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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国内关于临终关怀模式的文献, 揭示我国现有临终关怀模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方法]以/ 模式0为主题词, 检

索 1988 年 ) 2010 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以/ 临终0为主题词进行二次检索, 下载文献并汇总分析。[结果]共检索文献 211

篇,逐篇阅读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文献 26 篇。其中近 5 年发表文献 16 篇( 61. 5% ) , 项目基金课题文献 5 篇( 19. 2% ) ,广东地区文献

发表量居首位,论文最高引用频次为 21 次。[结论]我国对临终关怀模式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 构建科学的临终关怀模式以克服

现有模式的不足将有助于指导今后临终关怀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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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终关怀模式指在临终关怀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关于向
晚期病人及家属提供照护的标准形式和总体看法, 临终关怀模

式对临终关怀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 。国内学者在借鉴西

方临终关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尝试了多种适合我

国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的临终关怀模式。现对国内有关临终关

怀模式的文献进行汇总分析, 以期为构建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

临终关怀模式提供参考,进而促进临终关怀事业在我国的深入

发展。

1  资料与方法
1. 1  筛选文献  以/ 模式0为主题词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 CNKI) 1988 年 ) 2010 年的文献, 再以/ 临终0为主题词进行二
次检索。共检索文献 211 篇,逐篇阅读, 剔除与本主题不符的文

献,选出对临终关怀模式进行具体论述的文献 26 篇。

1. 2  收集文献信息  参考文献[ 2] ,自行编制资料收集记录表。

具体内容包括文献题名、作者单位、年度分布、发表期刊、文献引

用频次以及模式的具体内容、可行性分析等。将 26 篇文献通篇

阅读,运用资料记录表收集文献信息并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

2. 1. 1  年度分布  26 篇临终关怀模式文献, 其中 1988 年 )
2005年发表 10 篇( 38. 5% ) ,核心期刊收录的文献 4 篇; 2006 年

至今, 5 年内发表文献量为 16 篇( 61. 5% ) ,核心期刊收录的文

献 7 篇。见图 1。

图 1  有关临终关怀模式文献的年度分布图

2. 1. 2  地区分布  文献发表量最多的地区为广东省, 共 6 篇

( 23. 1% ) ,主要集中在 2006 年后。其次是上海市,共 3篇( 11. 5% )。

其他为: 安徽省、河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各 2篇 ,北京市、河南

省、湖北省、吉林省、辽宁省、天津市、浙江省、西藏自治区、广西

壮族自治区各 1篇。

2. 1. 3  科研基金资助分布  注明科研基金项目的文献共 5 篇

( 19. 2% ) , 其中近 3 年发表的文献共 4 篇( 15. 4% )。见表 1。

表 1  基金资助的文献情况

第一作者 论文题名     基金来源     年份

刘桂英 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护理模式 中加项目资助 2003年

刘瑛  我国姑息照护服务模式的理论探索 上海自然科学基金 2008年

尤吾兵 伦理视域下的我国本土化临终关怀模式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 2008年

刘丽萍 护理学院管理老年公寓的方法与优势 广西卫生厅科研课题 2009年

李淑华 本土化临终关怀的实施效果观察 浙江省金华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 2009年

2. 1. 4  引用频次  根据引用频次排序居前 5 位文献见表 2。

表 2  引用频次位居前 5位的文献

第一作者 论文题名      引用频次 年份

陈春燕 当前我国临终关怀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1 2005年

卢人玉 宁养院临终关怀工作特点及护士素质要求 17 2002年

李义庭 临终关怀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11 2000年

张爱荣 浅谈对癌症患者开展家庭临终关怀护理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8 2000年

施榕  21世纪中国乡村家庭临终照护的伦理展望 6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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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5  文献第一作者的单位分布  第一作者所在单位大多数
是医院及附属医院,共 13 个( 50. 0% ) , 高校类 8 个( 30. 8% ) ,属

于社区或养老院机构的相对较少,仅 5个( 19. 2% )。

2. 2  纳入文献的内容讨论  汇总文献, 将国内现有的临终关怀

模式分为 5类, 见表 3。

表 3  我国现有的临终关怀模式

模式分类      举例                

宁养院类模式 跨专业合作运作模式、宁养服务模式

社区医院组织模式 社区医院临终关怀病房或服务中心、康宁病区、临终关怀病房

家庭病床模式 施氏模式、家庭临终关怀

综合模式 PDS( 1个中心, 3个方位, 9个结合)模式、三级网络模式、家庭-社区-医护人员相结合的临终关怀模式

其他模式 临终关怀人文护理模式、满足模式、本土化临终关怀

3  讨论

3. 1  20 多年来我国临终关怀模式的研究特点

3. 1. 1  我国临终关怀模式的研究工作在曲折中不断进步  自

1988 年天津医学院建立国内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以来, 临

终关怀事业在我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分析 20 年内累

计发表文献总量 26 篇可以发现, 关于临终关怀模式的研究速度

相对缓慢,最近 3 年的文献量增长明显, 约占 50. 0%。分析可

能的原因:社会观念落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我国人文

背景的影响下,多数人都极为重视优生, 却不重视/优逝0。日常
生活中也忌讳谈论死亡,死亡教育基本上是空白, 这使得多数人

对临终关怀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这种观念严重地束缚了临

终关怀研究发展的步伐;在国际医学科技全球化的影响下,随着

精湛医学技术及先进医护理念的引进与尝试, 近几年我国临终

关怀工作也得到了质的提高,同期科研成果较前期研究丰硕,特

别是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 ,无论在文献发表数量方

面,还是课题基金资助分布情况, 都体现了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

不断进步。但国外引进的临终关怀方法及模式引发的本土化问

题,仍将是我国今后临终关怀实践的重点与难点。

3. 1. 2  我国临终关怀模式研究多集中在护理领域  分析发表

的期刊种类, 26篇文献主要发表在护理学类期刊, 包括5护理管
理杂志65护理研究65中国实用护理杂志6等, 心理学、伦理学及

社会学类期刊较少关注这一课题。临终病人安置场所的选择相

应地决定了从事临终关怀研究工作的人群。目前, 我国临终病

人多集中在医院病房内,且由病房护士或医院内专职临终护理

人员进行护理,因此护理类期刊有关临终关怀的文献较多。同

时,临终关怀研究成果期刊分布不均还与我国现有临终关怀团

队缺少心理、社会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专业人员的参与有关。典

型的临终关怀队伍是由注册护士、内科医生、心理学工作者、营

养师、社会工作者和牧师、法律顾问组成的跨学科专业团队[3] 。

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临终关怀模式, 不仅需要医护人员的

努力,还需要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和法律学等各界学者共同

参与,以保证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全面健康发展。

3. 1. 3  我国有关临终关怀的研究多表现为经验性、总结性研究

 在 26 篇文献中, / 当前我国临终关怀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0 [ 4] 一文的被引频次最高, 达 21 次, 其主要内容不仅分析了我

国临终关怀模式的发展现状,指出了我国现有模式的不足之处,

同时构建了家庭-社区-专业医护人员结合的新型模式, 对后续

研究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分析其他文献的性质后得出, 目前我

国有关临终关怀的研究多为实践工作的经验性总结, 缺乏实证

性、探索性研究。同时, 心理护理是临终关怀的重要内容[ 5] , 我

国现多数临终关怀工作只注重基础护理,忽略了临终病人的心

理需求。虽然有些模式内容谈到心理护理, 但这些常规的心理

护理可否从根本上解决临终病人的心理问题, 满足其心理需求

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北京临终关怀研究调查组进行的临终关

怀的认知与态度调查虽采用问卷的调查形式, 但未经过访谈等

深入分析临终病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临终关怀机构环境及护理

等[ 6] 。所以, 今后研究应采取量性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以

病人需求为出发点,综合考虑社会、医疗等因素, 把临终关怀模

式内容构建的更丰富 ,从而提高临终关怀的护理质量。

3. 2  我国现存的临终关怀模式  经文献汇总, 国内现有临终关

怀模式包括 5类: ¹ 宁养院类模式,如跨专业合作运作模式[ 7]、

宁养医疗服务[ 8] 。我国的宁养院机构大多是由李嘉诚捐助创办

的, 现今已达 28 所。由于国内经济现状与传统文化的影响, 宁

养院机构所需资金来源及人员配置还受到一定限制, 这将阻碍

该模式的推广应用。º 社区医院组织模式,指在社区医院或社

区卫生服务站开设临终关怀病房或服务中心, 如康宁病区[ 9]。

钟华[ 10] 从 3 个角度即病人家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会对社

区开展临终关怀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 牛欢欢[ 11] 调查发现, 入

住社区临终病房病人的每周平均费用明显下降, 病人家属对社

区病房模式的满意度也明显大于医院病房。 » 家庭病床模式,

如公认的施氏模式[12] 。有文献对开展家庭临终关怀护理的可

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详细论述[ 13, 14] 。笔者认为传统伦理孝道

是家庭病床倍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 随着空巢

家庭数目的增多及家庭规模与职能的缩小, 在家庭护理缺乏专

业的设施与技巧的背景下, 家庭病床临终关怀模式的应用将面

临诸多挑战[ 4, 15]。¼综合模式, 如 PDS 模式[16] 、家庭-社区-医

护人员相结合的临终关怀模式[ 4] 、三级网络姑息照顾模式[17]。

综合模式的发展需要多人群参与,也需要有更多资金投入及健

全的医疗政策作保障。½ 其他模式, 如临终关怀人文护理模

式[ 18, 19] 、满足模式[ 20] 、本土化临终关怀[21] , 这类文献主要从护

理角度论述临终关怀模式的内容。

3. 3  我国现有临终关怀模式在研究及实践过程中尚存在的问
题  目前国内现有的关怀模式多缺乏对临终病人亲属的关注。

死亡带来的悲痛在一段时间内会影响死者家属的生活质量, 甚

至造成人格改变[ 22] 。跨专业合作运作模式虽把家属作为临终

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具体内容未进行阐述[ 7] 。因此, 关怀病

人家属将是今后临终关怀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 儿童临终关怀

在我国几乎处于空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专门为儿童设立

的专业临终关怀机构。周玲君等[23] 详细介绍了英国儿童临终

关怀机构的团队人员组成及其工作内容,为今后我国开展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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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提供了资料;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临终关怀服务团队中,

社会工作者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我国现有临终关怀模式其团队

组成缺少社会工作者的参与,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专业社会工作

在没有获得社会普遍认同之前,社会工作者要真正介入临终关

怀的/ 剩余领域0 ,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24] 。

3. 4  临终关怀模式未来的发展趋势  社区卫生服务是在政府

领导、社区参与、上级卫生机构指导下,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家庭

为单位、社区为范围、需求为导向, 以解决社区主要卫生问题经

济方便且综合连续的基层卫生服务[ 25] 。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及

家庭养老功能的减弱,养老问题将托付于社会, 同时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卫生服务必须贯彻/ 社区化原则0 , 而且我国城市医疗卫

生向社区转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6 年出台的5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6的通知第三章第十五条规定有条
件的可登记临终关怀科。所以,社区卫生服务将可能成为我国

临终关怀模式的发展方向, 构建一种以社区服务为主, 医院治

疗、家庭照护为辅, 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系统化服务模式是临

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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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荟萃 #
轮椅固定腰带介绍
张  艺,代  芬,王晓丽, 黄吉凤

  病人在外出检查、散步或转送时需坐轮椅, 在运送过程中,

若有上下坡时, 易出现病人往下滑、跌倒等, 如护士或家属下坡

时倒走,则视线不好, 易发生摔倒、撞车等不可预测的不良事件,

增加护理风险,导致护患纠纷的发生[1, 2] 。52009 年 CHA 病人

安全目标6目标七: 防范与减少病人跌倒事件发生。增加病人安

全指数,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及护患纠纷的发生。为了保障住

院病人的安全和减少护患纠纷, 自行设计了轮椅固定腰带。现

报道如下。

1  材料与制作

  外层采用透气性能好的棉布, 内层采用质地较硬的两层帆

布,外层包裹内层, 长 165 cm,可适用于任何体形的病人, 宽 11

cm(避免因腰带太窄勒到胸部而引起不适) , 腰带两端缝上 33

cm 的鸳鸯粘贴扣。

2  使用方法
  腰带从轮椅后面约束胸部、腰部, 腰带两端鸳鸯粘贴扣粘

贴, 简单便捷。

3  优点
  此设计材料易得、制作简单, 操作方便,大大增加了病人及

护士或家属的安全系数, 效果良好,减少病人因外出发生意外而

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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