对

现象学存在误解,相关研究也表明套用现象学名称、
混淆现象学与描述性质性研究是质性研究中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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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1]。同时,也有部分报告虽然说明使用了混合

方法,但在质性研究中存在较多纰漏,如李慧等[32]提

出在质性研究中采用结构化的观察量表。这与质性

研究通常采用无结构或半结构式的方法收集资料不

符[33]。报告中质性研究部分存在明显错误的原因可

能与国内以量性研究为主,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学习

和应用较少有关[34]。建议研究者加强对质性研究相

关书籍、文献的阅读,参加相关培训,更好地开展质性

研究,为高质量的混合方法研究奠定基础。
3.6 我国护理领域混合方法研究应加强报告规范性

 本研究以GRAMMS为评价标准,14.3%(2/14)的
报告符合5个条目,14.3%(2/14)的报告符合4个条

目,7.1%(1/14)的报告符合3个条目,35.7%(5/14)
的报告符合2个条目,28.6%(4/14)的报告符合1个

条目,报告的总体质量一般。未来可参考GRAMMS
进行书写报告,以提高报告规范性。混合方法研究报

告中应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分析进行清楚、详尽的描

述。第一,应交代使用混合方法的理由,明确质性和

量性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及使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必要

性。第二,明确指出混合方法研究的设计类型,方便

读者明确质性和量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表明

质性和量性两部分研究的目的,阐述在混合方法研究

中两部分研究的关系处于平等地位或是突出一种研

究的重要性。第三,详细说明质性和量性研究数据收

集和分析细节,清晰地阐述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样本

关系,如独立的或是交互的。第四,在整合环节,应突

出整合发生的位置和方法。第五,一种方法对另外一

种方法的局限性常在报告中被忽略,而在先进行量性

研究再进行质性研究的解释性序列设计中,量性研究

问卷条目容易对后续质性访谈的效果产生干扰,应提

高研究学者对两种方法相互制约性分析的意识,以减

少研究偏倚,体现研究的严谨性。第六,本研究中

85.7%(12/14)的报告仅针对量性和质性研究结果得

出趋同的结论,未对两种方法结果的可能差异进行比

较。从混合中获得的见解未被充分描述。此外,研究

报告的总体质量一般可能与研究者对混合方法研究

的理解较肤浅有关,应提高混合方法研究设计的严谨

性和规范性,从根源上提高混合方法研究的质量。

4 结论
混合方法研究较单一的研究方法有显著的优势,

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混合方法研究的理由不充分、
设计类型未表明、整合不到位是护理领域研究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应加强混合方法研究报告的规范性。同

时,未来应推动混合方法研究在国内的发展,为研究

学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以提高其混合方法研究

水平。研究者应熟练掌握质性研究方法,加强整合能

力,发挥混合方法研究优势,以真正提高混合方法研

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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