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理论与方法·

定性研究方法在吸烟调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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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对人群中烟草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采用问卷

调查方法进行，这类研究能够证实吸烟有害健康，也

能提出一些健康教育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用性

需要在人群中验证。众所周知，再好的健康教育措

施，不能被广大群众接受，也是徒劳无功的。干预对

象能否接受这些措施，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态度、信念

和动机。只有那些能够针对他们态度、信念及动机

的健康教育策略和措施，才能行之有效。然而，人的

态度、信念、动机难以量化，因此需要有新的研究方

法进行测量。定性研究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应

用较普遍，能够获得人们想法、感受等方面较深层反

应的信息［)］，可以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研究方法在

健康教育领域得到应用。

定性研究的特点是可以分析研究人群的信仰、

风俗习惯以及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信念和行为习惯

等，但其结果只适用于研究人群，而不能推论到其他

人群［*］。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以下特点：研究的重点

不是获得事物的数量指标，而是阐述事物的内在特

点及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研究是在少数人群中进

行的，其样本量很小，一般用非概率抽样方法选取研

究对象。收集资料的手段往往较灵活，没有固定的

模式，它要求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有深入的接触，强调

在一种轻松自然的环境中收集资料，了解人们在普

通状况下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对收集的资料进行

总结时，一般采用分类的方法而很少应用概率统计

分析。

目前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个人深入访谈

和专题小组讨论两种，均属于访谈法的范畴，其研究

策略是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建立一种友善和良好

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进行语言交流来收集深入

细致的信息。

个人深入访谈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面对面的交

谈，深入了解被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包括他们的价

值 观、对事物的看法、情感感受和行为特征等。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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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对事物进行解释的空间，

可以了解受访者的心理活动和思想观念，能够深入

了解行为发生的背景和影响行为的广泛决定因素，

有更多机会分享应答者的观点及他们在更广泛问题

上的信念、经历和语言词汇，通常用于研究个人隐私

或敏感性问题。

专题小组讨论的基本形式是将讨论参加者分成

若干个专题小组，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就所研究或调

查的问题广泛、深入、自由地交换意见和观点，研究

者依此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专题小组讨论一方

面要求讨论的内容集中在较狭窄的范围内，以便讨

论能够深入进行；另一方面又要使参与讨论的人员

具有相同背景和共同兴趣，以便讨论能够顺利进行。

由于专题小组讨论在深入了解调查对象的信念、态

度、信仰、行为、处事等方面能获得满意的效果，因

此，它可用于探讨社会、文化、心理、行为等因素与疾

病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因素对疾病防治措

施的影响。它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获取调查

群体对某事物的态度或评论、进行快速需求评估、帮

助确定研究设计并形成研究假设、解释定量研究结

果以及评估项目开展情况。

个人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对调查员均有较

高的要求。调查员需要具有高度熟练的技巧并受过

专门的培训，同时必须清楚地了解研究目的，并成为

研究小组的一员而不只是机械的资料收集者。另一

方面，对于含有大量信息的资料进行解释也需要有

丰富的经验和高水平的技巧。

在进行个人深入访谈时，由于对每一名应答者

的访谈都会产生大量信息，而记录和分析的方法非

常耗时，因此，样本规模通常较小，典型地应答者人

数在)+"@+名之间，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对结

果的代表性产生质疑。而专题小组访谈节省时间和

费用，在较短的时间内可以获得较丰富的信息，另

外，这种方法在分组时需遵循同质性的原则，而且从

理论上讲，讨论可以一直持续直至在同一类型的小

组成员中未再发现新观点为止，因而这种方法比个

人深入访谈更占优势，且结果更令人信服。但是，专

题小组讨论也有它的缺点，比如它不适用于敏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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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研究。此外，由于在一个群体里，总是有人比较

喜欢抛头露面、夸夸其谈，而另一些人比较含蓄、害

羞，致使资料的收集可能会带有偏性。

由上述个人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之间的比

较可以发现，如采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吸烟调查更

适宜运用专题小组讨论方法。接下来，就以一项吸

烟相关研究的预调查来说明专题小组讨论的执行步

骤和应用价值。运用专题小组讨论的方法进行研究

大致要经历如下六个步骤。

首先，确立研究目的。研究目的通常由全体参

与研究的人员讨论决定。本次预调查的目的通过了

解妇女和青少年对待吸烟的态度，探讨吸烟干预活

动的策略。

第二步，制订访谈提纲。编写讨论提纲应注意

以下几个原则，问题一般应该按由浅到深的逻辑顺

序排列，为了保证良好的讨论效果，问题以!!"#个

比较合适，讨论时间以"!"$%&为宜。本次吸烟定

性研究共讨论制定了"’个问题，内容涉及研究对象

的家庭成员吸烟及戒烟状况、本人对待吸烟的态度

以及对吸烟健康教育或活动的建议等方面。

第三步，选取调查对象。前已提及这种方法在

分组时需遵循同质性的原则，即尽可能使小组成员

之间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生活背景等相似。

从理论上讲，讨论可以一直持续进行直至在同一类

型的小组成员中未再发现新观点为止，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内容、对象特

征、时间、人力和财力等综合分析而定。通常同一类

别的组数为#!(组，每组由(!"#人组成。具体的抽

样方法多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中的目的性抽样、方

便抽样或综合抽样方法。在本次预调查中，按照研

究对象同质性原则，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北京某

医学院校本科生")人组成青年组，年龄"!!##岁，

男女比例为"*"，另外选取该校女教师"#人组成妇

女组，年龄!#+岁，已婚与未婚比例为"*"。由于本

研究是预调查，每一类型的小组只进行了一个组。

第四步，实施访谈活动。专题小组访谈设在方

便、安静、舒适的场所进行，研究人员与被访者围绕

一圆桌就坐，同时准备录音设备、文具和纪念品。研

究人员共+人，分别担任主持人、记录员和观察员。

讨论开始前，由主持人致欢迎词，解释讨论的目的、

意义及参与的重要性，讲明讨论方式及要求，解释录

音的必要性及强调保密性以消除研究对象的紧张及

顾虑。然后讨论正式开始，主持人按照事先拟定的

提纲指导各小组进行讨论，讨论中运用探索、提醒、

复述等询问技术，以便收集被访者明确、全面的观点

和意见。讨论结束时，主持人请每一位参加者简单

总结自己的看法，或补充自己想说而没有机会说的

话。最后，主持人再一次强调保密性原则，并对调查

对象的参与表示感谢，同时分发纪念品。在整个讨

论期间，记录员负责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和笔录，观

察员负责记录访谈对象的形体语言及现场气氛。

第五步，资料分析。收集所有的资料（提纲、手

稿、录音带）并仔细阅读；对资料进行总结和分析，概

括主要观点及其原因；根据提纲设计的问题及讨论

信息，阐述观点，归纳结果。

最后是归纳研究结果并进行讨论。专题小组讨

论的结果在汇报时除分类总结主要及次要观点外，

还可适当引用访谈对象的原话，如“屡戒屡败”可反

映吸烟者戒烟的失败情况。同时，还应注意像“抽根

烟解心宽，解谗解懒解腰酸”的俗语，这往往能反映

吸烟者的嗜好和借口。在结果归纳和讨论时，同样

可以引用访谈对象的原话，例如归纳吸烟干预活动

策略时，可引用“从健康的角度讲解危害比强制更

好”、“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教育方式”、“教育应直观易

于接受”等原话。

上述预调查虽没能对吸烟干预活动的策略作出

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定性研究方

法在吸烟调查时应用是可行的，尤其是在想了解研

究对象与吸烟相关的态度、信念及动机时更为适用。

在不同特征的吸烟者及非吸烟者中，选取更广泛的

话题进行专题小组讨论，可为制订切实有效的吸烟

干预策略提供更多的依据。

当然，定性研究不能作为吸烟调查的主要手段，

定量研究的优点是定性研究无法代替的。例如，采

用不记名的调查表时被调查者会坦言一些；内向的

人用调查表调查更合适；且定性研究不能获得吸烟

率等定量指标。目前，定性方式在国外采用较多，而

国内对此方法应用较少，因此我们建议当需要了解

与吸烟相关的态度、信念和动机等深层次信息时可

以酌情使用定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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