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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方法研究报告标准GRAMMS解读及对护理研究的启示

卢津津1,王雅雯1,孙淑婷1,吴理好2,许虹波1

Interpretation
 

of
 

the
 

Good
 

Reporting
 

of
 

A
 

Mixed
 

Methods
 

Study
 

checklist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nursing
 

research Lu
 

Jinjin,
 

Wang
 

Yawen,
 

Sun
 

Shuting,
 

Wu
 

Lihao,
 

Xu
 

Hongbo
摘要:

 

介绍混合研究报告标准GRAMMS,指出我国护理研究中混合方法研究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为护理人员

提高混合方法研究报告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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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方法研究是指在一项研究或研究方案中同

时使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分析资料,整合

研究发现并得出推论的研究范式[1]。混合方法研究

可综合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弥补单一研究方法的局

限性,从而更全面、更深入理解研究问题。近年来在

我国护理研究领域使用日益增多,但有不少研究在报

告质量方面仍存在不足。O'Cathain等[2]为提高混合

方法研究报告质量和透明度,提出了混合方法研究的

报告 标 准 (Good
 

Reporting
 

of
 

A
 

Mixed
 

Methods
 

Study,GRAMMS)。目前,GRAMMS在国外混合方

法研究中已得到广泛使用[3-5],并被美国《科学引文索

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期刊列为作者投稿

混合方法研究的报告指南[6],也是提高卫生研究质量

和透明度协作网(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
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EQUATOR)的混合方

法研究推荐指南之一[7]。本研究通过介绍该报告标

准,并在系统检索的基础上,分析和反思我国护理研

究中混合方法研究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国内护理

人员提高报告质量提供参考。
1 GRAMMS制定方法

GRAMMS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O'Cathain
及其同事于2008年提出[2]。他们首先通过系统检索

确定了1994~2004年由英国卫生部资助的118项混

合方法研究,并获得其中75项研究的研究计划和最

终研究报告,然后由1名研究者使用质量评估数据提

取表对这些研究计划和研究报告进行质量评估与数

据提取,之后对提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最终在研究结

果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制定 GRAMMS。其中,质
量评估数据提取表是根据文献回顾健康、社会学、教
育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混合研究制定,内容包括评估研

究计划是否成功实施、混合方法设计、单独定性和定

量研究部分、方法间的整合以及从混合研究中得到的

推论。
2 GRAMMS内容介绍

GRAMMS共包括6个条目,分述如下。
2.1 描述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解决研究问题的理由 
研究者应首先考虑研究问题是否适合采用混合方法

研究,明确说明为什么要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结合使用两种研究方法对解决研究问题有什么帮助。
可从以下3个方面[8]进行考虑:①混合方法研究可同

时解决定性及定量方法的一系列验证性和探索性问

题。如果研究问题过于复杂,单独的定量或定性数据

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此时可以考虑使用混合方法研

究。如1项烟草相关癌症患者心理健康的研究,研究

者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原因是第二阶段的定性数据

可以进一步解释前一阶段意想不到的定量结果,从而

获得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结果[9]。②混合方法研究

可提供更有力的推论。混合方法研究得到的定量结

果和定性结果可互相佐证,从而使推论更具信服力,
有利于研究者推广已有的研究发现。如1项减钠计

划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者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进行过

程性评价,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更全面理解

干预措施的实施程度和有效性,有利于证据实践的推

广[10]。③混合方法研究可提供多视角的观点。混合

方法研究中定量和定性研究结果可能出现矛盾而得

出不同的推论,这往往反映了研究对象不同的声音和

观点,可能会促进研究者对所研究现象的理解,甚至

驱使研究者发展尚无法解释所研究现象的现有理论。
如在1项关于青少年如何获得香烟的混合方法研究

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参与者分享了获得香烟的不同经

历与看法,研究者通过整合定量与定性研究结果支持

并丰富了先前的程序理论[11]。
2.2 从方法的目的、优先程度和顺序方面来描述研

究设计 研究者应明确报告研究设计类型,分析研究

过程中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目的、地位以及顺序。
目前混合研究主要有3种核心设计[12],即解释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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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设计(Explanatory
 

Sequential
 

Design)、探索性序列

设计(Exploratory
 

Sequential
 

Design)、聚敛式设计

(Convergent
 

Design)。解释性序列设计是先进行量

性研究,然后根据量性研究结果设计质性研究,通过

质性研究数据深入解释量性研究结果。与解释性序

列设计相反,探索性序列设计首先通过质性研究探索

问题,然后基于质性研究结果设计量性研究。聚敛式

设计则是同时收集和分析质性、量性研究数据,最后

比较两种研究结果以获得对研究问题更完整的理解,
或者用两种数据互相验证以增加研究结果说服力。
如1项下肢静脉性溃疡复发与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和

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13],采用了聚敛式设计同时独

立进行队列研究和现象学研究,二者具有同等的优先

级和权重。研究者在不同测量时间点进行问卷调查,
探索下肢静脉性溃疡复发率与自我效能、社会支持和

生活质量的关系,并对新发下肢静脉性溃疡患者进行

半结构访谈,了解其生活经历和复发的原因。
2.3 描述每种方法的抽样策略、数据收集和分析 
研究者应详细报告混合方法研究中质性和量性研究

部分的抽样策略、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在抽样时,
研究者应考虑与质性研究和量性研究相关的典型抽

样策略,如质性研究中常使用的目的抽样还有具体抽

样策略(最大差异抽样、极端个案抽样、同质性抽样

等)。量性研究中抽样方法包括概率抽样(简单随机

抽样、分层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及非概率抽样(方便

抽样、自愿抽样)。同时,研究者还应考虑质性和量性

研究样本抽样的时序性和样本关系[12],样本关系主

要有4种选择方式:①相同样本,即两个样本完全相

同。②平行样本,即两个样本不同但来自同一群体。
③嵌套样本,即一个样本是另一个样本的子集。④多

级样本,即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同样本。此外,还要考

虑研究结论概括性、研究问题类型、质性资料和量性

资料的地位。如同样采用聚敛式设计开展混合方法

研究,由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者可能会做出不同

的样本选择策略。当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组织层次的

研究对象中获得对某个研究主题的信息时,可以选择

多级样本,也可以选择平行样本。与聚敛式设计不

同,解释性序列设计和探索性序列设计的定量与定性

研究两个阶段的样本相互关联,而非独立的,研究者

需要考虑如何在这两个阶段之间建立紧密联系。在

解释性序列设计研究中,研究者需要思考在定性研究

阶段将进一步解释什么样的定量结果,从而决定该阶

段的样本选择,通常建议选择嵌套样本,定性研究的

样本为定量研究样本的子集,以期能为定量结果的解

释提供更多细节。在探索性序列设计研究中,第二阶

段的定量研究是为了客观地将前一阶段的定性研究

结果进行测试、推广,研究者通常可使用平行样本或

嵌套样本,其中定量研究较定性研究需要较大样本

量。

2.4 描述哪里进行了整合、如何进行整合以及参与

整合人员 整合是混合方法研究的核心,研究者需详

细报告哪个环节进行了整合、如何整合以及参与整合

的人员。整合可发生在数据收集、分析及结果展示等

部分[14]。整合定性和定量数据主要有4种类型[15]。
①合并数据,将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结果放在一起进

行比较,通常用于聚敛式设计。如在1项关于终末期

肾病患者症状体验的混合方法研究中,研究者对单独

的定性和定量数据分析后,借助表格进行并排比较来

联合展现整合结果[16]。②解释数据,将定性数据用

于解释定量数据的结果,常用于解释性序列设计。③
构建数据,将定性数据结果用于构建定量研究,如开

发新的工具、发现新的变量或形成新的干预方案等,
通常用于探索性序列设计。④嵌套数据,将定性数据

嵌入定量数据中以支持定量数据,如将定性数据添加

到试验中,常用于干预设计。
2.5 描述与当前一种方法相关联的另一种方法的局

限性 研究者需要考虑混合方法研究中一种方法的

实施是否会对另一种方法带来限制,并描述其可能的

局限性。一种研究方法的实施对另一种方法的限制

大多是由样本选择策略或是数据收集顺序导致的,研
究者可在研究设计阶段便充分考虑,若难以避免,建
议在论文报告时如实描述其局限性。如在聚敛式设

计研究中,若定量和定性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同一样本

人群,研究者通常出于逻辑考虑,可能会先进行问卷

调查,再进行焦点小组访谈,或是相反,应考虑两种形

式之间可能会存在交互作用[12]。同样的问题还可能

存在序列设计研究中,如在1项关于医护人员和儿童

患者父母对预先医疗指示观点的解释性序列设计研

究中,研究者发现护士在质性访谈中表达关于焦虑管

理的观点可能受到他们在前一阶段问卷调查时对该

主题认知的影响[17]。同理,在探索性序列设计中若

研究对象先参加定性研究,后续再进行定量调查,同
样需要考虑可能的交互影响。此外,局限性还可能表

现为由于缺乏资源(如受研究经费、研究人员、研究周

期所限),其中一种方法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如1
项研究计划进行3轮德尔菲专家咨询,但由于时间关

系只进行了2轮[18]。
2.6 描述从混合或整合方法中获得的见解 定性和

定量研究结果可能有趋同,也可能有差异,因此需要

研究者寻找这些趋同与差异,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研

究结果,报告从混合方法研究中获得的见解,而不是

分别报告定性和定量研究结果而忽略两者间的相互

关系。
3 中文护理期刊中混合方法研究报告情况

以“混合研究”“混合方法”为检索词,在万方数据

库进行全字段检索,并限定期刊为护理期刊,限定发

表时间为2015年1月至2021年8月,根据摘要内容

排除综述性论文及非混合方法研究文献,最终共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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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篇原始研究文献[19-35]。根据GRAMMS进行分

析,发现报告总体尚存在不足。
3.1 采用混合方法理由阐述不足 17篇研究中,仅
5篇文献[19,22-23,28-29]对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原因进行

了详细描述。如胡安妮等[19]认为混合方法研究可在

患者治疗依从性研究中发挥独特优势,不仅可以定量

评估依从性情况,还可以通过访谈了解患者依从性差

异的原因。5篇文献[20-21,26,30-31]对其采用混合方法研

究的理由阐述不够充分。而另外7篇文献虽然对研

究问题的提出进行了陈述,但对采用混合方法研究的

理由缺乏阐述。
3.2 混合研究设计描述不详细 3篇文献[19-20,23]明

确指出了混合研究设计类型。胡安妮等[19]采用解释

性序列设计,并对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的研究顺

序及目的进行了描述。王辉等[20]虽然指出其研究设

计类型为解释性序列设计,并对研究顺序进行了简要

描述,却缺少对研究目的的详细描述。仅有喻伟霞

等[23]详细报告了研究设计的类型、目的、顺序、优先

程度,说明研究采用了一致性平行设计,即同时独立

进行质性和量性研究,2种方法同等地位,质性研究

目的是为探讨脑卒中患者患病过程的体验与需求,而
量性研究则是为了了解其支持性照护需求的程度和

满足情况。
3.3 少数研究对研究方法的抽样策略描述不详 绝

大多数文献对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抽样策略进行

了报告,2篇文献[24,35]对抽样策略的描述不详,没有

报告具体采用了哪种抽样策略。
3.4 混合研究缺乏整合 仅1篇研究[23]进行了整

合,研究者借助表格联合展示量性和质性研究结果,
通过比较和合并展示混合研究结果以共同探讨脑卒

中患者支持性照护需求。而其余研究仅分别描述量

性和质性研究结果,缺乏对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样则

背离了混合方法研究的主旨。也正是如此,多数研究

结论或由质性研究得出,或由量性研究得出,而缺少

整合后的思考。
3.5 方法局限性缺乏描述 17篇研究均未明确描

述混合方法研究中一种方法对另一种方法的局限性,
或是如何减少这种可能的局限性带来的影响。
3.6 结论的整合性不够 大多数研究通过结合定量

与定性研究结果得出结论,7篇文献[21-22,24,29,31,33,35]对

定量与定性研究结果的趋同或差异缺乏报告,因而得

出的研究结论整合性有待提高。
4 GRAMMS对我国护理研究的启示

由于护理研究的对象是人,研究对象不仅具有较

大的生物属性的个体差异,还具有心理、文化背景、社
会活动等社会属性的个体差异,因此护理研究常常需

要多学科交叉融合,如综合运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

学等知识。而混合方法研究可以弥补单一定量研究

或定性研究仅利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

综合两种研究方法的优势。目前,混合方法研究在护

理研究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近年来中文护理期刊中

关于混合方法研究也不断增加,但总体报告质量仍有

待提高,这可能与大多数研究者将混合方法研究简单

理解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相加。建议今后的混

合方法研究可参照GRAMMS进行论文撰写、报告,
明确详细报告混合研究设计类型并提高定量与定性

研究结果的整合性,并能通过分析研究结果间的趋同

与差异从而得出整合后的结论。需要注意的是,这并

不意味着研究者可使用该报告标准去修饰研究报告,
研究者应遵从学术规范如实报告研究。此外,建议研

究者在研究设计、实施阶段便能考虑到GRAMMS条

目内容,并通过阅读混合方法研究相关书籍或参加相

关培训课程,从而加深对混合研究方法的理解,提高

混合方法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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