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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的认知现状及态度,为完善医学教学体系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患者报告

结局了解和获得需求问卷、患者结局评估态度问卷对315名医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结果
 

调查对象中能正确选择患者报告结局的

定义195人(61.90%)、包含内容190人(60.32%)。对患者报告结局评估态度总分为84.13±0.40,条目均分3.82±0.01。是否

有实习经历和就读年级是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态度的影响因素(P<0.05,P<0.01)。结论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

有一定认识,愿意学习相关知识,但也存在一些负性态度。可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以促进其进入临床后准确应用患者报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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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medical
 

undergraduates'
 

knowledge
 

of
 

patient-reported
 

outcomes
 

(PRO).Methods
 

A
 

total
 

of
 

315
 

undergraduat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with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of
 

PRO
 

knowledge
 

and
 

needs,
 

and
 

the
 

Outcome
 

Measures
 

Questionnaire.Results
 

Among
 

the
 

respondents,
 

195(61.90%)
 

were
 

able
 

to
 

correctly
 

select
 

the
 

definition
 

of
 

PRO
 

and
 

190(60.32%)
 

were
 

able
 

to
 

correctly
 

select
 

the
 

contents
 

of
 

PRO.The
 

total
 

score
 

of
 

attitude
 

towards
 

PRO
 

was
 

84.13±0.40,
 

with
 

the
 

item-level
 

score
 

averaging
 

3.82±0.01.
 

Whether
 

the
 

students
 

had
 

internship
 

experience
 

and
 

the
 

college
 

year
 

they
 

were
 

in
 

were
 

signific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attitude
 

of
 

undergraduate
 

medical
 

students
 

towards
 

PRO
 

(P<0.05,P<0.01).Conclusion
 

Under-
graduate

 

medical
 

students
 

had
 

some
 

knowledge
 

of
 

PRO
 

and
 

were
 

willing
 

to
 

learn
 

related
 

knowledge,
 

although
 

some
 

did
 

held
 

nega-
tive

 

attitudes.Development
 

of
 

related
 

elective
 

course
 

may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precise
 

utilization
 

of
 

PRO
 

in
 

clinical
 

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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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 者 报 告 结 局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反映患者对疾病、治疗、护理和医疗保健服务的

个人主观感受,如不适症状、不良体验、不良情绪等,
这些主观感受往往无法由其他临床医护人员提供的

信息所取代[1]。患者报告结局的价值在于以患者自

我报告内容作为起点,融合患者声音、医务人员判断、
临床检查结果,更全面地了解并理解患者病情和疾病

体验[2-4]。目前,来自患者报告的健康结局信息已成

为医学大数据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日益受到研究者

和临床医务工作者的重视[5-6]。医学本科生是未来的

临床医务工作者,在其课程建设中体现科学与人文的

融合正日益受到关注,开展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

局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完善医学教育体制。因此,本
研究旨在分析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的认识现

状,为相关教学内容课程的开展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就读的二年级以上医学本科生(八年制为五年级以

下,医学生第一年接受通识教育)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全日制在校学生;②来自临床医学、护理

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其他专业(药学、法医等)4
个专业大类;③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因各种原

因休学学生。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①一般资料问卷:由研究者自行

编制,包括性别、年龄、就读年级、专业、海外学习经

历、临床见习经历、实习经历、是否接触使用过患者报

告结局。②对患者报告结局知识的了解和获得需求

问卷:由研究者自行编制,包括患者报告结局定义的

判断(是非题)、患者报告结局内容的判断(是非题)、
患者报告结局的了解程度(分为不了解、一些了解、大
体了解和完全了解)、希望了解的途径(多选题)、感兴

趣的患者报告结局内容(多选题)。调查前请5名专

家(医学院及护理学院熟悉该主题的教授2人,副教

授2人,高级讲师1人)对调查问卷进行内容效度

(CVI)评价,CVI为0.780。③对患者报告结局的态

度问卷:采用刘欢[7]汉化并检验的患者结局评估态度

问卷(Outcome
 

Measures
 

Questionnaire,OMQ),问
卷共22个条目,分别为负性态度(15个条目)、一般

态度(4个条目)和实践障碍(3个条目)。该问卷采用

6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为1~6
分,得分越高表示对患者报告结局评估态度越积极。
问卷整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907,验证性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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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显示拟合度较好。本研究5名专家评价效度CVI
为0.750。对50名医学本科生的预实验结果显示,问
卷Cronbach's

 

α系数总体为0.910、负性态度0.924、
一般态度0.890和实践障碍0.906。④开放性问题

“是否有关于患者报告结局的其他想法”。
1.2.2 调查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

调查和资料收集。由研究团队中的医学院学生会成

员联系各专业的班团干部,向班级微信联系群发放问

卷链接,说明研究目的、调查内容和填写注意事项,请
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自愿参加,独立填写。问卷

匿名填写,同一IP地址只能提交1次,答卷时间不少

于5
 

min,问卷链接1个月内有效。于2020年11月

至2021年2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315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行t检验和

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α=0.05。对开放性问题

进行归纳整理和内容分析。
2 结果

2.1 医学本科生的一般资料 共调查医学本科生

315人,男85人,女230人;年龄18~24(20.73±
0.27)岁。二年级107人,三年级103人,四年级79
人,五年级26人;临床医学专业93人,护理学专业

127人,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专业52人,其他(药学、
法医等)43人;有海外学习经历33人;有临床见习经

历110人,临床实习经历51人;曾接触使用过患者报

告结局68人。
2.2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知识的了解和获得需

求 能正确选择患者报告结局的定义195人(61.90%)、
包含内容190人(60.32%)。对患者报告结局概念完

全了解、大体了解、一些了解和不了解者分别为120
人(38.10%)、178人(56.51%)、12人(3.81%)和5
人(1.59%);希望能了解患者报告结局的主要途径,
其中阅读文献(130人,41.27%)、学术会议(108人,
34.29%)、师长/同学交流(105人,33.33%),95人

(30.16%)没有途径。对患者报告结局感兴趣的内容

中,患者报告结局背景及发展176人(55.87%),患者

报告结局测量工具使用225人(71.43%),患者报告

结局测量结果的解释与分析258人(81.90%),如何

在临床上应用患者报告结局进行决策判断269人
(85.40%)。
2.3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态度 对患者报告

结局评估态度总分为84.13±0.40,条目均分3.82±
0.01。其中,负性态度得分58.71±0.35,一般态度

13.77±0.10,实践障碍11.65±0.09。医学本科生患

者报告结局态度得分最高和最低的3个条目,见表1。
2.4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性别、年龄、专业、海外学习经历、见习经验、是
否接触使用过患者报告结局医学生患者报告结局态

度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统

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2。

表1 医学本科生患者报告结局态度得分

最高和最低的3个条目(n=315)
条

 

目 得分(x±s)
得分最高的3个条目

 患者结局测量的反馈信息将有助于患者更加积极参与 4.58±0.96
 到自己的治疗过程中

 提供患者结局测量的反馈,有助于医生与患者在治疗中 4.57±0.96
 更加合作

 我认为患者结局测量对我和患者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 4.52±0.99
得分最低的3个条目

 培养我向患者提供的病情进展反馈能力是有价值的 2.83±1.07
 提供患者报告测量的反馈信息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和实 2.51±0.97
 施治疗计划

 我看到了改变临床实践来支持使用患者自我评估测量 2.49±0.96
 的价值

表2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态度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人数 得分(x±s) F/t P
实习经历 2.177 0.030
 无 264 84.52±7.21
 有 51 82.14±6.82
年级 4.146 0.003
 二年级 107 86.00±7.63
 三年级 103 82.32±6.92
 四年级 79 83.53±7.14
 五年级 26 86.54±8.56

2.5 开放性问题回答 共有15人(4.76%)填写了

是否有关于患者报告结局的其他想法这一开放性问

题。有8人(2.54%)从多个角度谈到对患者报告结

局临床应用的建议,包括先进行试点应用、如何使患

者报告结局工具融入临床、临床专业人员的态度、特
殊人群(如儿童)如何进行自我报告、专业术语是否会

影响患者报告结局结果、地区间文化差异等;3人

(0.95%)表示问卷使其对患者报告结局产生兴趣,希
望能获得更多的知识;2人(0.63%)表示患者报告结

局与其所学专业(公共事业管理、法医)无任何关系;
另有2人(0.63%)表示患者报告结局在临床应用不

太可能,但没有给出原因或解释。
3 讨论

3.1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的了解现状 本

研究结果显示,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有一定

知晓,这可能与患者的声音在我国临床实践中逐渐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8-9],且本校医学本科生课程安

排中有较多的参与临床科研创新项目、临床志愿者

活动等早期接触临床的活动机会有关。但本研究也

显示,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具体内容的理解

不完全正确,提示需要通过不同的途径帮助其获得

患者报告结局相关知识。在调查中,医学本科生表

达了了解患者报告结局知识的浓厚兴趣,阅读文献、
学术会议、师长/同学交流被认为是主要的希望能了

解患者报告结局的途径,但亦有30.16%认为没有

可以获得相关知识的途径。“如何在临床上应用患

者报告结局进行决策判断”被认为是对患者报告结

局感兴趣的内容(85.40%)。在开放性问题中调查

对象亦表达了对学习患者报告结局的兴趣。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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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可初步尝试开设患者报告结局相关导论性课

程,通过聚焦“倾听患者声音”,初步介绍患者报告结

局的产生背景、研究方法、临床实践和行业工具开发

等内容,帮助医学生从多个视角了解这一健康服务

领域的关注热点,开拓学生的思路和眼界,融合医

学、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学和信息技术的相关知识,
以“倾听患者声音”为切入点综合提升其临床评判性

思维、医学人文精神和科研创新潜力。可咨询在患

者报告结局、患者参与、患者声音方面有一定建树的

医学院和临床专家的相关建议,并根据专家建议对

课程方案进行修订。
3.2 医学本科生对患者报告结局的态度现状 患者

报告结局对临床实践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同[10-12]。本

研究结果显示,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医学本科生

对患者报告结局的态度处于“稍微同意”和“稍微不同

意”之间。其中,得分最低的3个条目显示,医学本科

生对如何应用患者报告结局以及患者报告结局对临

床的价值的认识存在误区(均值<3分,属于“稍微不

同意”范畴)。本研究发现,实习经历和就读年级是其

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临床实习经历学生的态度得

分低于无实习经历的学生。同时,三、四年级学生得

分低于二年级学生。这可能是由于患者报告结局在

我国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迫切地需要尽快在临床

实践中落地[13],部分有临床经历的学生感受到了患

者报告结局在临床上应用所遇到的障碍。有研究者

指出,患者报告结局与临床实践结合过程中,面临诸

多的潜在困难,包括已融入临床实践是否会增加工作

量,导致工作时间不足,以及特殊患者的自我报告及

繁重的评估内容会影响评估质量等[14-16],这会影响医

护人员的积极性。提示不仅需要向医学本科生介绍

患者报告结局相关理论知识,更需向其展示如何在临

床中正确应用患者报告结局,如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如

何规范收集来自患者报告的数据(如症状、功能、生活

质量等),并加以科学分析和应用,让患者报告结局数

据真正为医学大数据服务。探索结合国外发展经验

的同时也应结合我国医疗环境特点以及不同患者特

点,以推动临床评估体系科学性与高效性相结合,使
得医患共同获益。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分析医学本科生对患者

报告结局的认识现状,结果显示其对患者报告结局有

一定认识,愿意学习相关知识,但也存在一些负性态

度,可依据调研结果开设相关选修课程,为提升医学

本科生患者报告结局的认识水平,促进其进入临床后

对患者报告结局的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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