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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自理能力及创伤后成长"

SĈ

$的相关性及影响程

度%方法
!

采用巴氏指数"

?8

$!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量表"

66Yg

$和简体中文版创伤后成长评定问卷"

;.SC.

8̂

$对
$-1

例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进行调查分析%采用
SDOH+",

相关分析
66Yg

得分与
?8

及
;.SĈ 8

得分的相

关性!同时以脑卒中
66Yg

两个维度为因变量!以
?8

及
;.SĈ 8

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年龄"

<%&-'\$%&1-

$岁!

?8

得分为"

)1&0-\1-&))

$!

66Yg

得分为"

-/&<(\1-&-$

$

分!其中活动功能维度得分"

0)&(0\1$&11

$分&自我管理维度总得分"

'$&1<\$%&1/

$分#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

SĈ 8

总得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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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66Yg

得分与
?8

得分及
;.SĈ 8

得分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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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显示
?8

及
;.SĈ 8

各维度共解释
66Yg

活动功能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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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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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

与
66Yg

及
SĈ

呈正相关!医护工作者可以提高患者康复自我效能水平!以促进患者采取积极康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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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D,!D,IROH#O.

MGD+

#

LQGI#

F

GD+ID

F

N#+DHD

P

HD++#",O,OG

W

+#+NO+

F

DHA"HLD!",IJDL&,5=%$&=

!

CJDORDHO

P

DO

P

D"A

F

OI#D,I+NO+

$

<%&-'\$%&1-

&

W

DOH+"G!&CJDLDO,+K"HD"A547NO+

$

)1&0-\1-&))

&

+K"HD+

#

66YgNO+

$

-/&<(\1-&-$

&

+K"HD+

#

OL",

P

NJ#KJIJDOKI#R#I

W

AQ,KI#",!#LD,+#",+K"HDNO+

$

0)&(0\1$&11

&

+K"HD+

#

+DGA.LO,O

P

DLD,I!#LD,.

+#",NO+

$

'$&1<\$%&1/

&

+K"HD+&CJDORDHO

P

DO

P

D"A;.SĈ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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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发病具有年轻化的趋势'

$

(

)/中国脑卒中

防治报告$

1%$)

&0

'

1

(指出!我国脑卒中患者有
0<%

万

带残生存#伴有不同程度自理能力受限及抑郁心理状

态'

'

(

#

0%

"

)0

岁劳动力人群所占的比例超过
<%>

#可

见脑卒中已对我国中青年这一劳动力人群形成了严

重威胁#对个人*家庭乃至社会都将造成沉重的负担)

自我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活动的信念)

脑卒中患者残疾状态直接影响了患者开展日常生活

活动能力$

OKI#R#I#D+"A!O#G

W

G#R#,

P

#

547

&*康复活动

的态度及心理状态)创伤后成长 $

F

"+IIHOQLOI#K

P

H"NIJ

#

SĈ

&是指患病后的积极心理体验#研究证实

积极的情绪可减少脑卒中再发的风险'

0

(

#因此提高患

者康复自我效能及身心状态尤为必要)为从多角度

了解我国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及

SĈ

的现状#探讨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及
SĈ

的

相关性#为医护工作者寻求提升康复自我效能*

SĈ

水平提供策略依据)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采取便利抽样法#于
1%$-

年
1

月至

1%$-

年
/

月在郑州市
1

家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及

神经康复科抽取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的中青年脑卒

中患者
$-1

例)纳入标准!$

$

&年龄
$/

"

)0

岁%$

1

&符

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的诊断标准#结合
1%$1

年最

新制订的缺血性脑卒中诊断和诊疗质量控制行业标

准'

<

(

#并遗留有一定程度功能障碍经颅脑
;C

或者

238

确诊为脑卒中者%$

'

&认知功能正常#且无明显语

言功能障碍%$

0

&病情稳定者%$

<

&意识清楚*知情同意

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标准!$

$

&伴有其他危重疾

病者#如心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恶性肿瘤*严重

外伤等其他危重病症者%$

1

&接受过其他调查或咨

询者)

C&D

!

研究工具

C&D&C

!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

由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

及内容自行设计#包括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人口学资料

$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共
(

个条目&和疾

病相关资料$疾病类型*伴随症状*躯体活动能力等共

0

个条目&两个部分)

C&D&D

!

巴氏指数$

MOHIJDG#,!DE

#

?8

&

!

?8

用于测评

患者自理程度#包括吃饭*穿衣*大小便控制*床椅移

动等内容#共
$%

项#总分
$%%

分)得分越高#提示独

立性越好)根据得分将
547

分为
0

个等级#其中
$%%

分为无需依赖#

)%

"

((

分为轻度依赖#

0$

"

<(

分为中

度依赖#

$

0%

分为重度依赖)此评估工具的重测信度

为
%&/(

#其中评定者间信度
%&(<

'

)

(

#是评定患者
547

的有效方法)

C&D&E

!

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量表$

66Yg

&

!

该量表

由
X_]Y6

等'

-

(研制#该量表用于测量脑卒中患者康

复自我效能感)共有
$'

个条目#包括活动功能*自我

管理两个维度#采用
$$

个等级评分法)量表最终得

分越高#表示被测试者的康复自我效能感越高)英文

版量表
;H",MOKJT+

#

系数为
%&(%%

)我国学者李鸿艳

等'

/

(将其汉化*修订#删去两个条目#总量表的
;H",.

MOKJT+

#

系数为
%&()(

#证实中文版的
66Yg

可作为

评估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的工具)

C&D&F

!

简 体 中 文 版 创 伤 后 成 长 评 定 问 卷

$

;.SĈ 8

&

!

我国学者汪际等'

(

(汉化修订的
;.SĈ 8

#

包括
<

个维度*

1%

个条目)分别为与他人关系$

)

个

条目&*新的可能性$

'

个条目&*个人力量$

0

个条目&*

人生感悟$

'

个条目&及精神转变$

0

个条目&)

;.SC.

8̂

采用
7#fDHI)

级评分法#分值越高提示
SĈ

越高)

总分
%

"

$%%

分#总量表
;H",MOKJT+

#

系数为
%&/-0

#

信度良好)

C&E

!

方法
!

资料收集前获得公认的量表#并经过原

作者授权#掌握量表的使用方法)成立包括
)

人的课

题小组#

1

名教授负责资料收集中质控的监督及联系

受调查医院#

1

名讲师负责一般资料设计及培训调查

指导语#

1

名在读研究生#经统一培训后#负责问卷的

发放和回收#本研究严格根据样本的纳入*排除标准*

基于自愿的原则选取研究对象)受调查者独立自行

完成#对于书写困难但意识清醒的研究对象由调查者

一一念出#在研究对象理解的基础上协助其完成问

卷)最后由调查员进行核对检查#若有遗漏及时补

全#每次调查时间为
'<

"

0%L#,

#共发放
$/%

份问卷#

收回有效问卷
$-1

份#统计分析阶段#采取盲法设计#

问卷发放者不参与数据分析与解释*评价)

C&F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录入
Yd;Y7

软件)

调查结果采用
6S66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资料录

入采用双人平行录入#并进行核对#无误后进行数据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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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一般资料情况%

(B$-1

&

项目 组别 频数$

(

& 构成比$

>

& 项目 组别 频数$

(

& 构成比$

>

&

性别 男
$$0 ))&'%

职业 职工
)0 0-&1%

女
</ ''&-%

经商
'' $)&'%

民族 汉族
$<0 /(&<%

农民
)1 ')&%

回族
$/ $%&<%

其他
0% 1'&'%

婚姻 有配偶
$)) ()&<-

性格 内向型
<0 '$&0%

无配偶
) '&0'

外向型
/) <%&%%

收入$元&

$

$%%% 0/ 1-&(%

中间型
'1 $/&)%

$%%%

"$

'%%% -' 01&<%

医保 自费
' $$&)%

&

'%%% <$ 1(&-%

居民
$)( //&0%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1 $1&(%

诊断类型 脑梗死
0) 1)&/%

初中
</ ''&-%

脑出血
$11 -%&(%

高中及中专
)1 ')&%%

混合型
0 1&'%

大专及以上
'% $-&0%

病程$月&

$

$ $$% )0&%%

子女情况$

(

&

% 0 1&'% $

"$

' '0 $(&/%

$ )$ '<&<% '

"$

) / 0&-%

&

1 $%- )1&1%

&

) 1% $$&<%

!!

婚姻状况!无配偶包括未婚*离婚及丧偶

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

示#采用
SDOH+",

相关分析探讨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及
SĈ

的相关性)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
547

及
SĈ

水平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的影

响'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一般资料
!

本研究纳入的

$-1

例患者#年龄
1%

"

)0

岁#平均$

<%&-'\$%&1-

&岁)

其他构成的一般资料见表
$

)

D&D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8

得分情况
!

本研究结果

显示#患者
?8

得分
$%

"

$%%

分#平均$

)1&0-\1-&))

&

分)其中#重度依赖患者占
'%&'>

#平均$

1-&'%\

/&0'

&分#中度依赖患者占
$$&)>

#平均$

<%&01\

<&)(

&分#轻度依赖患者占
0(&(>

#平均$

/$&/(\

(&()

&分#无需依赖占
/&1>

)

D&E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SĈ

得分

情况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66Yg

总

得分为$

-/&<(\1-&-$

&分#活动功能维度得分为

$

0)&(0\1$&11

&分*自我管理维度得分为$

'$&1<\

$%&1/

&分)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SĈ 8

总得分为

$

<%&<<\1%&<-

&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为!人生感

悟$

$)&00\-&11

&分*自我转变$

(&01\0&01

&分*新的

可能性$

/&)'\0&/<

&分*与他人关系$

/&'%\'&))

&

分*个人力量$

-&-<\0&$1

&分)

D&F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及

SĈ

的相关性
!

本研究结果显示#

66Yg

与
?8

呈正

相关$

"B%&)$$

#

!

$

%&%$

&#活动功能维度得分与
?8

总分呈正相关$

"B%&)(<

#

!

$

%&%$

&#自我管理维度得

分与
?8

总分呈正相关$

"B%&1$'

#

!

$

%&%$

&%

66Yg

与
;.SĈ 8

呈正相关$

"B%&1/1

#

!

$

%&%$

&#各维度间

的相关系数
"B%&$<)

"

%&'0(

#见表
1

)

表
1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创伤后

!!!

成长的相关性%

(B$-1

(

"

&

项目 活动功能维度 自我管理维度
66Yg

?8

得分
%&)(<

M

%&1$'

M

%&)$$

M

;.SĈ 8 %&1%0

M

%&'0%

M

%&1/1

M

!

个人力量
%&1/<

M

%&'0(

M

%&'0/

M

!

人生感悟
%&11)

M

%&'0-

M

%&'%1

M

!

自我转变
%&$-'

O

%&1'(

M

%&11$

M

!

与他人关系
%&%-% %&1-)

M

%&$<)

O

!

新的可能性
%&%-) %&1%%

M

%&$'1

!!

O

!

!

$

%&%<

#

M

!

!

$

%&%$

表
'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多元

!!!

逐步回归分析%

(B$-1

&

因变量 自变量
, PR

"

3 !

活动功能

个人力量
%&('$ %&0'< %&$/$ 1&$0$ %&%'0

人生感悟
%&'1- %&'-) %&$$$ %&/-%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续表
'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多元

!!!

逐步回归分析%

(B$-1

&

因变量 自变量
, PR

"

3 !

自我转变
%&$'1 %&')< %&%1/ %&')$ %&-$/

与他人关系
%&11( %&00( %&%0% %&<$% %&)$$

新的可能性
Z%&01$ %&'0$ Z%&%() Z$&1'1 %&11%

自我管理
?8

得分
%&%/1 %&%1- %&11% '&%)- %&%%'

个人力量
%&0/< %&1/' %&$(0 $&-$0 %&%//

人生感悟
%&1</ %&100 %&$/1 $&%</ %&1($

自我转变
Z%&$$1 %&1'- Z%&%0/ Z%&0-% %&)'(

与他人关系
%&'/< %&1(1 %&$-0 $&))/ %&%(-

新的可能性
Z%&1%' %&111 Z%&%() Z%&($' %&')'

!!

活动功能!

7

1

B%&<<'

#

#

7

1

B%&<'-

#

;B''&((-

%自我管理!

7

1

B

%&$(<

#

#

7

1

B%&$)<

#

;B)&)<$

D&I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的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
!

为探讨
547

及
SĈ

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康复自我效能的影响#以康复自我效能量表两个维度

得分为因变量#以
?8

得分及
;.SĈ 8

各维度得分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

?8

得分

及
;.SĈ 8

各维度共解释
66Yg

活动功能维度

<'&->

#自我管理维度
$)&<>

#见表
'

)

E

!

讨
!!

论

E&C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状况分析
!

本

研究结果,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66Yg

总得分属中低水

平-#说明患者康复信心相对不足)可能是患者心理

上尚未接受患病)周群'

$$

(的研究低于本研究结果)

分析其原因#本研究主要调查中青年患者#此时患者

拥有较多的医疗资源#康复自我效能相对较高)本研

究结果中#

66Yg

自我管理维度得分不高#分析原因#

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并未意识或意

识不够#使得自我管理维度得分不高)

E&D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SĈ

水平状况分析
!

本研

究结果显示#

;.SĈ 8

总得分$

<%&<<\1%&<-

&分属中

低水平)这一结果稍低于杨亚平等'

$1

(研究结果

'$

)%&0%\$'&'/

&分(#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是本研究

纳入患者多为首次发病#尚处于对疾病的否认期#患

病致残无疑对其是重创%另一方面患病初期#患者诸

多简单的活动如吃饭*穿衣无法独立完成#更加重了

内心的挫败感)另外#中青年患者承担着重要的家庭

及社会角色#心理负担较重'

$'

(

)医护人员可通过以下

措施提高患者
SĈ

!$

$

&医护人员可动态观测患者

SĈ

水平%$

1

&结合中青年人群特点#采用手机
5SS

对患者进行个性化心理指导%$

'

&增加患者心理援助)

E&E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创伤

后成长的相关性分析
!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中

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呈正相关)

国内研究也证实患者自理能力的恢复对康复自

我效能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0

(

)可见患者自理能力的

提升#可改善患者康复自我效能)班杜拉的自我效能

理论中提出#自身的直接经验也能提高患者自我效

能#患者
547

恢复#残障状态逐步减轻#更加愿意参

与康复锻炼)提示医护人员可协助患者完成力所能

及的活动#提高患者参与日常生活活动的兴趣)

本研究显示康复自我效能水平与中青年脑卒中

患者
SĈ

总体水平呈正相关#这与贾晓琴等'

$<

(在乳

腺癌患者中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康复自我效能水平

越高#患者
SĈ

水平也越高#而
SĈ

提高又可改善

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疾病康复结局'

$)

(

)提示应促进

患者心理调适#以期提高其自我效能及积极心理

水平)

E&F

!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回归分析
!

回

归分析显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
547

及
SĈ

水平是

康复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这与林蓓蕾等'

$-

(在社区

脑卒中患者开展研究结果一致)因此#促进患者
547

及心理状态可改善患者康复自我效能)患者的自我

管理不仅与患者身心状态有关#与认知*信念及行为

等也相关'

$-

(

#可从多角度探讨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

或者可从质性研究的角度深度挖掘#以补充量性研究

的结果)

中青年脑卒中患病周期较长#而家庭及社会责任

暂时无法承担#加之医疗费用#使得患者担负着沉重

的心理及经济负担#对其康复信心及认知功能产生不

良影响'

$-.$(

(

)因此提高患者积极性#对心理状态及自

我效能的提升*生活质量及康复结局的改善均有重要

帮助)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康复自我效能与
547

及
SĈ

呈正相关#因此#医护工作者应积极寻求提升中青年

脑卒中患者的
547

及积极心理体验的策略#以期提

高患者康复自我效能水平#促进患者采取积极康复行

为#达到身心康复的目的)

参考文献

'

$

(

2_U5@@5385] 4

#

?Y]X528] YX

#

_̂ 56

#

DIOG&

:DOHI!#+DO+DO,!+IH"fD+IOI#+I#K+.1%$)Q

F

!OID

!

OHD

F

"HI

AH"LIJD5LDH#KO, :DOHI5++"K#OI#",

'

X

(

&;#HKQGOI#",

#

1%$)

#

$''

$

0

&!

D'/.')%&

'

1

( 王陇德#王金环#彭斌#等
&

/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
1%$)

0概

要'

X

(

&

中国脑血管病杂志#

1%$-

#

$0

$

0

&!

1$-.110&

'

'

( 王娟#李志伟#余雨
&

脑卒中后抑郁的相关因素研究'

X

(

&

重庆医学#

1%$0

#

0'

$

10

&!

'$)<.'$)-&

'

0

(

752?856Y2X

#

c̀ ?U5]6ce74

#

C: 3̀6C_]3;&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S"+#I#RD

F

+

W

KJ"G"

P

#KOGJDOGIJO,!+IH"fDH#+f

!

IJDMD,DA#I+

"ADL"I#",OGR#IOG#I

W

'

X

(

&:DOGIJS+

W

KJ"G

#

1%$<

#

'0

$

$%

&!

$%0'.$%0)&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与计划委员会
&[6

"

C'(/.1%$1

1%$1

年缺血性脑卒中诊断和诊疗质量控制行业标准$卫

生部
1%$'

年
'

月施行&'

6

(

&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

1%$1&

'

)

(

3̂5]̂ Y3;9

#

4Y[8676

#

SYCY36];

#

DIOG&6IH"fD

HDJOM#G#IOI#",

!

O,OG

W

+#+"AHD

F

DOID!?OHIJDG#,!DELDO+QHD+

'

X

(

&5HKJSJ

W

+2D!3DJOM#G

#

$(-(

#

)%

$

$

&!

$0.$-&

'

-

(

X_]Y6@

#

S53C384̂ Y;

#

3Y84@&CJD6IH"fD6DGA.YAA#.

KOK

W

gQD+I#",,O#HD

!

LDO+QH#,

P

#,!#R#!QOGK",A#!D,KD#,

AQ,KI#",OG

F

DHA"HLO,KDOAIDH+IH"fD

'

X

(

&X;G#,]QH+

#

1%%/

#

$-

$

-?

&!

100.1<1&

'

/

( 李鸿艳#方亮#毕瑞雪#等
&

中文版脑卒中康复自我效能量

表的信效度研究'

X

(

&

中华护理杂志#

1%$<

#

<%

$

-

&!

-(%.

-(0&

'

(

( 汪际#王艳波#刘晓虹
&

创伤后成长相关测评工具的研究

进展'

X

(

&

中华护理杂志#

1%$%

#

0<

$

/

&!

-</.-)%&

'

$%

(方积乾
&

卫生统计学'

2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

'

$$

(周群
&

中风恢复期患者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研

究'

4

(

&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1%$$&

'

$1

(杨亚平#张振香
&

脑卒中患者焦虑*抑郁与创伤后成长的

负相关性'

X

(

&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

#

'%

$

1

&!

$0).$0-&

'

$'

(

3Y]:

#

78̀ ;

#

78X

#

DIOG&6DGA.

F

DHKD#RD!MQH!D,#,IJD

W

"Q,

P

O,! L#!!GD.O

P

D!#,

F

OI#D,I+N#IJ+IH"fD

!

OKH"++.

+DKI#",OG+QHRD

W

'

X

(

&3DJOM#G]QH+D

#

1%$)

#

0$

$

1

&!

$%$.

$$$&

'

$0

(李玲#沈勤#沈翠珍#等
&

社区脑卒中患者生活质量*自理

能力及自尊*自我效能的关系研究'

X

(

&

护理研究#

1%$<

#

1(

$

0

&!

0%$.0%'&

'

$<

(贾晓琴#程玲灵#杨芳#等
&

乳腺癌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感及

心理弹性与其创伤后成长的相关性研究'

X

(

&

中国实用护

理杂志#

1%$<

#

'$

$

')

&!

1-01.1-0<&

'

$)

(庞永艳#简爱华#冯艳玲
&

治疗性沟通对中老年首发脑卒

中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X

(

&

全科护理#

1%$)

#

$0

$

1%

&!

1%)1.1%)<&

'

$-

(林蓓蕾#张振香#康佳迅#等
&

社区脑卒中患者自我效能水

平影响因素及对策'

X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1%$<

#

'<

$

1

&!

0<$.0<0&

'

$/

(

;:8̀ e

#

?58e

#

6̀ C

#

DIOG&8+KJDL#K+IH"fD#,

W

"Q,

P

O.

!QGI+O,!

F

HDDE#+I#,

PF

+

W

KJ#OIH#K!#+"H!DH+

'

X

(

&2D!#K#,D

#

1%$<

#

(0

$

'/

&!

D$<1%.$<1<&

'

$(

(刘静波
&

脑卒中后患者抑郁与认知损害的交互影响研究

'

X

(

&

重庆医学#

1%$<

#

00

$

$

&!

$$'.$$<&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0

&

$上接第
'(1-

页&

'

)

( 金琦#何其勇#赵云波#等
&$<0%

例肝硬化患者住院费用

影响因素分析'

X

(

&

中国卫生统计#

1%$<

#

''

$

$

&!

($.('&

'

-

( 薛允莲
&7"

P

#+I#K

回归结合决策树技术在冠心病患者住院

费用组合分析中的应用'

X

(

&

中国卫生统计#

1%$<

#

'1

$

)

&!

(//.((1&

'

/

( 杜亚玲#王忠#郭恒#等
&1

型糖尿病患者住院费用影响因

素的回归分析'

X

(

&

中国卫生统计#

1%$0

#

'$

$

'

&!

00).00-

#

00(&

'

(

( 吕晓峰#方红#王春花#等
&

大连市某三甲医院胆囊切除患

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X

(

&

重庆医学#

1%$-

#

0)

$

$$

&!

$<)<.$<)/&

'

$%

(刘平#陈登国
&1%%<Z1%$0

年重庆市江北区精神分裂症

患者住院费用调查分析'

X

(

&

重庆医学#

1%$)

#

0<

$

$)

&!

11<1.11<0&

'

$$

(肖梦#冯向先#张云兵#等
&

山西省
1%%'Z1%$1

年胃癌患

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X

(

&

中国公共卫生#

1%$<

#

'$

$

$%

&!

$''%.$'''&

'

$1

(杨耀淞#孙常洁#梁 超#等
&

不同医保类型脑出血患者住

院费用影响因素综合分析'

X

(

&

中国卫生经济#

1%$-

#

')

$

<

&!

1).1/&

'

$'

(韩耀风#高宪利#周莹#等
&

基于递归系统模型的宫颈癌患

者住院费用影响因素分析'

X

(

&

中国卫生统计#

1%$-

#

'1

$

1

&!

1<'.1<)

#

1<(&

'

$0

(重庆市统计局
&1%$-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Y?

"

_7

(

&

'

1%$/.%'.$-

(

&JII

F

!""

NNN&K

b

I

*

&

P

"R&K,

"

I

*

+

*

"

+

**

!

"

1%$/%'

"

I1%$/%'$-

1

00-(/%&JIL&

'

$<

(国家统计局
&

中华人民共和国
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Y?

"

_7

(

&

'

1%$/.%1.1/

(

&JII

F

!""

NNN&+IOI+&

P

"R&K,

"

I

*

+

*

"

VEAM

"

1%$/%1

"

I1%$/%11/

1

$</<)'$&JILG&

'

$)

(范冬冬#姚自勤#王锦权#等
&

参保脑卒中患者住院费用影

响因素分析'

X

(

&

中国公共卫生#

1%$)

#

'1

$

$1

&!

$-0<.$-0(&

$收稿日期!

1%$/.%<.1/

!

修回日期!

1%$/.%).1-

&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