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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因此，对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对

于改善医患关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的必要性

近年来，医疗纠纷事件不断增多，其中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占据一定比例，严重影响

医患关系和社会和谐。

医疗纠纷频发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对于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处理缺乏针对性

和有效性。

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非医疗过失性医疗

纠纷的案例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和

形成机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和处理

对策。

研究问题

具体研究问题包括非医疗过失性医疗

纠纷的主要类型、影响因素、形成机

制以及应对策略等。



研究范围和限制

本研究主要关注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即不涉及医务人员诊疗过程中的过失或错误行

为而引发的纠纷。同时，研究将针对不同类型和不同严重程度的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

进行分析。

研究范围

由于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涉及多个方面和复杂因素，本研究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相关因

素。此外，由于研究时间和资源的限制，本研究可能无法对所有案例进行深入分析。

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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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者对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纠纷成因、影响因素和应对策略等方面。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医疗服务质量、医患沟通、医疗费用等因素是引发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重要原

因。

国内研究现状

国外对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国外学者主要从医疗服务质量、

患者安全、医疗管理等方面探讨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成因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应对策略。

国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研究现状



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服务质量是影响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重要因素。包括医生的专业水平、服务态度、医疗技术等方面。当医疗

服务质量不符合患者期望时，容易引发纠纷。

医患沟通

医患沟通不畅是导致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常见原因。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未能充分告知患者病情、治疗方案及风险

等信息，或者患者未能充分理解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建议，都可能导致纠纷的发生。

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过高或收费不透明等问题也容易引发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当患者对医疗费用存在异议时，

可能会将矛头指向医疗机构和医生，从而引发纠纷。

影响因素分析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医疗机构应加强对医生的专业培

训和管理，提高医生的专业水平

和服务态度，确保医疗服务质量

符合患者期望。

加强医患沟通

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应充分告知患

者病情、治疗方案及风险等信息，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确保

患者充分理解并信任医生的治疗

建议。

规范医疗费用管理

医疗机构应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

确保医疗费用公开透明，避免患

者因费用问题而产生不满和纠纷。

对策研究



现有研究不足
目前对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成因和影响因素方面，对具体应对策略的研究相对较

少。此外，现有研究多侧重于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角度，对患者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具体应对策略和效果评估，同时加强对患者因素的

研究，从患者角度出发提出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此外，还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完善我国

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应对机制。

文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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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类型

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包括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

案例分析等。

研究对象

以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患者、

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管理人员等

为主要研究对象。

研究假设

假设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发

生与医患沟通、医疗质量、医院

管理等因素密切相关。

研究设计

030201



问卷调查

深度访谈

案例分析

数据收集和处理

设计针对患者、医护人员和

医疗机构管理人员的问卷，

收集关于非医疗过失性医疗

纠纷的经历、看法和态度等

方面的数据。

对部分患者、医护人员和医

疗机构管理人员进行深度访

谈，深入了解他们对非医疗

过失性医疗纠纷的看法、感

受和应对方式。

收集典型的非医疗过失性医

疗纠纷案例，进行详细的案

例分析，提取关键因素和变

量。



数据分析方法

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频数分布、百

分比、均值等，以了解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基本情况。

推论性统计

运用回归分析、卡方检验等推论性统计方法，分析非医疗

过失性医疗纠纷与医患沟通、医疗质量、医院管理等因素

之间的关系。
定性分析

对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的数据进行定性分析，提取主题、

归纳观点，以深入了解非医疗过失性医疗纠纷的深层次原

因和影响因素。

描述性统计



VS

严格遵守研究伦理规范，尊重研究对象

的知情权和隐私权，确保研究过程不会

对研究对象造成任何伤害。

质量控制

在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实行严格的质量

控制措施，包括问卷设计的质量控制、数

据录入的质量控制等，以确保数据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同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采

用多种统计方法进行交叉验证，以确保研

究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研究伦理

研究伦理和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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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缺乏医学知识

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患者往往难以理解治疗过

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容易对医疗过程产生误解。

患者心理因素

患者在接受治疗时可能处于焦虑、紧张等心

理状态，这些情绪可能导致患者对医疗过程

产生不满。

患者期望值过高

部分患者对医疗效果抱有过高期望，当实际

效果与期望不符时，容易产生纠纷。

患者因素



医生沟通技巧不足

部分医生在与患者沟通时缺乏耐心和细致的解释，导
致患者难以理解治疗方案和风险。

医生工作负荷过重

医生在繁忙的工作中可能无法对每个患者都给予足够
的关注和解释，从而引发患者的不满。

医生职业道德问题

少数医生存在收受红包、回扣等职业道德问题，这些
问题一旦暴露，将严重影响患者对医生的信任。

医生因素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17142066061006115

https://d.book118.com/617142066061006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