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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研究◇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肝癌筛查技术扩散利用影响因素研究
曾志超，邓清文，刘文彬

摘要　 目的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探讨肝癌早期筛查技术在

临床医师中扩散利用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多阶段抽样

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并以异常凝血酶原（ＤＣＰ）检测技术为

例，开展结构化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　 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 β ＝ ０. ８９９，Ｐ ＜
０. ００１）和使用态度（β ＝ ０. ２２３，Ｐ ＜ ０. ０５）；感知有用性正向

影响使用态度 （ β ＝ ０. ６５２，Ｐ ＜ ０. ００１） 和行为意向 （ β ＝
０. ４１３，Ｐ ＜ ０. ００１）；使用态度正向影响行为意向（β ＝ ０. ５１１，
Ｐ ＜ ０. ００１）；行为意向正向影响使用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行为

（β ＝ ０. ２３７，Ｐ ＜ ０. ０１）。 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之间以及

感知有用性和行为意向之间，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结论　
使用态度是影响 ＤＣＰ 检测技术扩散利用的重要因素，而使

用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 建议技术开

发组织和利用组织更关注产品性能，并为新技术的扩散利用

设置技术顾问，减少使用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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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是我国第六大常见癌症，并且是导致癌症

相关死亡第二大病因［１］。 利用肿瘤标志物对肝癌

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筛查，可以有效降低肝癌的死

亡率，提高肝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２］。 与传统的甲

胎蛋白肿瘤标志物相比，异常凝血酶原 （ ｄｅｓ⁃γ⁃
ｃａｒｂｏｘｙ 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ＤＣＰ）具有更高的特异度和灵敏

度［３］，但目前其临床运用仍较为有限，对肝癌的防

控效果还未充分发挥作用。 因此，该研究拟借鉴在

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广泛运用的技术接受

模型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ＡＭ） ［４ － ５］，以

ＤＣＰ 检测技术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系统

分析相应技术扩散利用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

制，为促进 ＤＣＰ 检测技术等肝癌筛查技术的扩散利

用提供理论支持。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假设　 ＴＡＭ 在预测医师对特定技术的使

用行为方面具有良好的解释力［６］。 该模型包含感

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行为意向、行为等

要素，其中感知易用性指学习和使用特定技术的难

易程度，感知有用性指特定技术相对于传统技术的

优势，使用态度指对特定技术正面或负面的评价，行
为意向指使用特定技术的主观意愿程度，行为指采

纳使用特定技术。
ＴＡＭ 认为实际使用的行为由行为意向所决定，

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共同决定了行为意向，使用

态度又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而
感知易用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感知有用性。 本

研究基于 ＴＡＭ，建立图 １ 所示的各变量关系的概念

模型，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临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

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其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

度，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临床医师的技术使用态度

和行为意向，使用态度正向影响其行为意向，而行为

意向正向影响其行为。

图 １　 各变量关系的概念模型

１． ２　 研究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至 ８ 月，采用多阶

段抽样的方法，首先，从肝癌高、低发区域中分别选

择福建和江西两省；其次，每个省抽取 ２ 家医联体集

团，对医联体内部医疗机构中与肝病诊疗相关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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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肝内科、肝外科、肿瘤内科、消化科、感染科等）
的临床医师开展问卷调查。 共计发放问卷 ２４６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３０ 份，有效回收率 ９４％ 。
１． ３　 调查工具　 调查工具采用自行设计的结构化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三部分：其一为临床医师的人口

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等信息；其二为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技术层面特征，包括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有用性两个维度；其三为临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技术

的态度、意向及使用情况（表 １）。 感知有用性、感知

易用性、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向 ４ 个维度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五分法，从“１”到“５”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

同意”；行为维度使用 ５ 个等级划分，从“１”到“５”表
示从“０ ～ ２０％ ”到“８１％ ～１００％ ”

表 １　 调查工具涉及变量及具体内容

变量 名称 测量项 具体内容

ＰＥＵ 感知易用性 ＰＥＵ１ 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 ＤＣＰ 指标值的临床意义

ＰＥＵ２ ＤＣＰ 指标值可以在短时间内检测获取

ＰＥＵ３ 获得 ＤＣＰ 指标值后即可用于辅助临床诊断

ＰＵ 感知有用性 ＰＵ１ ＤＣＰ 相对于甲胎蛋白，能降低早期肝癌诊断
的漏诊率和误诊率

ＰＵ２ ＤＣＰ 相对于甲胎蛋白，能进一步提高肝癌诊
断结果的认可度

ＰＵ３ ＤＣＰ 相对于甲胎蛋白，能进一步提高肝癌筛
查诊断工作效率

ＵＡ 使用态度 ＵＡ１ 我认为将 ＤＣＰ 检测推广运用于肝癌早期诊断
是有价值的行为

ＵＡ２ 我认为将 ＤＣＰ 检测推广运用于肝癌早期诊断
是明智的选择

ＵＡ３ 我认为将 ＤＣＰ 检测推广运用于肝癌早期诊断
是对大家有益的事情

ＢＩ 行为意向 ＢＩ１ 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将 ＤＣＰ 检测运用于肝癌
早期诊断

ＢＩ２ 我愿意向同行学习运用 ＤＣＰ 检测诊断早期肝
癌的技巧经验

ＢＩ３ 我愿意向周围医师推荐运用 ＤＣＰ 检测诊断早
期肝癌

ＵＢ 行为 ＵＢ１ 过去一年里，我在所有工作天数中开出 ＤＣＰ
检测单的概率

ＵＢ２ 过去一年里，对有 ＤＣＰ 检测结果的患者，我能
够娴熟结合 ＤＣＰ 检测结果进行临床判断的概
率

ＵＢ３ 过去一年里，我在向同行传授诊疗技术时，推
荐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将 ＤＣＰ 检测运用于肝癌
早期诊断的概率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对调查对象人口社会学特征和

各条目选择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ＡＭＯＳ１７. ０
软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通过路径分析确定 ＤＣＰ 检

测技术扩散利用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并对感知

有用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之间、使用态度在

感知有用性和行为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以 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纳入研究的 ２３０ 名临床

医师中，男性占 ６６. １％ ，福建省和孟超医联体的临

床医师较多，分别占 ６３. ９％ 和 ４９. １％ ；所在科室主

要为感染科、消化科和肝内科，分别占 １９. ６％ 、
１６. １％和 １１. ３％ ；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占 ９０. ９％ ；
２１. ７％的人担任行政职务；工作年限多为 １ ～ １０ 年，
占 ５４. ８％ 。 见表 ２。

表 ２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频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１５２ ６６． １
　 女 ７８ ３３． ９
地区

　 福建 １４７ ６３． ９
　 江西 ８３ ３６． １
医联体

　 孟超医联体 １１３ ４９． １
　 协和医联体 ３４ １４． ８
　 赣南医联体 ５４ ２３． ５
　 南昌九院医联体 ２９ １２． ６
科室

　 感染科 ４５ １９． ６
　 消化科 ３７ １６． １
　 肝内科 ２６ １１． ３
　 肝外科 １９ ８． ３
　 肿瘤内科 １４ ６． １
　 其他 ８９ ３８． ６
年龄

　 ３５ 岁以下 ９４ ４０． ９
　 ３５ ～ ４４ 岁 ９６ ４１． ７
　 ４５ 岁以上 ４０ １７． ４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２１ ９． １
　 本科 １３９ ６０． ５
　 硕士及以上 ７０ ３０． ４
行政职务

　 有 ５０ ２１． ７
　 无 １８０ ７８． ３
工作年限

　 １ ～ １０ 年 １２６ ５４． ８
　 １１ ～ ２０ 年 ６７ ２９． １
　 ２０ 年以上 ３７ １６． １

２． ２　 调查对象各条目选择情况　 在感知易用性、感
知有用性、使用态度和行为意向维度中，调查对象选

择“５”（表示“非常同意”）的比例最高，选择“１”（表
示“非常不同意”）的比例最低；而在行为维度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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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１”（表示概率为 ０ ～ ２０％ ）的比例最高，选择“５”
（表示概率为 ８１％ ～ １００％ ） 的比例最低。 详见

表 ３。

表 ３　 调查对象各条目选择情况

变量 测量项
选择相应选项的人数占比（％ ）

１ ２ ３ ４ ５
ＰＥＵ ＰＥＵ１ ０． ９ １． ７ ２０． ０ ３３． １ ４４． ３

ＰＥＵ２ ０ ３． ０ ３０． ９ ３０． ９ ３５． ２
ＰＥＵ３ ０ ２． ６ ２２． ６ ３３． ０ ４１． ８

ＰＵ ＰＵ１ １． ７ ２． ６ ２３． ５ ３０． ９ ４１． ３
ＰＵ２ １． ３ ２． ２ ２７． ０ ３０． ４ ３９． １
ＰＵ３ ０． ４ ２． ２ ２３． ５ ３３． ５ ４０． ４

ＵＡ ＵＡ１ ０ ２． ２ ２１． ３ ３３． ９ ４２． ６
ＵＡ２ ０． ４ ３． ５ ２０． ０ ３３． ５ ４２． ６
ＵＡ３ ０ ２． ６ １９． ６ ３２． ６ ４５． ２

ＢＩ ＢＩ１ ０ １． ７ １７． ０ ３０． ０ ５１． ３
ＢＩ２ ０． ４ ０． ９ １７． ０ ２５． ６ ５６． １
ＢＩ３ ０． ４ ２． ２ ２０． ０ ２８． ７ ４８． ７

ＵＢ ＵＢ１ ６８． ６ ７． ４ ７． ０ ７． ０ １０． ０
ＵＢ２ ６２． １ ８． ３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９． ６
ＵＢ３ ６８． ３ ７． ８ １０． ４ ６． ５ ７． ０

２． ３　 路径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　 ＤＣＰ 检测技术接

受模型的拟合指标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χ２ ／ ｄｆ ＝
１. ９１６， ＧＦＩ ＝ ０. ８８１， ＡＧＦＩ ＝ ０. ８３２，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１， ＮＦＩ ＝ ０. ９３７， ＩＦＩ ＝ ０. ９６０， ＣＦＩ ＝ ０. ９６０。 路

径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提出的 ６ 个假设均被证实：临
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其

感知有用性（β ＝ ０. ８８９， Ｐ ＜ ０. ００１）和使用态度（β
＝ ０. ２２３， Ｐ ＜ ０. ０５）；临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

感知有用性正向影响其技术使用态度（β ＝ ０. ６５２，
Ｐ ＜ ０. ００１）和行为意向（β ＝ ０. ４１３， Ｐ ＜ ０. ００１），临
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使用态度正向影响其行

为意向（β ＝ ０. ５１１， Ｐ ＜ ０. ００１），行为意向正向影响

其技术使用行为（β ＝ ０. ２３７， Ｐ ＜ ０. ０１）。 见图 ２。

图 ２　 各变量关系的路径模型

注：∗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运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示：
感知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 ２２３（Ｐ ＜
０. ０５），中介效应值为 ０. ５７９（Ｐ ＜ ０. ０５），９５％ ＣＩ 为

［０. ３３１， ０. ８８９］，不包括 ０，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

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７２. １９％ ；感知有用性对行

为意向的直接效应值为 ０. ４１３（Ｐ ＜ ０. ００１），中介效

应值 为 ０. ３３３ （ Ｐ ＜ ０. ０５ ）， ９５％ ＣＩ 为 ［ ０. １９０，
０. ５２０］，不包括 ０，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 ４４. ６４％ 。

３　 讨论

　 　 本研究通过我国肝癌高发、低发区域医联体集

团的临床医师样本，以 ＤＣＰ 检测技术为例，基于技

术接受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肝癌筛查技术

扩散利用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将对促

进肝癌早期筛查技术扩散利用、改善患者预后及整

体健康状况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
技术接受模型中的主要理论假设在本研究中得

到了验证，如“临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测技术的使用态

度显著正向影响其行为意向，而临床医师对 ＤＣＰ 检

测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决定其使用

态度、且感知有用性在感知易用性和使用态度之间

发挥中介作用”。
与大量前期研究［７ － ８］ 的结果一致，使用态度不

仅能正向预测行为意向，且在感知有用性至行为意

向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这也证实了使用态度对

行为意向的关键性作用［９ － １０］。 鉴于高行为意向能

直接促进使用行为的发生，应着力明确相应技术使

用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制定针对性措施促进技术扩

散利用。
其中，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对技术使用态

度的正向影响，已在众多前期研究［１１ － １２］中报道。 这

提示当特定肝癌筛查技术（如 ＤＣＰ 检测技术等）与
传统同类技术相比具有诊疗效力、成本等方面优势

或者更易于操作运用时，将有助于推动临床医师形

成对技术使用的积极态度。 同时，与既往技术接受

模型的相关实证研究［１３ － １４］结果类似，本研究中感知

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的标准路径系数分

别为 ０. ２２３ 和 ０. ６５２，提示前者对技术使用态度的

直接效应低于后者。 但是，此结果并不能说明感知

易用性对使用态度的影响明显低于感知有用性，根
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感知易用性还可通过感知有

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态度，且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

性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这提示当 ＤＣＰ 检测等

特定肝癌筛查技术被认为更容易掌握或操作时，相
应技术也更可能被认为优于传统技术。 因此，在相

应技术扩散利用实践中，应同时重视提高临床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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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运用群体对特定技术的感知可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不可偏废。
综上所述，使用态度是影响 ＤＣＰ 检测技术扩散

利用的重要因素，而使用态度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

易用性共同决定。 建议在技术扩散过程中，技术开

发组织和技术利用组织（包括医联体或特定医疗机

构）应更关注产品性能，尤其是新引入技术相对传

统技术在提高诊疗效力、方便操作使用、降低经济成

本等方面的优势。 同时，可通过设置技术顾问、举办

培训讲座、学术沙龙等，减少临床医师在使用新技术

时的障碍或学习成本。 此外，还应积极与已配置使

用相应技术的上级医疗机构和权威专家进行合作，
发挥其示范作用，以改善临床医师对新技术的使用

态度，进一步深化相应技术的扩散利用实践。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技术接受模型侧

重于个人和技术两层面的技术利用影响因素分析，
而相对忽视了组织和社会层面的潜在影响因素；另
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限制，本研究的样本量有待提

高。 后续研究将扩大调查范围、优化样本代表性，并
纳入更多组织或社会层面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分

析，以增强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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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研究◇

子宫腺肌病在位 ／异位内膜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的表达与
痛经的相关性研究

陈　 果１，２，朱雨婷１， 姚　 慧１，张炜煜１，周曙光１，２，蒋晓敏１，２

摘要　 目的　 探讨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１（ＴＲＰＶ １）、催
产素受体（ＯＴＲ）在子宫腺肌病痛经发生机制中的作用。 方

法　 子宫腺肌病手术患者 ６０ 例，分别取异位内膜（ＥＣ）和同

源在位内膜（ＥＵ），并以无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子宫内膜

（ＣＥ）为对照。 采用免疫组化 ＳＰ 法检测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在组

织中的定位，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的蛋白表达水

平。 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 对痛经程度评分，并分析

其与上述因子的相关性。 结果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在 ＥＣ 组中表

达均高于 ＥＵ、ＣＥ 组（Ｐ ＜ ０. ０５），而 ＥＵ 组与 ＣＥ 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ＥＣ 组中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在重度痛经组中表达

均高于轻度及中度组（Ｐ ＜ ０. ０５），而在轻度痛经组与中度痛

经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ＲＰＶ １、ＯＴＲ 的表达与痛经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 ｒｓ ＝ ０. ２８０，Ｐ ＜ ０. ０５； ｒｓ ＝ ０. ３１８，Ｐ ＜
０. ０５）；ＴＲＰＶ １ 与 ＯＴＲ 的表达呈正相关 （ ｒｓ ＝ ０. ２８７，Ｐ ＜
０. ０５）。 结论　 ＴＲＰＶ １ 和 ＯＴＲ 可能在子宫腺肌病患者痛经

的致病机制中发挥协同作用，是痛经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因

子，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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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腺肌病（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ＡＭ）是一种常见的内

膜浸润性疾病［１］。 其发病机制复杂，痛经是其典型

临床症状之一。 随着患者对于生活质量要求的逐步

提高，ＡＭ 在治疗及管理过程遇到较大的困难［２］。
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１（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 ｔｙｐｅ１， ＴＲＰＶ １ ） 是 瞬 态 电 压 感 受 器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ＲＰ） 阳离子通道家族

中被研究最多的成员之一［３］，现有的研究［４］ 为 ＴＲ⁃
ＰＶ１ 介导痛觉感受器产生动作电位、参与疼痛的调

节机制以及痛觉敏化奠定了基础。 Ｍａ ｅｔ ａｌ ［５］研究

显示 ＴＲＰＶ １ 在前列腺素相关炎性疼痛的产生起重

要作用。 Ｂｒｅ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６］研究表明，催产素（ ｏｘｙｔｏ⁃
ｃｉｎ， ＯＴ）直接作用于子宫内膜上的 ＯＴ 受体（ｏｘｙｔｏ⁃
ｃ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ＯＴＲ），进而诱导内膜合成前列腺素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ＰＧｓ）。 ＯＴＲ 已被证明在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平滑肌和上皮细胞中过表达，表明它可能参

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７］。 该实验通过检测 ＡＭ
在位 ／异位内膜中 ＴＲＰＶ １ 和 ＯＴＲ 的定位和表达情

况，探讨 ＴＲＰＶ １ 和 ＯＴＲ 是否在 ＡＭ 痛经机制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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