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石宝星(

.15,9

)$在读硕士$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心内科疾病及死亡原因的研究工作#

!

&

!

通讯作者$

W3F)N;

!

VAB*

R

>)N144+

#

.,4$>BF

#

!调查报告!

!!

CBN

!

.-$2141

*

d

$NHH*$.40.35275$,-.4$22$-,0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540-

例住院死亡患者特征分析

石宝星.

!

,

!范忠才.

&

"

.$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四川泸州
474---

'

,$

四川省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
!

4,5--.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分析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

年
.

月
.

日至
,-.7

年
.,

月
2.

日
540-

例死亡病案!了解疾病分布及

死因变化规律$方法
!

疾病分类
,---

年及
,--.

年以
aKT31

为标准!其他年份以
aKT3.-

为标准!应用
W]>&;,--0

%

@P@@.0$-

软件

系统对该院
,---

年
.

月
.

日至
,-.7

年
.,

月
2.

日间住院死亡患者病案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

.+

年来男女死亡性别比例约为

.$1,l.

!心脏病死亡男女性别比例为
.$2l.

$

.+

年来住院患者人数在迅速增加!而病死率逐年下降$死亡高发年龄段为
4-

岁

及以上"

7,5.

例!占
71$25/

#!尤其是
4-

岁以上的心脏病患者死亡人数占心脏病总死亡人数的
4.$1/

$其次是
7+

!

+1

岁年龄

段"占
,-$2-/

#!前三位死因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循环系统疾病前三位死因依次为冠心病%脑出血%

脑梗死'心血管系统前三位死因依次为冠心病%高血压和先天性心脏病'呼吸系统疾病前三位死因依次为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和呼吸衰竭'恶性肿瘤死因的前三位依次为肺癌%白血病及肝癌$按季节分布来看!冬季死亡人数最多"

,24,

例!占
,0$,7/

#$

从住院天数来看!以住院时间小于或等于
.C

的住院患者死亡人数最多!为
,4,+

例!占
2-$,5/

$结论
!

分析住院患者死因%疾

病分布情况及变化趋势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医院管理方案改革!提高该地区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水平$

"关键词#

!

住院患者'死亡'死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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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我国居民死亡的原因及疾病

谱发生了巨大变化&

.

'

#死亡病案统计分析是评价医疗服务水

平和制定疾病预防控制策略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死因监测

也是评价居民健康水平"合理配置卫生资源的基础性工作#西

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始建于
.1+-

年

5

月$是一家拥有
,,--

多张床位的国家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本院集医疗"教学与科研为一体$服务于川滇黔渝四省市结合

区域
7---

多万群众$是该区域的医疗卫生中心#流动人口

大$区域跨度广$医院住院患者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通

过分析本院住院患者死亡原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泸州

及周边地区的居民死亡情况#因此$对本院死亡病案进行统计

分析$总结死亡疾病谱发展趋势$了解其变化规律$有利于为医

院管理和疾病防治工作提供信息服务$合理配置医院的资金"设

备和医务人员$加强医院质量管理$改进医院管理方案$促进医

.14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院和谐化发展$为本地区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月
.

日至
,-.7

年
.,

月
2.

日期间

在本院住院治疗转归为死亡的病案
540-

例#

!$#

!

资料来源
!

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信息科病案室逐份

查阅住院时间为
,---

年
.

月
.

日至
,-.7

年
.,

月
2.

日的死

亡病案$疾病分类以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aKT31

和
aKT3.-

为标

准$其中
,---

年及
,--.

年采用
aKT31

为标准$其余年份以

aKT3.-

为标准#分别统计患者的姓名"性别"死亡年龄"住院

时间"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并发症"手术等资料$资料真实可

靠#其中
5

份病历封存$不能查阅其详细资料$仅能查看患者

年龄"性别"出*入院时间及出院主要诊断#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W]>&;,--0

"

@P@@.0$-

软件对以上信

息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性别"病死率"年龄分布"死亡原因顺位

构成"季节分布"住院时间"手术情况等#

#

!

结
!!

果

#$!

!

性别构成
!

,---

!

,-.7

年间$住院患者共出院
5+104.

例$死亡
540-

例$死亡病例中男
+0-.

例(

4+$04/

)$女
,141

例(

27$,7/

)$男女之比为
.$1,l.

(

*84,4$7.2

$

!

$

-$-+

)$见

表
.

#

表
.

!!

性别分布情况

项目 住院患者人数 死亡数 构成比(

/

) 病死率(

/

)

男
7+-700 +0-. 4+$04 .$,0

女
7-1,,0 ,141 27$,7 -$02

合计
5+104. 540- .--$-- .$-.

#$#

!

各年度病死率
!

,---

年住院患者病死率为
.$+2/

$

,-.7

年为
-$4-/

$

.+

年住院患者病死率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见

表
,

#

表
,

!!

,---

!

,-.7

年各年度住院患者病死率

年度 住院总患者数 死亡例数 病死率(

/

)

,--- ,572+ 727 .$+2

,--. 2-701 747 .$+,

,--, 2,,7+ 754 .$+.

,--2 22-72 70, .$72

,--7 2040, +27 .$7,

,--+ 7,722 +2- .$,+

,--4 727., +21 .$,7

,--0 75112 420 .$2-

,--5 +++07 +52 .$-+

,--1 422.- 4.. -$10

,-.- 41,25 47- -$1,

,-.. 0++-4 0,. -$1+

,-., 12202 0.1 -$00

,-.2 .-.+-1 441 -$44

,-.7 .-7+21 42. -$4-

合计
5+104. 540- .$-.

#$"

!

各年龄段的死亡人数分布
!

540-

例死亡病例中$最小年

龄为出生
.C

内死亡$最大年龄为
.-4

岁#

.+

年来除
-

!

7

岁

组$其主要死因为新生儿疾病$且死亡数多于
+

!

.7

岁年龄段$

其余各组均随着年龄的增长死亡数逐渐增加(

*8.42$704

$

!

$

-$-+

)$详见表
2

#

表
2

!!

不同年龄段的死亡人数分布"

(

'

/

(#

年龄段
,---

!

,--7

年
,--+

!

,--1

年
,-.-

!

,-.7

年 合计

-

!

7 27.

(

2$51

)

,1-

(

2$2.

)

,0-

(

2$-5

)

1-.

(

.-$21

)

+

!

.7 00

(

-$55

)

02

(

-$52

)

51

(

.$-,

)

,21

(

,$04

)

.+

!

77 702

(

+$7-

)

+7-

(

4$.4

)

704

(

+$72

)

.751

(

.0$.0

)

7+

!

+1 +,4

(

4$--

)

+1.

(

4$0+

)

472

(

0$27

)

.04-

(

,-$2-

)

4-

!

107

(

..$.,

)

.7-+

(

.4$-7

)

.1-,

(

,.$0.

)

7,5.

(

71$25

)

合计
,21.

(

,0$,1

)

,511

(

22$-1

)

225-

(

25$+5

)

540-

(

.--$--

)

#$$

!

死因顺位及构成比
!

(

.

)

,---

!

,-.7

年住院死亡患者的

前五位死因及顺位!死于循环系统疾病
,2.0

例$占死亡病例

的
,4$0,/

%呼吸系统疾病和恶性肿瘤排在二"三位$分别占

.7$11/

和
.7$47/

%其次为损伤"中毒和消化系统疾病$各占

.-$5/

和
1$42/

#前三位死因导致死亡的病例
7554

例$约占

总死亡病例的
+4$24/

$前五位死因导致死亡
44+0

例$占总死

亡病例的
04$05/

#(

,

)循环系统死因分析及顺位!冠心病(含

心肌梗死)(

,,$24/

)"脑出血(

.1$,./

)"脑梗死(

.2$5+/

)"高

血压(

.2$.,/

)及先天性心脏病(

4$72/

)#

#$E

!

季节分布
!

.+

年来冬季死亡人数最多$为
,24,

例

(

,0$,7/

)$春季死亡人数次之为
,.+,

例(

,7$5,/

)$夏季和

秋季死亡人数略少$分别为
,-5,

例(

,7$-./

)和
,-07

例

(

,2$1,/

)#可能与本院所处地域有关$冬春季节气候变化大$

温差大(

*85441

$

!

$

-$-+

)#

#$F

!

住院时间分布
!

本院
540-

例死亡病例累计住院时间
5+

40-C

$平均住院时间
1$55C

#住院最短时间为出生
.C

内$最

长
27,C

$其中住院
.C

内死亡构成比最高(

,4,+

*

540-

$

2-$,5/

)#

,---

!

,--7

年平均住院时间
.-$-14C

$

,--+

!

,--1

年平均住院时间
5$11+C

$

,-.-

!

,-.7

年平均住院时间

.-$+7C

$见表
7

#

表
7

!!

死亡病例的住院时间及构成比"

(

'

/

(#

住院

时间(

C

)

,---

!

,--7

年
,--+

!

,--1

年
,-.-

!

,-.7

年 合计

#

. 570

(

1$00

)

.-01

(

.,$7+

)

411

(

5$-4

)

,4,+

(

2-$,5

)

, ,77

(

,$5.

)

,07

(

2$.4

)

7.,

(

7$0+

)

12-

(

.-$02

)

2

!

+ 20,

(

7$,1

)

77.

(

+$-1

)

+54

(

4$04

)

.211

(

.4$.7

)

4

!

.- 2-,

(

2$75

)

250

(

7$74

)

4.4

(

0$.-

)

.2-+

(

.+$-+

)

..

!

,- 2-2

(

2$71

)

250

(

7$74

)

+07

(

4$4,

)

.,47

(

.7$+5

)

'

,- 2,2

(

2$02

)

22.

(

2$5,

)

712

(

+$41

)

..70

(

.2$,2

)

合计
,21.

(

,0$+5

)

,511

(

22$77

)

225-

(

25$11

)

540-

(

.--$--

)

#$J

!

心脏病死亡患者统计分析
!

近
.+

年来本院住院患者因

心脏病总共死亡
..45

例$占循环系统总死亡人数的
+-$7./

$

其中冠心病
+.5

例$占心脏病死亡人数的
77$2+/

$心肌梗死

.+-

例$占心脏病死亡人数的
.,$57/

#因心脏病死亡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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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性别比为
.$2-l.

$这与全院死亡患者性别比略有差异$提示

女性心脏病的患病率及病死率与男性差异不大#从季节分布

来看$心脏病死亡患者主要分布在冬季和春季$分别占循环系

统死亡人数的
2-$5,/

和
,+$--/

$这与医院总体情况基本一

致#从年龄段统计来看$

7+

!

+1

岁及
4-

岁以上年龄段占心脏

病死亡人数的
00$7-/

$详见表
+

#

表
+

!!

心脏病患者死亡年龄段分布

年龄段 顺位
(

构成比(

/

)

-

!

7 7 .-+ 5$11

+

!

.7 + 21 2$27

.+

!

77 2 .,- .-$,0

7+

!

+1 , .5. .+$+-

4-

!

. 0,2 4.$1-

合计
9 ..45 .--$--

!!

从各年龄段死因分布看$

-

!

7

岁年龄组死亡数远高于
+

!

.7

岁年龄组$其主要死亡原因是先天性心脏病$占该年龄组死

亡人数的
54$40/

#

4-

岁年龄组的前五位死亡原因主要为冠

心病(非心肌梗死)

2,2

例$占该年龄段的
77$45/

%心肌梗死

.2-

例$占
.0$15/

%瓣膜病
1+

例$占
.2$.7/

%心肌病
74

例$占

4$24/

%心肌炎
7,

例$占
+$5/

#住院患者死亡前手术情况统

计$其中冠心病行
PKa

手术
2,

例$瓣膜修补术
+4

例#

"

!

讨
!!

论

!!

本院
,-.-

年的出院总人次为
,572+

例$

,-.7

年上升为

.-7+21

例$增长了近
,$45

倍$而住院患者年度病死率由
,---

年的
.$+2/

下降为
,-.7

年的
-$4-/

$

.+

年总病死率为

.$-./

$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与国内其他统计基本一致&

,32

'

$

这要归功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同时也得益于国家加

大对医疗"疾控等方面的投入#依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我国近

,-

年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死因也在不断变化#死因

统计分析及死因监测可以指导医院合理配置医疗资源$调整人

力及物力分配$提高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

促进医院的和谐发展$为防控部门进行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提供

基础依据#

死亡性别比统计提示本院男性病死率明显高于女性$男女

死亡性别比约为
.$1,l.

$结果与其他研究基本一致&

73+

'

$这可

能归因于大多数男性在社会及家庭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从事

的劳动强度更大$压力更多$工作性质更复杂$危险性更高#同

时可能与男性健康意识不强"生活作息不规律"喜好烟酒等#

尤其是泸州作为享誉国内外的酒城$其酒文化尤为发达$总饮

酒率达到
.2$,/

$男性饮酒率明显高于女性&

4

'

#所有这些都

可能影响男性病死率高于女性#对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工

作"生活压力大的男性而言$有必要改善生活作息和规律$戒烟

限酒$提升健康意识$定期体检#

循环系统疾病是本院患者近
.+

年来的第一位死因$占死

亡病例的
,4$0,/

$主要是冠心病(

,,$24/

)$脑出血(

.1$

,./

)$脑梗死(

.2$5+/

)$高血压(

.2$.,/

)及先天性心脏病

(

4$72/

)#这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2

所描述的我国主要死

因基本一致#目前我国的主要死因是以脑血管"心血管疾病为

主#缺血性心脏病是最主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

0

'

#心血管疾

病的负担已日渐加重$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重大的公共卫生问

题$据统计显示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由
,--7

年的
0.$,

*

.-

万上升到
,-.-

年的
1,$-

*

.-

万$心血管疾病病死率上升趋势

是由缺血性心脏病的病死率上升所引起#按地域分心血管疾

病死亡人数是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目前明确高血压"

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超重*肥胖"不合理膳食"体力活动不

足"代谢综合征等为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53.-

'

$具有高水平

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生活方式极不健康$预示着人群将

具有心血管疾病的高发病率%但目前病死率逐年下降&

..

'

#心

脏病死亡性别比差异不大$提示男女心脏病罹患比差异不大$

近年来多项统计表明女性心脏病患病率逐渐赶超男性$尤其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患心脏病的概率更高$可能与女性特殊

的生理特点有关#应积极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提高人们的健康

意识$规律作息$定期体检$合理膳食$适度锻炼$戒烟限酒$提

倡科学"合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3.2

'

#

本院呼吸系统疾病近
.+

年死亡
.2--

例$占死亡病例的

.7$11/

$居住院患者死亡原因顺位第二位$且肺癌&

2+-

例

(

,0$+5/

)'为恶性肿瘤中的首位死因$这与国内其他统计基本

一致&

.7

'

#前三位死因分别为肺炎(

27$1,/

)"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

2.$-5/

)"呼吸衰竭(

.4$41/

)#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率可

能与空气污染以及吸烟等因素有关$大气污染短期暴露与居民

总病死率的增加显著相关$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病死率的影响尤

为显著&

.+3.4

'

#随着国家一系列控烟举措的实施$公共场所吸

烟率明显下降$但其力度还远远不够#医院应继续加强控烟活

动的宣传$实施控烟措施$有利于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病死率#

同时建立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加强环境卫生保护$改善的生

活环境$定期进行身体健康体检$提高疾病的早知晓率及早治

疗率&

.0

'

#

恶性肿瘤为本院近
.+

年来住院患者死亡的第三大死因$

占死亡病例的
.7$47/

$主要为肺癌(

,0$+5/

)"白血病(

.5$

,-/

)"肝癌(

.7$44/

)"肠道肿瘤(

+$+1/

)及食道癌(

+$,-/

)#

这与四川省肿瘤医院的统计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5

'

#生存环境

的污染"吸烟或吸烟环境"遗传基因和不良的生活习惯等均可

导致人群罹患恶性肿瘤#尤其是高发病率及高致死率的肺癌

的发病率与吸烟"饮酒"空气污染等因素息息相关&

.1

'

#通过改

变或避免主要的罹患因素$如吸烟"肥胖"缺乏体力活动"性传

播感染和职业致癌物质等$超过约
2-/

的癌症是可以提前预

防的#如果能在肿瘤初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最大

限度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可以达

到临床治愈的效果#同时医院应加大宣传力度$做好健康体检

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恶性肿瘤的发生率和病死率#另外肿瘤

患者的心理疾病的发病率极高$导致患者的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不高$尤其是食管癌患者抑郁和绝望的发生率最高$同时也会

影响到周围环境中的人$所以医院在做好药物治疗的同时$加

强心理安慰治疗及精神因素的预防就很重要&

,-

'

#

本院近
.+

年中毒与损伤占总死亡病例的
.-$5/

$居第四

位#损伤中以颅脑损伤(

+,$2+/

)"烧伤及烫伤(

1$0,/

)"骨折

(

0$+1/

)为主$中毒以农药中毒(

.-$24/

)为主要#男性主要

以车祸为第一位死因$女性则以自杀为第一位死因#不同年龄

段的具体的伤害及中毒致死原因略有不同$呈区域性分布&

,.

'

#

日常生活中应加强交通安全法规宣传$严抓交通违法行为$同

时做好家庭心理疏导$树立社会主人翁意识等可以减少或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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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损伤或中毒事件的发生$降低病死率#

本院新生儿"婴儿及
+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呈逐年下降趋

势#据统计本院
,---

!

,-.7

年
+

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数占总

死亡人数的
2$51/

$而到
,-.-

!

,-.7

年下降为
2$-5/

#婴幼

儿和新生儿死亡病例数占
+

岁以下儿童死亡病例数的
07$4/

(

0-+

*

17+

)$而导致新生儿死亡的前几位原因主要为新生儿窒

息"早产和低体质量儿"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败血症"先天性心

脏病等$这与国内报道基本相符&

,,3,2

'

#分析原因主要是由于

近年来本市提倡优生优育政策$同时加强孕前检查及先天畸形

筛查$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筛查和免费治疗等工作$同时归

因于本院近年来加大孕产医疗工作的投入$本院孕产医疗水平

迅速提高$使
+

岁以下儿童病死率逐步降低#

从死亡年龄段分布来看$死亡高发年龄段为
4-

岁及以上$

有
7,5.

人$占死亡人数的
71$25/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

发展$我国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且非传染性疾病为其主要死因#

老年化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医院需要积极加强对

老年患者的防护措施$不断延长老年人的生命$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降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及病死率#据统计老年人死

亡人数的多少还与天气有关系$季节死亡分布中$死亡人数以

冬季及春节最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老年人呼吸道感染疾

病最常见和最致命的一种$由于老年患者机体抵抗力降低$在

气候骤变的寒冷季节里最易出现病情加重$甚至死亡$故在季

节交替及气候变化时需加强对老年患者的防护"保健及关心#

医院也应增加医疗资源的配置$加强救治工作$开展卫生宣传

教育$倡导全民共同参与的健康生活方式#老年人也应增强自

我保健意识$家庭应加强对老年人的关心和陪护$共同促进老

年人身心健康$降低老年患者的病死率&

,73,+

'

#

本院应该加强对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外科"肿瘤内外科"

呼吸科"老年科等科室的专科建设力度$形成合理的"有效的人

才布局$提升专科技术力量$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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