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9期 2021 年

兰州市居民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认知和态度的现状调查

陈 艳 刘仲彪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目的：对兰州市社区居民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具体的认知情况、态度现状展开调查，并分析主要影响因素为推

广应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提供借鉴。方法：选取 2019 年 10 月至 2020年 6 月期间，抽取兰州市 10 个社区共计 461 名居民展

开本次调查工作，对问卷调查结果运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于社区居民的预立照护计划认知及态度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

结果：发现兰州市居民对于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认知、态度总得分分别是 0~5、15~62。经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对兰州市

居民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认知及态度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年龄、文化程度、存在医院照护亲友的经历、存在亲友接

受生命维持治疗的经历。结论：兰州市居民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认知上依然水平不高，但在态度上比较积极。有在医院照

护亲友及接受生命维持治疗经历的高领社会居民，拥有对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积极态度。医护人员需要协作有关团体来促进

普及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可以达到较高的接受度，也能够为不同类型群体提供更加针对性服务，进一步在兰州市推广预立医

疗照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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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作为对任何健康程度、年龄

段成年人，可以分享生活目标、人生三观以及未来医疗照护

具体偏好的过程，主要是为了能够进一步帮助不具备决策能

力个体，获得一致于自身价值观、目标偏好的照护方式，这

样可以对临终者生命质量有效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缓

解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的身心负担，达到以患者及其家庭为

中心的医疗健康管理模式[1-2]。美国医学研究所对 ACP 展开研

究，认为社区居民作为实施推广 ACP的关键目标，但是在我

国现有相关研究中，在 ACP领域更多侧重于慢性病、终末期

癌症等[3]。所以本研究以兰州市的居民为例，展开对 ACP认

知及态度的现状调研，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 2019年 10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抽取兰州市 10

个社区共计 461名居民展开本次调查工作，所有纳入本研究

的调查者均符合社区内常住人口，年龄均在 18岁以上，包

括男 221例，女 240例，神志清晰能够对本次调查问卷独立

阅读填写，不具备语言沟通障碍。排除功能性疾病、精神类

疾病。

1.2 方法

本次调查选用以往文献 ACP调查问卷，展开对兰州市 10

个社区居民的人口资料、健康信息情况、ACP 认知情况、ACP

参与态度情况。对本次调查工作人员在调查前期进行培训

后，保证调查人员能够掌握专业概念及术语，进行现场问卷

调查。通过入户方法面对面沟通调查者，统一解释调查问卷

中的专业术语，现场发放回收，共计发放 461 份调查问卷，

回收有效问卷 461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 100%。

1.3统计学方法

对于本次调查数据录入 EpiData 3.1软件中，完成对相关

数据的逻辑校验，构建数据库运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

本次校验后统计数据。计量资料表示（ sx  ），组间 t 检验；

计数资料%表示，组间 X2检验。对调查结果行单因素分析对

于居民 ACP态度的年龄、性别影响程度，并经 Logistic回归

分析单因素统计学变量，以 P<0.05 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兰州市居民 ACP认知、态度现状

发现兰州市居民对于 ACP的认知是 0~5。在 461 名居民

中，仅有 36%（166/461）对 ACP概念知晓，对生前预嘱的

学术概念知晓仅有 15%（69/461），对临终决策概念有所了

解的仅有 8%（36/461），对医疗委托书的概念仅仅知晓的有

7%（32/461）。

调查发现兰州市居民对于 ACP的态度是 15~62 分，对于

社区及医院作为 ACP服务提供主体这一态度占比 83%

（381/460），认为 ACP 的开展十分必要这一态度占比 82%

（377/460），愿意将来可以参与 ACP 计划定制的占比 80%

（368/460）。

2.2单因素分析兰州市居民 ACP态度影响因素

通过对本次调查结果中兰州市居民ACP态度展开了单因

素分析，结果发现主要因素包括了年龄、文化程度、存在医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3卷第 9期 2021 年

院照护亲友的经历、存在亲友接受生命维持治疗的经历（见

表 1）。

表 1 居民 ACP态度单因素分析

指

标
项目 N(n=461) 支持

(n=240)
反对

(n=60)
统计

值
P值

性

别

男 221(48.04%) 103 27
0.302 0.588

女 240(52.06%) 137 33

年

龄

45 岁以内 333(72.23%) 147 36

371.95
1 <0.001

45-49 88(19.09%) 48 20

60-69 34(7.38%) 33 0

70-79 13(2.82%) 6 4

婚

姻

情

况

单身 183(39.71%) 63 12

2.833 0.249
已婚 249(54.01%) 159 45

离异 18(3.90%) 8 1

丧偶 11(2.39%) 10 2

文

化

程

度

小学及以

下
5(1.08%) 8 2

3.609 0.311
初中 15(3.25%) 77 15

高中 38(8.24%) 75 18

本科及以

上
397(86.12%) 80 25

健

康

自

评

非常好 60(20.00%) 45 13

4.436 0.354

较好 120(40.00%) 90 29

一般 109(36.33%) 87 18

不好 10(3.33%) 13 0

非常差 1(0.33%) 5 0

现

有

疾

病

糖尿病 28(6.07%) 7 5 3.088 0.081

心血管病 29(6.29%) 28 8 1.521 0.216

脑血管病 12(2.60%) 6 5 1.005 0.315

呼吸系统 27(5.86%) 4 0 1.005 0.315

恶性肿瘤 4(0.87%) 4 0 1.679 0.199

神经系统

疾病
32(6.94) 19 1 0.289 0.594

功能性疾

病
30(6.51) 16 3 1.778 0.186

其他 35(7.59%) 23 16

无 264(57.27%) 153 25

近

五

年

经

历

住院 51(17%) 42 9 0.003 0.982

参与治疗

决策
63(21%) 54 9 2.062 0.153

照护亲友

经历
162(54%) 138 24 5.973 0.017

亲友去世 141(47%) 108 33 0.029 0.869

亲友接受

在院维持

生命治疗

45(15%) 36 9 7.778 0.008

2.3兰州市居民 ACP态度 Logistic 回归分析

通过对以上单因素分析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作为自变

量，愿意参与未来 ACP制定的因变量，展开 Logistic回归分

析（见表 2）。

表 2 兰州市居民 ACP 态度 Logistic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标准

误
X2 P OR 95%CI

常量 -1.018 0.246 17.361 <0.001 0.363 /

年龄 0.452 0.185 6.044 0.015 1.574 1.097~2.253

在院照

护亲友
0.593 0.273 4.728 0.031 1.805 1.063~3.071

亲友生

命维持

治疗

1.306 0.544 5.798 0.017 3.689 1.274~10.688

3 讨论

通过本研究调查发现兰州市居民的ACP整体认知相对较

低，对于 ACP概念的知晓率不高，拥有较高的生前预嘱知晓

率，可能密切相关在兰州地区各社区推广生前预嘱活动，宣

传大众居民对于自身存在一定能力水平的个体，可以提前完

成预嘱制定，在推广生前预嘱时不存在受众界限，很大程度

对患者在信息接收中减轻了自身负担[4-6]。本调查结果还发现

兰州市居民对于 ACP的认知是 0~5，态度是 15~62 分，这一

结果和以往研究中对北京市、加拿大、上海市、郑州市等地

居民的 ACP认知有一定差距[7-8]，对此本文认为是兰州市和其

他地方的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文化背景与 ACP宣传推应用情

况密切相关。尽管目前兰州市已经逐渐在推广 ACP服务上不

断扩大具体范围，但是依然以临床作为集中点，调查结果也

表示并未在全社区居民群众中达到大面积覆盖。在 ACP服务

中着手对个体和代理决策者，深入探讨了临床治疗偏好，以

及生命价值观，可是在我国往往因为所受传统观念局限，无

法轻易开展临终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所以导致兰州市居民

对于 ACP的认知较差。在态度上调查发现居民们的身体自评

健康情况普遍较好，拥有比较客观的 ACP思考，能够有效缓

解老年群体及患者产生消极情感，也就加大了对 ACP的接受

态度。通过在社区群众中推广宣教 ACP服务，这种公共环境

下的探讨过程，有助于推进讨论死亡话题促进 ACP发展，所

以在未来社区 ACP推广应用中，有必要积极鼓励社区居民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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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沟通，医护人员也要积极参与患者及家属的未来治疗意愿

制定中，这样能够进一步为 ACP提供专业针对性指导。经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对兰州市居民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认

知及态度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了年龄、文化程度、存

在医院照护亲友的经历、存在亲友接受生命维持治疗的经

历。

综上所述，兰州市居民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认知上依然

水平不高，但在态度上积极度较高。接下来医护人员需要协

作有关团体来促进普及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可以达到较高的

接受度，也能够为不同类型群体提供更加针对性服务，进一

步在兰州地区推广预立医疗照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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