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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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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重庆市患者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方法
!

运用
6g76DHRDH1%%/31

提取
1%$0Z

1%$<

年出院病人量前
$<

位医院的
1$)-/$/

例住院患者相关信息!并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再运用
656(&1

软

件!通过方差分析对各因素分类间进行单因素分析!通过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分析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结果
!

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是否抢救&是否输血&入院病情&离院方式&操作类别&有无其他诊断
(

个因素与住院费用

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各因素对住院费用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住院时间&操作类别&是否输

血&年龄&离院方式&有无其他诊断&性别&是否抢救&入院病情%结论
!

住院时间&操作类别&是否输血可能是住

院费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

回归分析#住院费用#影响因素#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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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是指患者住院期间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是影响患者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满意度的重要

因素之一#是反映我国医改成效*医院管理水平*医疗

质量的关键指标'

$

(

#也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43̂ +

&

经过换算后$费用消耗指数&用来反应医疗服务效率

的重要指标之一)住院费用是否能够得以控制直接

关系到医疗改革的成败#关系到能否切实减轻患者经

济负担)

1%$<

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印发控制公立医院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的通知0中明确指出

,将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作为深化医改

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切实减轻费用负担-

'

1

(

%

1%$)

年原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后文简称卫计委&要求

力争全国医疗费用增长幅度在
1%$-

年底降到
$%>

以

下'

'

(

)因此#本文通过分析重庆市患者住院费用的影

响因素#针对性地提出相应对策#为重庆市控制住院

费用不合理增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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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择重庆市
1%$0Z1%$<

年出院患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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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统计师#硕士#主要

从事医学数据统计与挖掘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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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数量为前
$<

位三级甲等医院的
1$)-/$/

例住院

患者为研究对象#占重庆市所有医院总住院患者数量

的
1(&<>

)包括主要诊断编码$

d$

&*性别$

d1

&*年龄

$

d'

&*住院时间$

d0

&*是否抢救$

d<

&*是否输血$

d)

&*

入院病情$

d-

&*离院方式$

d/

&*操作类别$

d(

&*有无

其他诊断$

d$%

&

$%

个因素及住院费用$

e

&)其中主

要诊断编码根据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

类第
$%

次修订本$

8;4.$%

&编码章为基础'

0

(

)

C&D

!

方法
!

$

$

&按主要诊断编码章进行描述统计#分

析各系统章节疾病住院费用对总住院费用的影响)

$

1

&通过方差分析对各因素分类间进行单因素分析#

研究各个因素分类间的住院费用的差异)$

'

&将单因

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转换成虚拟变

量'

0.<

(

#引入多元逐步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比

较各因素内部的虚拟变量对住院费用的影响大小)

$

0

&分别引入变量做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得到回归方

程的确定系数
31

#再经过转换得到偏确定系数'

)

(

#用

于比较各因素对住院费用的作用大小)

C&E

!

统计学处理
!

运用
6g76DHRDH1%%/31

对已收

集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规约*数据清理*数据转

换等)运用
656(&1

软件#通过方差分析对各因素分

类间进行单因素分析#检验水准为
%&%%%$

)通过多

元线性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因素分析#自变量筛选方法

采用逐步筛选法$

6CYS[86Y

&#引入自变量的检验水

准为
%&%<

#剔除自变量的检验水准为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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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D&C

!

一般情况
!

根据研究目的剔除资料不完整或主

要诊断编码错误
'<%<$$

例#编码不匹配
'/'<0

例#

住院时间大于或等于
)%!

或费用小于或等于
$%%

元

'%11)

例#剩余
$-0/-1-

例)住院费用中位数为

-'11

元#费用前
<

位的编码章为用于特殊目的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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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先天性畸形*变形和

染色体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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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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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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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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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构成比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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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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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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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占总例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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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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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诊断编码章费用情况

主要诊断编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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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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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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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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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

性别 男
/-$1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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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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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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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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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 01)(/$ (1</

$

'('%

#

$0</)

&

住院时间$

!

&

$

- /0$0%- 0)$)

$

101'

#

)/%(

&

'1$-%(&%%

$

%&%%%$

-

"

$0 )0%(($ ('(/

$

<<-0

#

$'111

&

%

$0 1))'1( 111'/

$

(%')

#

'<00%

&

是否抢救 是
$)((/ $$%%'

$

1'$<

#

$()(%

&

0000&%/

$

%&%%%$

否
$-'$-1( -1(0

$

1/($

#

$$)()

&

是否输血 是
))$<0 1'$)'

$

'/$(

#

01<%)

&

$)-<<)&%%

$

%&%%%$

否
$)/1<-' -$1$

$

1(<%

#

$$1(1

&

入院病情 有
$<-$/0/ -1)(

$

1/'(

#

$$)(/

&

1(/&<$

$

%&%%%$

临床未确定
$1(//' -/'%

$

'0/%

#

$1$/%

&

情况不明
'01'% -0'0

$

1/('

#

$$(-0

&

无
$1-)) -/'/

$

'%$(

#

$1)<-

&

离院方式 医嘱离院
$<%-(0$ -0(<

$

'%/1

#

$$(%/

&

0/$'&)/

$

%&%%%$

医嘱转院
(/1- )<)/

$

$$<$

#

$$(/<

&

医嘱转社区
$//) )//%

$

1'-$

#

$$'//

&

非医嘱离院
1%1'-1 <(1<

$

1%<<

#

(-(<

&

死亡
$%-(- 1$%11

$

111-

#

'(/$-

&

其他
$<(%0 <(-1

$

$')'

#

$%</%

&

操作类别 手术性操作
0%)'</ $%-0<

$

0%))

#

$-01'

&

'0/)%&-%

$

%&%%%$

治疗性操作
$0''$) /$%/

$

$<$(

#

$0)(-

&

诊断性操作
1%(-0' -$'-

$

'11/

#

$$%0<

&

无
(/('$% )1-)

$

1)(0

#

(/</

&

其他诊断 有
$1<'($% -(%-

$

'10(

#

$1<)0

&

$)<('&'%

$

%&%%%$

无
0(0/$- </-<

$

1$1'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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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的单因素分析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

个因素分类间住院费用均不相同#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性别*年龄*住院时间*是否抢救*

是否输血*入院病情*离院方式*操作类别和是否有其

他诊断均与住院费用相关#见表
1

)

D&E

!

住院费用的多因素分析
!

多因素分析见表
'

)

回归模型显示虚拟变量
4d-'

$情况不明&*

4d'<

$

$$

"

$/

岁&被排除#除
4d'1

$

$

"

'

岁&无统计学意义$

!B

%&%%%<

&外#剩余变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是住院费用的影响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住院费用男性患者高于女性患者%不同年龄

段的患者住院费用由高至低依次为
%

)<

*

%

0%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岁%随着住院时

间的增多而增加%抢救患者高于未抢救患者%输血患

者高于未输血患者%入院病情为无的患者高于入院病

情为有的患者%不同离院方式的患者住院费用由高至

低依次为死亡*医嘱转院*非医嘱离院*其他*医嘱转

社区*医嘱离院%不同操作类别的患者住院费用由高

至低依次为手术性操作*治疗性操作*诊断性操作*

无%有其他诊断的患者高于无其他诊断的患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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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虚拟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

小于
$%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见表
0

)根据确定系数

可以看出#变量共解释了住院费用
'-&1->

的变化)

根据偏确定系数可以看出#各指标对住院费用影响从

大到小依次为住院时间*操作类别*是否输血*年

龄*离院方式*其他诊断*性别*是否抢救*入院

病情#见表
<

)

表
'

!!

住院费用影响因素虚拟变量赋值情况

因素 原变量 虚拟变量 虚拟变量赋值

性别
d1 4d1

男
B$

#女
B%

年龄
d' 4d'1Z4d'/

参照类!

d'B

,

$

$

岁-#

4d'#B%

$

#B1

#

'

#

0

#

<

#

)

#

-

#

/

&

住院时间
d0 4d01Z4d0'

参照类!

d0B

,

$

-!

-#

4d0#B%

$

#B1

#

'

&

是否抢救
d< 4d<

是
B$

#否
B%

是否输血
d) 4d)

是
B$

#否
B%

入院病情
d- 4d-1Z4d-0

参照类!

d-B

有#

4d-#B%

$

#B1

#

'

#

0

&

离院方式
d/ 4d/1Z4d/)

参照类!

d/B

医嘱离院#

4d/#B%

$

#B1

#

'

#

0

#

<

#

)

&

操作类别
d( 4d(1Z4d(0

参照类!

d(B

手术性操作#

4d(#B

%

$

#B1

#

'

#

0

&

其他诊断
d$% 4d$%

有
B$

#无
B%

表
0

!!

住院费用多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虚拟变量
!

标准偏

回归系数

方差

膨胀因子

常数项
%&%%%<

!

%

!

%

性别 男$

4d1

&

%&%%%< %&%'<$/ $&%0$%)

年龄$岁&

$

"

'

$

4d'1

&

%&%%%< Z%&%%1-' $&)()1/

%

'

"

-

$

4d''

&

$

%&%%%$Z%&%%-<% $&<'01(

%

-

"

$$

$

4d'0

&

$

%&%%%$Z%&%%))0 $&1)0<'

%

$/

"

0%

$

4d')

&

$

%&%%%$ %&%$/%) 1&/)$$<

%

0%

"

)<

$

4d'-

&

$

%&%%%$ %&$%)0% '&/'%0'

%

)<

$

4d'/

&

$

%&%%%$ %&$%/(' '&'%$%<

住院时间$

!

&

-

"

$0

$

4d01

&

$

%&%%%$ %&$</%% $&$)01/

%

$0

$

4d0'

&

$

%&%%%$ %&0-'-( $&1%(-'

是否抢救 是$

4d<

&

$

%&%%%$ %&%1<1- $&%'(1$

是否输血 是$

4d)

&

$

%&%%%$ %&$(0%% $&%)$1(

入院病情 临床未确定$

4d-1

&

$

%&%%%$Z%&%%1<% $&%%/1%

无$

4d-0

&

$

%&%%%$ %&%$')' $&%$%)0

离院方式 医嘱转院$

4d/1

&

$

%&%%%$ %&%$-(0 $&%%'$-

医嘱转社区$

4d/'

&

$

%&%%%$ %&%%1-$ $&%%$0<

非医嘱离院$

4d/0

&

$

%&%%%$ %&%$'-1 $&%'/'<

续表
0

!!

住院费用多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虚拟变量
!

标准偏

回归系数

方差

膨胀因子

死亡$

4d/<

&

$

%&%%%$ %&%-1<' $&%1<'/

其他$

4d/)

&

$

%&%%%$ %&%%)<( $&%%)1%

操作类别 治疗性操作$

4d(1

&

$

%&%%%$Z%&%<'<% $&'%(/)

诊断性操作$

4d('

&

$

%&%%%$Z%&$%0() $&0$0$1

无$

4d(0

&

$

%&%%%$Z%&1<'() $&)%<)(

其他诊断 有$

4d$%

&

$

%&%%%$ %&%'/<0 $&%)$(/

表
<

!!

含不同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及变量的偏确定系数

方程所含变量 对应因素
7

1

$.7

1

7

1偏

全部变量$

4d1.4d$%

&

%&'-1-

除
4d01.4d0'

外的变量 住院时间
%&$/-1 %&/$1/ %&'$%'

除
4d(1.4d(0

外的变量 操作类别
%&''%) %&))(0 %&$)1<

除
4d)

外的变量 是否输血
%&''-' %&))1- %&$<0$

除
4d'1.4d'/

外的变量 年龄
%&')$/ %&)'/1 %&$1$)

除
4d/1.4d/)

外的变量 离院方式
%&')-1 %&)'1/ %&$$0$

除
4d$%

外的变量 其他诊断
%&'-$0 %&)1/) %&$%/1

除
4d1

外的变量 性别
%&'-$) %&)1/0 %&$%-(

除
4d<

外的变量 是否抢救
%&'-1$ %&)1-( %&$%-1

除
4d-1.4d-0

外的变量 入院病情
%&'-1) %&)1-0 %&$%)<

E

!

讨
!!

论

E&C

!

住院时间是影响住院费用最主要的因素
!

本研

究发现#住院时间的偏确定系数为
%&'$%'

#远高于其

他影响因素#所以住院时间是影响住院费用最主要的

因素#也是
43̂ +

分组器中非常重要的分支节点#这

与金琦等'

)

(

*薛允莲'

-

(

*杜亚玲等'

/

(

*吕晓峰等'

(

(

*刘

平等'

$%

(提出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肖梦等'

$$

(

*杨耀

淞等'

$1

(提出的研究结果$影响因素第
1

位&略有不同#

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所致)住院时间大于
$0!

的标准偏回归系数为
%&0-'-(

#远高于其他分组#患

者住院费用最高#住院费用中位数为
111'/

元#且随

着住院时间的增加#住院费用也逐渐增加)因此#需

有效缩短住院时间#控制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笔者

建议医院采取以下直接或间接的措施!$

$

&根据自身

发展现状#改进诊疗流程#建立一套科学的诊疗流程)

$

1

&医院内部组织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医院

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能力)

$

'

&有针对性地加大资金投入#吸引复合型人才#购买

较为先进的医疗设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以提高工

作效率)$

0

&提高医院信息化水平#借助信息化手段#

实施远程医疗#及时提供检查检验报告信息等)$

<

&

建立和落实随访制度)$

)

&根据当地医保政策#切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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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工作)$

-

&根据国家发布的

病种临床路径方案#落实临床路径管理制度#规范诊

疗行为)$

/

&医师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年龄*性别*病种

特征等制订科学*高效的疾病诊疗方案#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住院时间)$

(

&可以将风险调整后的平均住院

时间纳入绩效考核)$

$%

&医院运用
S4;5

方法缩短

患者平均住院时间)$

$$

&针对住院时间超过
$

个月

的患者进行管理和评价)$

$1

&预防医院获得性感染

的发生#间接降低住院时间)同时#笔者也给政府及

卫生行政部门提出
1

点建议!$

$

&借鉴国内外疾病诊

断相关分类预付款制度$

43̂ +.SS+

&#且在设计
43̂ +

分组器优先考虑住院时间作为分支节点)$

1

&政府加

大医疗资源的投入#包括医师*资金*医疗设备等#提

高医疗服务能力#从而减少住院时间#降低患者住院

费用'

$'

(

)此外#社会媒体加强宣传和引导#对卫生行

政部门*医院*医师进行监督)

E&D

!

操作类别和是否输血也是影响住院费用的较为

重要因素
!

表
<

结果显示操作类别和是否输血分别

为影响因素的第
1

*

'

位#所以操作类别*是否输血是

住院费用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也是
43̂ +

分组器中

较为重要的分支节点)而其他诊断*是否抢救*入院

病情对住院费用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袁继梅等'

$

(的

研究结果一致)手术性操作的患者住院费用远高于

治疗性操作*诊断性操作或无操作患者的住院费用#

一方面是因为手术本身的治疗费用较贵#另一方面是

因为手术性操作的患者与非手术性操作的患者相比#

住院时间偏长#间接导致了住院费用增加)输血患者

的住院费用远高于未输血的患者#除了因为输血费本

身是住院费用的组成部分#也因为输血者大多是疑难

危重或需要做大型手术的患者)因此#为了降低操作

类别*是否输血对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的影响#笔者

建议医院采取以下措施!$

$

&严格控制治疗性操作*诊

断性操作的实施指针)$

1

&医师和疾病编码员正确填

写治疗性操作和诊断性操作#确保病种的
43̂ +

入组

率及入组正确率)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可考虑以下

改进措施!$

$

&提高诊断性操作医保报账比例#降低诊

断类费用的自付比例)$

1

&卫生行政部门加强对医院

过度医疗的管控和监督)$

'

&在设计
43̂ +

分组器时

将操作类别*是否输血作为重要的分支节点)

E&E

!

住院费用随患者的年龄增长而增加
!

研究结果

显示#住院费用影响因素中#年龄为第
0

位)表
1

显

示从
$

岁开始#随着年龄增加#住院费用逐渐增加#这

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各个系统机能减低#逐

渐出现不同程度的合并症和并发症'

(

(

)据/

1%$-

年重

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0显示#截至
1%$-

年底#重庆市
)%

岁周岁以上人口达
)1$&-)

万#占总

人口的
1%&1>

'

$0

(

#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

'

$<

(

#

甚至一部分人处于失能的健康状态#直接增加了住院

期间的医疗费用)而性别对住院费用影响较小#男性

患者住院费用高于女性患者)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往

往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诸如吸烟*嗜酒*熬夜上网玩

游戏等#从而增加了疾病发生及危害程度%同时男性

肩负着经济*体力*心理等各种压力#并发症和并发症

相对较多#从而间接增加了住院费用'

$%

(

#这与范冬冬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因此#笔者建议针对不同年龄

段设置医保赔付比例#进一步提高对
)%

岁以上患者

的赔付比例)同时应向患者进行宣教!$

$

&老年人应

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配合医务人员的专项疾病筛查和

定期随访检查#以减少并发症和并发症的发生#从而

降低住院费用)$

1

&青年患者应改变不良的生活习

惯#学习健康教育知识#加强锻炼#增强体质#以降低

患病率)$

'

&做好先天性疾病的筛出#预防后遗症的

发生)$

0

&患者自身还应当增强医保意识#不抱侥幸

心理#提高赔付利用率#以减少重大疾病带来不必要

的损失#从而降低住院费用)此外#社会倡导全民医

保#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医保意识)借鉴国外适当发

展健康咨询师和家庭医师#患者增强健康意识#做到

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及时就医避免病情加重)

综上所述#住院费用是否得到合理控制直接关系

到能否根本减轻患者负担和提高患者对医疗机构医

疗服务能力的满意程度#同时也间接关系到医疗体制

改革是否成功)只有通过社会*政府及卫生相关部

门*医保机构*医疗机构*医师及患者自身等多方的努

力#才能达到控制住院费用不合理增长或降低住院费

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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