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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张孔来　刘民

　　随着疾病谱的改变和现代医学模式

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的转变 ,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

也在相应地扩大。从急性病到慢性病 ,

传染病到非传染病 ,以及从疾病到健康。

流行病学已经应用到疾病防治的全过

程 ,即从防止疾病发生 、发展到疾病防治

和康复等方面 , 并且也应用到卫生服务

和卫生管理等领域。 特别是 80 年代艾

滋病的出现 , 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一些

与疾病发生 、发展和传播有关的社会因

素和社会行为。而这些社会因素和社会

行为又受到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环

境 、不同风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为了

获得有关人们在特定条件下心理 、行为

和情感以及事件发生的关系等方面的真

实 、可信的资料 , 国内外的很多学者在流

行病学研究中建立 、发展和使用了一些

定性研究方法 ,并在同一个项目中 , 使用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搜

集资料 ,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经验。 笔者

重点介绍在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中较常使

用的一些定性研究方法。

一 、定性研究的涵义与用途

定性研究是一种形成性研究。它提

供一种特殊的技术以获得人们想法 、感

受等方面的较深层反应的信息。它主要

用于了解目标人群有关态度 、信念 、动机

和行为等有关问题。定性研究与定量研

究相结合运用 ,可以得到人们对情感 、思

想方面的感受信息 , 并对定量研究的结

果进行补充 , 在有些情况下还可以解决

定量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定性研究

是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 , 并可以帮助解

释定量研究的结果 ,主要回答事件“为什

么”会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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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①定性研究是产生新想法的工具。定性

研究可以通过对目标人群的观察和倾听

以获取第一手资料 , 给研究者提供产生

新想法的信息 。通过定性研究 , 研究者

可以了解自己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有关目

标人群的语言和行为范围 , 了解目标人

群在受到语言或非语言的刺激后产生的

想法和反应 , 为更好地交流提供信息。

②定性研究是定量研究的先前步骤。定

性研究可以探讨人们行为 、情感 、思想等

领域里的一系列问题 ,了解这些问题的

变化范围 , 为定量研究的问卷设计提供

必要的信息 , 同时也是进行定量研究前

的必要步骤。 ③定性研究可以帮助理解

和解释定量研究的结果。例如 , 可以帮

助了解非预期结果的原因。定性研究能

够补充定量研究的结果 , 使研究者对所

研究的问题有较为客观 、全面的解释 ,例

如可以帮助了解影响态度变化的因素。

④定性研究也是收集原始资料的一种方

法。它主要是以开放式的问题或访谈提

纲的形式来收集资料。所收集到的资料

较为全面 ,通过适当地整理 、处理可以客

观 、准确地反映被研究者的情感 、思想 、

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是一种较好的 ,有时

也是唯一可以应用的收集资料的方法。

二 、常用的定性研究技术

在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中 , 常常涉及

到一些敏感问题。对于敏感问题的测

量 ,尽管有些学者使用了一些定量的测

量技术 ,但是总是有其不足之处。而定

性研究在探讨人类的敏感问题方面有其

独到之处。例如在艾滋病的社会行为研

究中 ,性行为的研究是极其敏感和困难

的 ,但是艾滋病的传播又与人的性行为

密切相关 , 这就给艾滋病的行为干预带

来了困难。为了全面 、客观地理解特定

人群的性文化 、性行为模式 、HIV/AIDS

的知识 、传播和预防信念等方面的信息 ,

为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提供有用的信息

等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使用了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来

探讨该领域的有关问题。目前 , 在流行

病学研究中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

以下三种。

1. 参 与 观 察 (participant

observa tion):也称实地观察。 是指研究

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生活中 , 即生活在

研究对象的社区文化氛围之中 , 观察 、收

集和记录研究对象在社区中日常生活的

信息。参与式观察是由多种方法组合而

成 ,包括深入访谈 、行为观察 、网络分析

和非正式访谈等。研究者从社会系统的

角度揭示所要进行研究专题的影响因

素 ,观察记录这些因素与其他因素的相

互关系及意义。简言之 , 参与观察就是

将每天的谈话和每天的观察(非结构面

谈和非结构观察)记录下来 ,整理成为现

场工作笔记 , 以便分析使用。

参与观察主要是用一段文字或一个

故事来记录所研究的内容。这些内容主

要包括:研究现场发生了什么? 人们在

说什么 、做什么? 他们的行为怎样? 他

们怎么交流 , 交流什么? 他们使用什么

样的身体语言? 所观察的活动什么时候

发生 ,持续多长时间? 这些活动与其它

的活动有什么样的联系等等。研究者在

每一个观察地点追踪观察记录 , 在整个

研究中 ,这些记录将成为一份连续的记

录 ,对研究来说非常有意义。

例如在艾滋病行为研究领域中 , 参

与观察是指研究者在干预地点(指高危

险行为可能发生或可被激发的地点), 用

文字描述的形式记录目标人群每天的生

活和所发生的事件。它提供了目标人群

在特定的地点 、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所发

生的事件 , 能够较为准确地解释定量研

究中各指标的意义。

2.个 人 深 入 访 谈 (in -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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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是指一个访谈者与一个被访

者面对面的进行交谈。

个人深入访谈的应用范围并不是很

广泛 ,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 使用个人

访谈非常适合。如在调查的主题较复杂

或很敏感 , 或者因为被访者的居住地点

很分散以及由于 “ 伙伴压力” (peer

pressure)等情况下 , 使用个人访谈能更

为全面地了解所需的内容 , 在某些情况

下它是唯一可用的研究方法。

访谈的内容和过程都可以规范化。

研究者可以用一份事先拟好的访谈提纲

或写有开放性问题的问卷进行访谈。访

谈的问题最多不超过 5 到 6 个问题 , 应

在 20 min 左右能够完成。在访谈中可

以记录 ,也可以用录音机录音 , 但应事先

征得被访者的同意。 访谈结束后 , 将访

谈的内容整理出来。 在访谈过程中 , 可

能会出现一些与访谈者事先设想不一样

的情况 , 也可能出现由于受访谈者观察

能力限制 , 或者由于访谈者与被访者知

识文化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理解误差

等。这就要求访谈者具有较好的获取信

息的能力 ,较好的记忆力 、判断力以及应

变力。一次成功的个人深入访谈所获取

的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 , 是非常重要和

有意义的。

在艾滋病的社会行为研究中 , 经常

涉及到人们的性行为 、性偏好 、性心理等

诸多敏感问题 , 很多学者在项目的进行

过程中 ,经常使用个人深入访谈的方法 ,

对不同的目标人群进行研究 , 为进行有

效的预防干预提供重要信息。

3.专题小组讨论:是指为了了解有

关人们行为的信念 、态度以及经历等信

息 ,将一组人聚集在一起 , 就某一特定的

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它多在一个项目

开始以前或实施以后 , 用于收集基线调

查资料或者评价项目的进程和结果。

典型的专题小组讨论应由 5 ～ 7 人

参加 ,他们的年龄 、文化 、专业 、婚姻状况

应相似或基本相同 , 在同一组有男有女

则较为理想。讨论由一名受过训练的主

持人主持 ,有时可以有一位助手参加 ,帮

助记录讨论的内容以及负责录音。会场

最好安排环形座位 , 以便交流。理想的

讨论时间是 1～ 2 h。专题小组讨论主要

用于探索对项目有用的 , 但研究者并不

了解的经验 、情感和信念等方面的问题。

通过对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 使研究者了

解人们是否支持或反对 , 以及关心程度

等态度问题。专题小组讨论的参与者所

发表的意见并不仅仅代表个人的意见 ,

而是反映了与他们相似的一类人的观

点 、态度和行为。专题小组讨论所需进

行的次数一般按照不同的专题来确定。

当同一个专题的讨论不能发现新的线

索 ,或者不能再提供新的信息时 ,对同一

个专题的讨论将不再进行。

在艾滋病的行为研究中 , 如果要探

讨性行为 、避孕套等问题时 ,在不同的背

景下的目标人群中使用专题小组讨论 ,

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信息 , 而这些信息

恰恰是行为调查和行为干预中最为重要

的资料。很多学者在艾滋病的预防干预

研究项目中 , 多次使用专题小组讨论以

了解项目地区人们对艾滋病性病的知

识 ,及其传播 、性伴的情况以及避孕套的

使用等问题 , 为后来的 KABP(知识 、态

度 、信念和行为)调查结果的理解和解释

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三 、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

1.分析目的:与定量研究的资料分

析不同 ,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并不依赖

于量化和寻求统计学的联系。对于定性

研究的资料来说 , 研究者本人就是基本

的分析工具 , 他应该更关心收集到的资

料所产生的概念和解释。 在分析过程

中 ,研究者利用已有的经验和对研究目

标的理解 ,以求达到以下目的:

(1)界定概念:了解人们所处的状

态 ,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所具有的想

法;

(2)分类整理:按照有共同特征 、观

点和经验的人或状况进行分类;

(3)寻找联系:寻找与特别的状况或

人有关联的想法和经验;

(4)解释事件:在特定的环境下事件

为什么会发生;

(5)研究结论:资料的作用意义。

2.分析方法:定性研究的资料的分

析方法有多种 , 但所有的方法都必须具

备以下三个关键:

(1)方法必须是严格的和系统的。

原始的定性资料可能是广泛和不同类型

的 ,因此必须有对原始资料的整理 、归纳

的过程。应该系统地整理资料 , 以便使

相同的分析过程在每个部分都能够应

用。分析资料过程应被记录下来 , 以备

研究者思考以及分析方法可以被他人借

鉴。

(2)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原始资料

上。研究者最好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 ,

不要将原始资料变成编码或数字 , 这样

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和分析资料。

(3)分析是个动态的过程。结论不

能提前作出 , 只能在对资料的收集 、反映

和分析后得出。

3.结果表达:用图表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理解定性资料的结果。常用的有

流程图 、联网图 、鱼骨图 、分类图等 ,这些

图对于组织定性资料和解释研究发现非

常重要。下面是一个简明联网图表示独

立因素之间的决定性关系。

冷链失败※疫苗失效※免疫失败※传染

病※不信任预防接种

四 、定性研究的优缺点

1.优点:定性研究可以获得定量研

究得不到的信息;所需经费较少 ,花费的

时间相对来说也较短;研究方法较灵活 ,

研究设计可以随着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地

加以修改;所需的技术设备较简单。

2.缺点:定性研究的资料易产生观

察者或研究者偏倚;不恰当地使用定性

研究也可能会导致误差;有些定性研究

所得的资料用了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来

加以处理 , 也容易给结果的解释带来误

差。

(收稿日期:1999-11-09)

·7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0年 2月第 21卷第 1期　Chin J Epidemiol , February 2000 , Vol.21 , N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