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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德尔菲法的藏医体质量表条目筛选

罗"辉"王"茜"力毛措"罗布扎西

摘要"目的"应用德尔菲法筛选"优化藏医体质判定的条目#为构建藏医体质量表提供依据$ 方法"在文

献研究"专家访谈的基础上建立藏医体质类型判定的条目池#设计两轮问卷咨询
&$

名来自北京"西藏及其他四

省藏医专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两轮调查的专家积极系数分别为
$!

!

$F

和
#""F

#

G8HI<11

协

调系数
+

检验证实专家意见具有良好的集中程度和协调性$ 共得到
J!

个重要性评分平均值大于
#

!

J

的条

目#涵盖体型"生理功能"心理性格"病理倾向"适应能力
J

个维度#其中生理功能"性格体型"体型对体质的判断

最为重要$ 结论"应用德尔菲法可以凝聚专家共识#为今后修订藏医体质量表"提升量表性能提供依据$

关键词"德尔菲法% 藏医% 体质量表% 条目筛选% 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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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菲法$

B81.>0 ;8@>3I

%又称专家咨询法或专

家评分法!是采取匿名查方式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经过

多次的问卷调查进行征询'归纳和修改!逐步汇总形成

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从而对所评价的问题做出定性和

定量相结合的预测'评价方法(

#

!

!

)

* 该方法自
!"

世纪

9"

年代由美国兰德公司提出以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

领域的综合评价实践中* 在藏医领域!体质是藏医理论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将体质

类型分为隆型'赤巴型'培根型
&

种基本体质类型以及

这
&

型两两组合或三者组合的复合体质共
7

种!各类型

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性格'适应能力'病理倾向

等维度呈现不同的特征(

&

!

%

)

* 在临床实践中!藏医医生

根据+四部医典,有关体质特征的定性描述!对体质类型

进行主观判定!由于缺乏量化的测量工具!不同医生对

同一个体体质的判定结果可能并不一致* 鉴于藏医体

质类型判定涉及多维度综合评价!将德尔菲法引入到藏

医体质判定方法研究之中!通过构建定量与定性相结合

的藏医体质量表!有助于提高体质判定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 本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J

)

!通过采集+四部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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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体质相关论述'文献分析'专家访谈方式!拟定藏

医体质的候选条目!制定专家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德

尔菲法进行两轮专家咨询!以确定藏医体质量表的条目

构成及其权重!为提高藏医体质量表的性能奠定基础*

资料与方法

#

"专家遴选"从事藏医临床'科研或教学工作&

具有藏医副高及以上职称者!或熟悉藏医体质且从业

年限在
#"

年以上的藏医中级职称者&来源地域包括北

京'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

!

"量表条目池的构建"根据课题组
!"#7

年编

制的藏医体质量表(

J

)和专家意见构建条目池* 该量

表共有
&7

个条目!根据+四部医典,

(

&

)论述部第六章

-人体的身业和分类.对隆'赤巴'培根各型人体质特

征的描述转化而来!通过小组讨论或专家访谈补充*

量表发表以来!部分藏医专家相继提出了意见建议!认

为一些对判断体质有意义的条目未被纳入!本研究通

过访谈藏医专家补充
!!

个条目* 最终纳入条目池的

共有
J$

个候选条目!其中隆型体质的特征有
#$

条!

赤巴和培根型各
!"

条*

&

"专家调查问卷的制定"第一轮专家调查问卷

包括课题背景介绍'专家基本信息以及正文内容* 正

文内容为专家对各个条目的评价!包括该条目是否符

合相应体质类型的特征!该条目对于判定该体质类型

的重要性* 首先作出是否符合某体质人特征的判断!

如是!则继续评价该条目对于判定隆型体质的重要性!

分为一般'中等'高度
&

级!分别赋值为
"

'

#

'

!

分&如

否!则不作评价* 在每一体质类型条目的最后设置开

放式提问!请专家补充调查问卷中未涉及的对体质判

定有意义的条目* 最后!设置两个与体质判定有关的

问题#$

#

%对构成藏医体质的
9

个维度$体型'生理功

能'心理性格'病理倾向'适应能力'财运寿命%按照重

要程度进行排序$从
!

到
"

!

!

为最不重要!

"

为最重

要%!为确定各维度条目的比例和权重提供参考&$

!

%

请专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临床观察!评估藏医三因聚

合型体质占人群中的比例!为今后根据人群调查结果

制定这一体质类型的判定标准提供参考*

第一轮调查完成后!对所得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将

专家共识度低于
6"F

或者重要性评分平均值低于
"

!

J

的条目剔除* 汇总分析专家对半开放式提问的作答!

如有
!

名及以上专家补充了意见相同的条目!则将补

充条目纳入至第二轮的问卷中* 继续请专家对各个条

目的重要性作出评价!考虑到有新条目纳入的可能!故

增加了-不重要.的选项!重要程度分为不重要'一般'

中等'高度
%

级!统计分析时分别赋值为
"

'

#

'

!

'

&

*

%

"调查实施"第一轮调查时间为
!"#6

年
6

月

&

/

J

日!第二轮调查时间为
6

月
!6

日/

$

月
&

日*

由课题组成员通过现场'微信或电子邮箱的方式向专

家发放问卷!介绍研究背景'目的和填写规则* 专家返

回问卷后!核对填写内容!确认无漏填'错填等现象*

J

"数据处理"采用一人录入一人核对的方式建

立
:WA81

数据库* 统计专家的基本信息'参与情况*

计算第一轮问卷各条目的报告率'重要性评分的均值'

标准差'变异系数'满分率!描述专家评估的三因聚合

型体质人群分布比例的集中趋势!以及专家对构成体

质各个维度重要程度的排序* 计算第二轮问卷各条目

重要性评分的均值'标准差'变异系数'满分率* 以非

参数
G8HI<11

协调系数
+

检验计算两轮问卷结果的

专家协调系数!评价专家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9

"统计学方法"使用
K_KK #$

!

"

软件!计数资

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W

%

O

表示*

专家协调系数采用非参数
G8HI<11

协调系数
+

检

验*

_ `"

!

"J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专家基本信息$表
#

%"第一轮调查向
%!

名专

表
#

#专家基本信息

项目 人数$

F

%

性别

"男
&!

$

6!

&

#

%

"女
7

$

#7

&

$

%

年龄$岁%

"

`%" $

$

!&

&

#

%

"

%" aJ" !#

$

J&

&

6

%

"

J# a9" 6

$

!"

&

J

%

"

b9# #

$

!

&

9

%

职称

"正高
#&

$

&&

&

&

%

"副高
!#

$

J&

&

6

%

"中级
J

$

#!

&

6

%

分布地域

"北京
##

$

!6

&

!

%

"西藏
J

$

#!

&

6

%

"青海
#%

$

&J

&

$

%

"四川
!

$

J

&

#

%

"甘肃
9

$

#J

&

%

%

"云南
#

$

!

&

9

%

从事专业

"藏医临床
!"

$

J#

&

&

%

"藏医教学
#"

$

!J

&

9

%

"藏医科研
$

$

!&

&

#

%

从业年限$年%

"

`#" !

$

J

&

#

%

"

#" a!" #9

$

%#

&

"

%

"

!# a&" #J

$

&6

&

J

%

"

b&" 9

$

#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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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放问卷!共有
&$

名专家反馈了有效问卷并参加了

第二轮调查* 专家年龄
&% a 9#

岁!平均年龄为

$

%&

!

$

%

7

!

9

%岁* 从业年限
6 a %J

年!平均从业年限

$

!!

!

&

%

6

!

7

%年* 工作单位包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

医药研究所
J

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
9

人!

西藏藏医学院
&

人!青海大学藏医学院
J

人!青海省藏

医院
%

人!甘肃省藏医药研究院$甘肃省甘南州藏医

院%

&

人!其他
#&

人*

!

"家积极系数及
G8HI<11

协调系数"第一轮共

发放问卷
%!

份!回收合格问卷
&$

份!第二轮发放问

卷
&$

份!全部回收且均为合格问卷* 两轮专家的积极

系数分别为
$!

!

$F

和
#""F

* 共有
#!

名专家补充了

问卷中未涉及的对体质判定有意义的条目!占专家总

人数的
&"

!

6F

* 两轮问卷中专家意见的协调系数
+

分别为
"

!

#$"

和
"

!

#7!

!

#

!值分别为
%&"

!

J$6

和

&7!

!

7!!

$

_ `"

!

"#

%*

&

"第一轮问卷的条目筛选$表
!

%"共识率低于

6"F

的条目有#隆型喜欢吃苦的食物&赤巴型喜欢吃

甜的食物'喜欢吃涩的食物'做事容易缺乏耐心&培根

型喜欢吃涩的食物* 各体质重要性评分平均值最低的

&

个条目有#隆型喜欢吃苦的食物'喜欢吃辣的食物'

喜欢吃酸的食物&赤巴型喜欢吃涩的食物'做事容易缺

乏耐心'喜欢吃苦的食物&培根型喜欢喜欢吃涩的食

物'喜欢吃辣的食物'喜欢吃酸的食物* 并在第二轮问

卷中剔除相关条目*

!

名及以上专家补充的意见相同的条目有$

#

%隆

型#感到乏力!喜欢与人争吵或辩论!服泻药也不容易

腹泻&$

!

%赤巴型#喜欢吃凉的或寒性食物!思维敏捷!

稍吃少量泻药就易腹泻&$

&

%培根型#容易长胖'体力

好'比一般人耐受炎热'反应比一般人迟钝* 将相关条

目补充至第二轮问卷中*

根据专家的意见并咨询量表研制专家!对第一轮

问卷原有的部分条目进行拆分'文字修改或删除* 拆

分条目包括#隆型-体型偏瘦!不容易长胖.拆分为-体

型偏瘦.和-不容易长胖.* 赤巴型-肤色微红黄或头

发偏黄.拆分为-肤色微红黄.和-头发颜色偏黄.&-感

到口苦或口中有异味.拆分并修改为-口苦.和-口气

重.* 修改条目如包括#隆型-喜欢参加娱乐活动.修

改为-喜欢唱歌等娱乐活动.* 赤巴型-对外界事物的

反应灵敏.修改为-身手敏捷.&-容易腹泻或大便不成

形.修改为-稍吃少量泻药就易腹泻.* 培根型-记忆

力好且持久.修改为-记忆力好.&-手脚偏凉.修改为

-手脚或躯体偏凉.* 删除条目为隆型和赤巴型喜欢

吃甜的食物!原因为其他涉及饮食六味偏好的条目均

因专家共识度或评分度低而被剔除!两条评分值也接

近剔除标准!且内容一致不具有区分度!故删除*

%

"第二轮问卷条目筛选$表
&

'

%

%"重要性评分

低于
#

!

J

的有#隆型容易便秘或大便偏干'感到乏力&

赤巴型头发偏稀疏'容易起痤疮或皮疹&培根型大便容

易发黏或不畅'记忆力好'体力好* 剔除相关条目后!

隆'赤巴'培根型各条目的重要性评分均值'变异系数'

满分率!见表
%

*

J

"体质各维度的重要程度$表
J

%"部分专家未

填写本部分内容!或仅对
9

个维度中的部分维度进行排

表
!

#第一轮问卷条目清单$重要性评分值!共识率%

序号 隆型体质 赤巴型体质 培根型体质

#

体型偏瘦!不容易长胖$

#

&

&#

!

#""

&

"F

% 身高中等$

"

&

$J

!

$7

&

%F

% 个子较高$

"

&

$J

!

$7

&

%F

%

!

皮肤干燥或粗糙$

#

&

!$

!

$7

&

%F

% 胖瘦适中$

"

&

$!

!

#""

&

"F

% 体重偏胖$

#

&

J%

!

#""

&

"F

%

&

肤色偏暗$

#

&

"6

!

$%

&

$F

% 肤色微红黄!或头发偏黄$

#

&

!$

!

$7

&

%F

% 肌肉和脂肪丰满$

#

&

%#

!

#""

&

"F

%

%

体型偏矮小$

"

&

$!

!

$%

&

$F

% 头发偏稀疏$

"

&

$7

!

6%

&

9F

% 肤色偏白皙$

#

&

#6

!

#""

&

"F

%

J

喜欢参加娱乐活动$

#

&

"&

!

$!

&

&F

% 比一般人怕热$

#

&

&!

!

$7

&

%F

% 头发浓密$

"

&

76

!

$%

&

$F

%

9

容易忘事$

"

&

$#

!

6!

&

#F

% 容易口渴喝水多$

#

&

%&

!

$%

&

$F

% 嗜睡或容易犯困$

#

&

&6

!

#""

&

"F

%

7

便秘或大便偏干$

"

&

9#

!

6%

&

9F

% 喜欢喝凉水$

#

&

!$

!

6$

&

7F

% 比一般人耐受饥渴$

#

&

!!

!

$!

&

&F

%

6

话多!语速快$

#

&

&!

!

$7

&

%F

% 吃饭后消化快!不耐饿$

#

&

"J

!

$%

&

$F

% 比一般人怕冷$

"

&

79

!

67

&

!F

%

$

比一般人怕冷$

#

&

"6

!

$%

&

$F

% 脸上或头发油多$

#

&

#9

!

$%

&

$F

% 手脚偏凉$

#

&

""

!

6$

&

7F

%

#"

遇事易急躁$

"

&

$%

!

$!

&

&F

% 感到口苦或口中有异味$

#

&

#&

!

#""

&

"F

% 身体有沉重不轻松感$

#

&

"&

!

#""

&

"F

%

##

不自觉地驼背$

"

&

97

!

$!

&

&F

% 爱出汗$

#

&

!!

!

$%

&

$F

% 不太喜欢运动$

#

&

!&

!

#""

&

"F

%

#!

活动时关节容易作响$

"

&

7&

!

$%

&

$F

% 容易起痤疮或皮疹$

"

&

79

!

67

&

!F

% 大便发黏或不畅$

"

&

79

!

67

&

!F

%

#&

性格活跃好动$

#

&

"$

!

67

&

!F

% 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

#

&

#%

!

6$

&

7F

% 不善言谈$

"

&

6#

!

$%

&

$F

%

#%

做决定时容易犹豫不决$

"

&

7#

!

67

&

!F

% 对外界事物的反应灵敏$

#

&

"J

!

$7

&

%F

% 语速偏慢$

"

&

6J

!

#""

&

"F

%

#J

睡眠浅或容易失眠$

#

&

&!

!

$7

&

%F

% 容易腹泻或大便不成形$

"

&

$7

!

67

&

!F

% 记忆力好且持久$

"

&

6%

!

$%

&

$F

%

#9

喜欢吃甜的食物$

"

&

99

!

$%

&

$F

% 容易激动发怒$

#

&

!9

!

$7

&

%F

% 不容易生气动怒$

#

&

#6

!

$7

&

%F

%

#7

喜欢吃酸的食物$

"

&

9"

!

6$

&

7F

% 喜欢吃甜的食物$

"

&

6#

!

7$

&

JF

% 遇事沉稳不慌乱$

#

&

!#

!

$7

&

%F

%

#6

喜欢吃苦的食物$

"

&

%9

!

99

&

7F

% 喜欢吃苦的食物$

"

&

7&

!

6%

&

9F

% 喜欢吃辣的食物$

"

&

J%

!

6$

&

7F

%

#$

喜欢吃辣的食物$

"

&

J9

!

6!

&

#F

% 喜欢吃涩的食物$

"

&

9"

!

79

&

$F

% 喜欢吃酸的食物$

"

&

7#

!

67

&

!F

%

!"

做事容易缺乏耐心$

"

&

96

!

7$

&

JF

% 喜欢吃涩的食物$

"

&

J&

!

79

&

$F

%

""注#各条目的顺序为随机编排!表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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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第二轮问卷条目清单#$重要性评分值%

序号 隆型体质 赤巴型体质 培根型体质

#

体型偏瘦$

!

&

&!

% 身高中等$

#

&

6!

% 个子较高$

#

&

96

%

!

皮肤干燥或粗糙$

!

&

&$

% 胖瘦适中$

#

&

6!

% 体重偏胖$

!

&

&$

%

&

肤色偏暗$

#

&

6$

% 肤色微红黄$

!

&

&%

% 肌肉和脂肪丰满$

!

&

J&

%

%

体型偏矮小$

!

&

"6

% 头发颜色偏黄$

!

&

"&

% 肤色偏白皙$

!

&

!$

%

J

喜欢唱歌等娱乐活动$

!

&

#9

% 头发偏稀疏$

#

&

&$

% 头发浓密$

#

&

J&

%

9

容易忘事$

#

&

J6

% 比一般人怕热$

!

&

"&

% 嗜睡或容易犯困$

!

&

J&

%

7

容易便秘或大便偏干$

#

&

%J

% 容易口渴喝水多$

!

&

!$

% 比一般人耐受饥渴$

!

&

!#

%

6

话多!语速快$

!

&

##

% 吃饭后消化快!不耐饿$

!

&

&!

% 比一般人怕冷$

#

&

7#

%

$

比一般人怕冷$

!

&

"J

% 脸上或头发油多$

!

&

#9

% 手脚或躯体偏凉$

!

&

""

%

#"

遇事易急躁$

!

&

"J

% 口苦$

!

&

##

% 身体有沉重不轻松感$

#

&

6!

%

##

不自觉地驼背$

#

&

96

% 口气重$

#

&

J&

% 不太喜欢运动$

!

&

#&

%

#!

活动时关节容易作响$

#

&

79

% 爱出汗$

!

&

!#

% 大便容易发黏或不畅$

#

&

&$

%

#&

性格活跃好动$

!

&

"6

% 容易起痤疮或皮疹$

#

&

&$

% 不善言谈$

#

&

96

%

#%

睡眠浅或容易失眠$

!

&

%!

% 对自己的判断充满信心$

#

&

7$

% 语速偏慢$

#

&

9#

%

#J

做决定时犹豫不决$

#

&

9&

% 身手敏捷$

#

&

7#

% 记忆力好$

#

&

&$

%

#9

不容易长胖$

#

&

7#

% 容易激动发怒$

!

&

!%

% 不容易生气动怒$

!

&

##

%

#7

感到乏力$

#

&

"6

% 喜欢吃凉的或寒性食物$

#

&

7%

% 容易长胖$

!

&

"6

%

#6

喜欢与人争吵或辩论$

#

&

79

% 稍吃少量泻药就易腹泻$

!

&

"6

% 体力好$

#

&

&7

%

#$

服泻药也不容易腹泻$

!

&

""

% 思维敏捷$

!

&

##

% 比一般人耐受炎热$

#

&

6%

%

!"

比一般人反应迟钝$

#

&

9#

%

表
%

#第二轮问卷各体质条目重要性评价结果

评价项目 隆型体质 赤巴型体质 培根型体质

均值范围
#

&

J6 a!

&

%! #

&

J& a!

&

&% #

&

J& a!

&

J&

变异系数范围
"

&

&% a"

&

9" "

&

&% a"

&

9" "

&

!% a"

&

9$

满分率范围
#&

&

!F aJJ

&

&F #"

&

JF a9"

&

JF 7

&

$F aJ7

&

$F

分值
b!

&

#

的条目c

#%

'

!

'

#

'

J

'

6 &

'

6

'

7

'

#9

'

#!

'

$

'

#"

'

#$ &

'

9

'

!

'

%

'

7

'

##

'

#7

'

#9

#

&

6 `

分值
!!

&

#

的条目c

%

'

#&

'

$

'

#"

'

#$

'

& #6

'

%

'

9

'

#

'

! #6

'

$

'

!"

'

#"

#

&

J `

分值
!#

&

6

的条目c

#6

'

#!

'

#9

'

##

'

#J

'

9 #%

'

#7

'

#J

'

## 6

'

#&

'

#

'

#%

'

!#

'

J

""注#

c 各条目按分值从高到低排序

表
J

#专家对体质各维度重要程度评价(评价人数
D

总人数$

F

%)

维度
"

$

F

%

$

$

F

%

%

$

F

%

&

$

F

%

'

$

F

%

!

$

F

%

体型
#%D&&

!

%!

&

%F &D&&

!

$

&

#F 7D&&

!

!#

&

!F JD&&

!

#J

&

!F %D&&

!

#!

&

#F "D"

!

"F

生理功能
#%D&%

!

%#

&

!F ##D&%

!

&!

&

%F 7D&%

!

!"

&

9F #D&%

!

!

&

$F #D&%

!

!

&

$F "D"

!

"F

心理性格
9D&%

!

#7

&

9F #7D&%

!

J"

&

"F JD&%

!

#%

&

7F &D&%

!

6

&

6F &D&%

!

6

&

6F "D"

!

"F

病理倾向
#D&!

!

&

&

#F #D&!

!

&

&

#F $D&!

!

!6

&

#F $D&!

!

!6

&

#F 6D&!

!

!J

&

"F %D&!

!

#!

&

JF

适应能力
"D"

!

"F #D&!

!

&

&

#F JD&!

!

#J

&

9F #&D&!

!

%"

&

9F #!D&!

!

&7

&

JF #D&!

!

&

&

#F

财运寿命
"D"

!

"F "D"

!

"F "D"

!

"F !D&!

!

9

&

&F %D&!

!

#!

&

JF !9D&!

!

6#

&

&F

""注#重要度从左到右依次降低!

"

最重要!

!

最不重要*

序* 重要程度从重到轻依次为体型'生理功能'生理性

格'病理倾向'适应能力'财运寿命*

9

"三因聚合型体质的比例"专家评估的三因聚

合型体质在人群中的分布比例!数据差异较大!最低为

#"F

!最高为
$$F

!中位数为
&"F

!众数为
#"F

*

讨""论

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和培根三大人体功能物质的

不同组合构成了人群的体质差异!体质影响疾病的发

生!对诊断'治疗以及研究人的禀性及潜在的异常行为

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9

)

* 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

对体质的分类和描述!为后世藏医体质的应用与研究

提供了指南* 在其基础上采用现代量表编制的方法构

建藏医体质量表!为藏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提供一个客

观'量化的标准化测量工具!是开展藏医体质研究的基

础(

7

)

* 作为量表编制工作的一部分!本研究构建藏医

体质量表的条目池!采用德尔菲法邀请专家对各条目

与相应体质的关联性作出评价!这一过程有助于实现

量表的内容效度最大化(

6

)

*

通过前期研究!本课题组于
!"#7

年首次编制了+藏

医体质量表,!经验证克朗巴赫
(

系数达到统计学要求!

在内容效度上!编制过程中邀请
##

名专家对量表条目

是否符合的评价!共识度为
6&

!

&F

(

J

)

* 该量表中部分

条目区分度较差!各条目对体质判定的重要程度未区

分!且一些对有意义的体质特征未被纳入* 故本文在前

期研究基础上增加候选条目!增加德尔菲法研究的专家

样本量!增加对候选条目的重要性评价以确定条目的权

重!以期修订量表!进一步提高量表的性能*

遴选合适的专家是确保德尔菲法成功的重要环节!

应遵循代表性'权威性与多学科相结合的原则(

$

)

*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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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根据课题背景和藏医行业专家资源的现状#一是藏医

体质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研究学者极少&二是

体质对藏医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相关内容在+四

部医典,论述部第六章有专篇论述!是藏医入门的必学

内容&三是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规模小!高级职称

专家数量很少$据统计!西藏全区
!"#7

年藏医药技术人

员中具有高级职称者不足
!""

人%!纳入
&$

名专家来自

北京'西藏和四省藏区的藏医临床'科研和教学机构!高

级职称和从业年限在
#"

年以上者分别占
67

!

!F

和

$%

!

$F

!有良好的地域'学科代表性和较高的权威性*

两轮问卷专家意见具有良好的集中程度和协调性!为筛

选'优化条目和确定权重提供了可靠依据*

在第一次问卷的条目筛选中!有
#"

条为对饮食的

偏好* +四部医典,后续部第六章对各型人的描述

为(

#"

)

#隆型人喜欢吃甜'酸'苦'涩味食物!赤巴型人喜

欢吃甜'苦'涩味和凉性的食物!培根型人喜欢吃温热

的'酸味'涩味和质糙的食物* 根据第一轮问卷的专家

意见!

#"

条中的
6

个条目的共识度低于
6"F

或重要

性评分居末三位!显示饮食偏好对于判定体质类型不

重要!剩下的
!

条-隆型喜欢吃甜的食物.和-赤巴型

喜欢吃甜的食物.评分也偏低!且因内容相同而不具

有区分性能!故将对饮食六味偏好的条目全部剔除*

第一轮调查专家对三因聚合型体质占人群比例的评

估!异质性较大* 访谈部分填写数值高的专家发现!原

因系将三因聚合型体质简单理解为由隆'赤巴'培根聚

合而成的体质!事实上藏医体质就是由隆'赤巴'培根

三因按一定比例组合而成!如体内某种因素占多数!即

为某种体质!如三因比例均衡!则为三因聚合型体质!

三因中任何一因的比重都不可能是
"

或者
#""F

!因

此基于这种理解导致部分专家的评估数据偏大*

有关寿命和财运的内容!虽在+四部医典,中也有

记载!例如隆型人财运不佳!培根型人预期寿命长!但

考虑到这两项内容难以通过量表测量!故未纳入至两

轮的问卷* 而在第一轮问卷的开放式提问中!仅有
#

名专家补充了寿命和财运方面的条目&专家对体质构

成
9

个维度的重要程度排序!财运寿命也被排在最不

重要的位置!故寿命和财运将不被纳入至藏医体质量

表中* 此外!+四部医典,秘诀部第
6&

章-头部创伤治

法.有体质与头型关系的论述(

&

)

!因在实践中可操作

性不强而未纳入此次问卷调查!专家在开放式提问中

也未补充这方面的条目*

经过两轮问卷调查筛选得到的重要性评分大于

#

!

6

的条目!覆盖了体型'生理功能'心理性格'病理倾

向'适应能力
J

个维度!且在专家对体质构成
9

个维度

的排序中!体型'生理功能'心理性格是重要的
&

个维

度* 这与中医体质学对体质的定义!-体质是指人体

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

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的综合的'相对

稳定的固有特质.!内容基本一致(

##

)

!也表明中医和藏

医对体质的认识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

)

*

本研究局限性有两方面#一是设计问卷时未采用

汉藏双语对部分术语进行描述!部分专家在缺乏藏文

原文语境下对一些术语的理解产生偏差!可能对评估

结果的精准度有所影响* 二是对各条目的重要性评价

采用
&

级而非
J

级的评分形式!导致评分的变异系数

$标准差
D

平均值%总体偏高* 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两

轮调查凝聚了专家共识!筛选'优化构成藏医体质量表

的条目!确定量表各维度的条目比例和权重!为修订量

表'提升量表性能提供了依据*

利益冲突#无*

参 考 文 献

(

#

)"韩新民! 尹东奇! 汪受传! 等
4

德尔菲法在中医诊疗指南

中的应用(

(

)

4

中医儿科杂志!

!"#"

!

9

$

%

%#

J"

#

J#4

(

!

)"王少娜!董瑞!谢晖!等
4

德尔菲法及其构建指标体系的应

用进展(

(

)

4

蚌埠医学院学报!

!"#9

!

%#

$

J

%#

9$J

#

9$64

(

&

)"宇妥"元丹贡布著
4

李永年等译
4

四部医典(

,

)

4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6&4

(

%

)"

d0HAe> :4 *0N8@<H ;8I0A0H8

/

A3HO@0@=@03H<1 @X.8O

(

(

)

4 -; ( '>0H ,8I

!

#$6%

!

#!

$

#

#

%

%#

%%

#

%$4

(

J

)"罗辉! 仲格嘉! 才项仁增! 等
4

藏医体质量表的研制和

初步评价(

(

)

4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7

!

%"

$

#!

%#

$67

#

$$!4

(

9

)"星全章主编
4

藏医药学精要评述(

,

)

4

北京# 民族出版

社!

!"#J

#

&!!4

(

7

)"罗辉!仲格嘉
4

藏医体质学说概述及其研究现状和展望

(

(

)

4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

!

!"

$

$

%#

#&#J

#

#&#74

(

6

)"

Y3N8/@ d4B828110O

著!席杜恩! 杜珏译
4

量表编制# 理论

与应用(

,

)

4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9

#

#"7

#

#"64

(

$

)"刘丽星! 张哲! 杜蕊! 等
4

基于德尔菲法的+冠心病稳定

型心绞痛$痰瘀互结证%自评量表,条目筛选(

(

)

4

辽宁

中医杂志!

!"##

!

&6

$

J

%#

6!7

#

6!$4

(

#"

)"旦科主编
4

+四部医典,对勘本$藏文%(

,

)

4

北京# 中国

藏学出版社!

!""J

#

%%4

(

##

)"王琦主编
4

中医体质学
!""6

(

,

)

4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

社!

!""$

#

#"%4

(

#!

)"罗辉!仲格嘉!王琦
4

中医和藏医对体质分类的比较研究

(

(

)

4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6

!

!%

$

9

%#

79$

#

77#

!

76#4

$收稿#

!"#6

#

"$

#

#$

"在线#

!"#$

#

"%

#

"7

%

责任编辑# 邱"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