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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儿科超长住院日患儿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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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某三甲妇产儿童专科医院
1%$-

年儿科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分布特征!探讨超长住院日

的影响因素$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1%$-

年儿科全部出院患儿的病案首页信息!将出院患儿住院日的第
((

百分位数定义为超长住院日!分析超长住院日患儿的住院日(性别(年龄(出院科别(疾病谱等方面的分布特征!

采用二分类
I"

H

#+3#6

回归分析探讨儿科患儿超长住院日的影响因素$结果
!

1%$-

年共出院
$-1);

例儿科患

儿!其中超长住院日患儿为
$-'

例!占
$&%%\

$超长住院日患儿中男童高于女童!性别比为
$&1-)a$&%%%

$从年

龄分布来看!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新生儿期!占
;;&0(\

$从出院科别来看!全部超长住院日患

儿中新生儿科占
;'&-)\

$超长住院日的影响因素为&是否转科(有无手术(出院情况(出院主诊断$结论
!

超长住

院日影响因素中!仅有是否转科是可控因素!因此!优化转科流程!加强转科管理!有利于缩短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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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住院日是指一定时期内每一位患者的平均 住院时间%是衡量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水平和卫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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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利用情况的意向关键性指标%能够反映医院的运营

效率及运营水平&

$.0

'

)汪雅璇等&

;

'利用中国卫生统计

年鉴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的数据研究结果

显示%尽管国内外平均住院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

我国的平均住院日一直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平均

住院日过高%会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从而不能满足更

多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同时也不利于医院的医疗服

务质量的提高%缩短平均住院日对于医疗资源的合理

配置及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有着重要意义&

).$%

'

)超长

住院日对平均住院日产生很大的影响%超长住院日患

者过多会延长平均住院日)因此%本文通过对超长住

院日进行研究%对患者的分布特征*疾病谱及住院费

用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建议%从而提

高医院的管理水平%有效控制医院的平均住院日)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本次研究的数据为某三甲妇产儿童

专科医院
1%$-

年
$

月
$

日至
1%$-

年
$1

月
'$

日儿科

出院的全部
$-1);

例患儿的住院病案)其中男性患

儿
(00)

例%女性患儿
-/$(

例%男女性别比例为

$&1%/a$&%%%

)

B&C

!

方法
!

本文采用第
((

百分位数#本研究为
0%

!

$作为超长住院日的界值%大于第
((

百分位数则认

为是超长住院日)采用医院病案系统导出住院病案

首页中的病案号*医疗付款方式*性别*年龄*是否转

科*出院科室*住院时间*主要诊断*出院情况*手术情

况*费用情况等信息)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利用
KT.

67:1%$$

对数据进行整理%采用
DNDD1$&%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构成比和均数对资料进行统计

描述%采用二分类
I"

H

#+3#6

回归分析对超长住院日的

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检验水准
'

d%&%;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儿科全部住院患儿住院日的分布情况
!

该院儿

科
1%$-

年全年共
$-1);

例住院患儿%住院患儿平均

住院日为
-&(/!

)住院日主要分布在
;

$

(!

%占

';&0$\

%其 次 为 小 于
'!

#

1%&;%\

$和
'

$

0!

#

$(&1$\

$)超长住院日患儿为
$-'

例%占
$&%%\

%超

长住院日患儿的平均住院日为
;-&/1!

%见表
$

)

表
$

!!

$-1);

例出院患儿住院日频数分布

住院日

#

!

$

患者例数

#

%

$

构成比

#

\

$

累计构成比

#

\

$

平均住院日

#

!

$

$

'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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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0; /)&;) $$&)0

续表
$

!!

$-1);

例出院患儿住院日频数分布

住院日#

!

$

患者例数

#

%

$

构成比

#

\

$

累计构成比

#

\

$

平均住院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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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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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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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超长住院日患儿的性别年龄分布特征
!

在全部

$-'

例超长住院日患儿中%有男性患儿
(-

例%占

;)&$\

(女性患儿
-)

例%占
0'&(\

)男女性别比为

$&1-)a$&%%%

)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年龄分布主要集

中在新生儿期%共
()

例%占
;;&0(\

%其平均住院日为

)$&);!

(其次为学龄期%共
'(

例%占
11&;0\

%平均住

院日为
;1&%/!

%见表
1

)

表
1

!!

超长住院日患儿年龄分布

年龄段
患者例数

#

%

$

构成比

#

\

$

累计构成比

#

\

$

平均住院日

#

!

$

新生儿期#

'

1/!

$

() ;;&0( ;;&0( )$&);

婴儿期#

&

1/!

至
$

岁$

$( $%&(/ ))&0- ;)&0-

幼儿期#

&

$

$

'

岁$

$1 )&(0 -'&0$ ;1&-;

学龄前期#

&

'

$

)

岁$

- 0&%; --&0) 0(&;-

学龄期#

&

)

岁$

'( 11&;0 $%%&%% ;1&%/

C&D

!

超长住院日患儿出科分布特征
!

对全部超长住

院日患儿分科室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新生儿科超长

住院日患儿最多%共
('

例%占全部超长住院日患儿总

数的
;'&-)\

(其次为血液儿科
1/

例#

$)&$/\

$*儿童

呼吸肾脏内分泌科
1%

例#

$$&;)\

$)上述
'

个科室

共占全部超长住院日患儿的
/$&;%\

%见表
'

)

表
'

!!

超长住院日患儿出科分布

出院科室
患者例数

#

%

$

构成比

#

\

$

累计构成比

#

\

$

平均住院日

#

!

$

新生儿科
(' ;'&-) ;'&-) )1&%1

血液儿科
1/ $)&$/ )(&(0 0(&$0

普儿二
1% $$&;) /$&;% ;-&0;

NMO> $0 /&%( /(&)% )1&%1

心血管儿科
) '&0- ('&%) ;%&%%

普儿一
) '&0- ()&;' ;-&0;

感染儿科
) '&0- $%%&%% ;0&;%

!!

普儿一为儿童神经消化科%普儿二为儿童呼吸肾脏内分泌科(

NMO>

!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C&E

!

超长住院日患儿疾病谱分布特征
!

超长住院日

1('$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0

!!

超长住院日患儿前
;

位疾病谱分布

疾病分类#

MO].$%

$ 患者例数#

%

$ 构成比#

\

$ 累计构成比#

\

$ 平均住院日#

!

$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N%%.N((

$

($ ;1&) ;1&) )$&$1

影响健康状态和与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

f%%.f((

$

1/ $)&1 )/&/ 0(&$0

呼吸系统疾病#

g%%.g((

$

$0 /&$ -)&( ;/&0'

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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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系统疾病#

J%%.J((

$

) '&; /)&/ ;-&)-

患者主要诊断主要集中在以下
;

个方面!起源于围生

期的某些情况共
($

例#

;1&)\

$*影响健康状态和与

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共
1/

例#

$)&1\

$*呼吸系统疾

病共
$0

例#

/&$\

$*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共
$$

例

#

)&0\

$*神经系统疾病共
)

例#

'&;\

$)上述
;

种疾

病共占全部超长住院日患儿的
/)&/\

)主要诊断为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的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平均

住院日为
)$&$1!

(主要诊断为影响健康状态和与保

健机构接触的因素的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平均住院日

为
0(&$0!

(主要诊断为呼吸系统疾病的超长住院日

患儿的平均住院日为
;/&0'!

(主要诊断为某些传染

病和寄生虫病的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平均住院日为

;%&')!

(主要诊断为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超长住

院日患儿的平均住院日为
;-&)-!

%见表
0

)

C&H

!

超长住院日患儿住院日及费用分布特征
!

超长

住院日患儿住院时间主要集中在
0$

$

0(!

和
;%

$

;(

!

%共
$$/

例%占全部超长住院日患儿的
)/&1\

%其中

0$

$

0(!

的患儿占比最高#

0'&(\

$%其次为
;%

$

;(!

的患儿#

10&'\

$)人均住院总费用随住院日的增加

而增加)见表
)

)

表
;

!!

超长住院日患儿住院日及费用分布

住院日#

!

$

患者例数

#

%

$

构成比

#

\

$

累计构成比

#

\

$

人均费用

#元$

0$

$

0( -) 0'&( 0'&( $0);$)&0;

;%

$

;( 01 10&' )/&1 $)/;)(&(1

)%

$

)( 11 $1&- /%&(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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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1/&/1

表
)

!!

I"

H

#+3#6

回归分析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情况

性别
$d

男%

1d

女#对照$

年龄
$d

新生儿%

1d

婴儿%

'd

幼儿%

0d

学龄前期%

;d

学龄期#对照$

转科
$d

是%

%d

否#对照$

手术
$d

是%

%d

否#对照$

自费
$d

是%

%d

否#对照$

出院情况
$d

治愈#对照$%

1d

好转%

'd

未愈%

0d

死亡%

;d

其他

疾病分类
$d

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况%

1d

影响健康状态和与保健机构接触的因素%

'd

呼吸系统疾病%

0d

某些传染病和寄

生虫病%

;d

神经系统疾病%

)d

其他#对照$

表
-

!!

超长住院日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I"

H

#+3#6

回归分析

项目
!

2H #+?< ! ;I

#

(;\C"

$

性别
[%&%;- %&$;/ %&$'$ %&-$/ %&(0;

#

%&)('

$

$&1/-

$

年龄
%&%0' %&%1; 1&(;0 %&%/) $&%00

#

%&((0

$

$&%()

$

是否转科
$&--' %&1;- 0-&;/%

$

%&%$ ;&///

#

'&;;/

$

(&-00

$

有无手术
$&)-/ %&$-( //&%0;

$

%&%$ ;&';;

#

'&--1

$

-&)%'

$

是否自费
%&'/) %&'%$ $&)0/ %&$(( $&0-1

#

%&/$)

$

1&);;

$

出院情况#

1

$

%&)$0 %&$() (&-)) %&%%1 $&/0/

#

$&1;-

$

1&-$)

$

出院情况#

'

$

%&;$1 $&%'% %&10- %&)$( $&))(

#

%&111

$

$1&;;(

$

出院情况#

0

$

$&1/1 %&;)' ;&$/' %&%1' '&)%0

#

$&$(;

$

$%&/);

$

出院情况#

;

$

%&/'0 %&10- $$&0%- %&%%$ 1&'%0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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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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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长住院日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I"

H

#+3#6

回归分析

项目
!

2H #+?< ! ;I

#

(;\C"

$

疾病分类#

$

$

'&%'/ %&1// $$$&1%1

$

%&%$ 1%&/);

#

$$&/)'

$

')&)(/

$

疾病分类#

1

$

%&1'' %&'0; %&0;/ %&0(/ $&1)'

#

%&)01

$

1&0/'

$

疾病分类#

'

$

%&-10 %&';( 0&%)/ %&%00 1&%)'

#

$&%1$

$

0&$-$

$

疾病分类#

0

$

%&/(- %&'/; ;&01/ %&%1% 1&0;1

#

$&$;'

$

;&1$)

$

疾病分类#

;

$

%&1$$ %&0-0 %&$(/ %&);) $&1';

#

%&0//

$

'&$10

$

常数项
[-&0$) %&'$/ ;0'&%1-

$

%&%$

C&J

!

超长住院日影响因素分析
!

二分类
I"

H

#+3#6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转科*手术*出院情况为好转*出院

情况为死亡*出院主诊断为起源于围生期的某些情

况*呼吸系统疾病*某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为超长住

院日的影响因素)存在转科的患儿更容易发生超长

住院日#

;Id;&///

%

(;\C"

!

'&;;/

$

(&-00

$(有手术

的患儿更容易发生超长住院日#

;Id;&';;

%

(;\C"

!

'&--1

$

-&)%'

$(与出院情况为治愈的患儿相比%出院

情况为好转的患儿更容易发生超长住院日#

;Id

$&/0/

%

(;\C"

!

$&1;-

$

1&-$)

$%出院情况为死亡的患

儿也更容易发生超长住院日#

;Id'&)%0

%

(;\C"

!

$&$(;

$

$%&/);

$(与疾病分类为除
1&0

所述的前五位

疾病之外的疾病相比%疾病分类为起源于围生期的某

些情况#

;Id1%&/)'

%

(;\C"

!

$$&/)1

$

')&)(;

$*呼

吸系统疾病#

;Id1&%)'

%

(;\C"

!

$&%1$

$

0&$-$

$*某

些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Id1&0;1

%

(;\C"

!

$&$;'

$

;&1$;

$的患儿更容易发生超长住院日)见表
)

*

-

)

D

!

讨
!!

论

!!

1%$-

年度该院儿科出院患儿共
$-1);

例%其中

超长住院日患儿为
$-'

例%占
$&%%\

)该院全部儿科

患儿的平均住院日为
-&(/!

%而超长住院日患儿的平

均住院日为
;-&/1!

)尽管超长住院日患儿所占比例

很低%但是对于平均住院日的影响却很大%因此%缩短

超长住院日患儿的住院时间对于降低该院的平均住

院日很重要)

从性别来看%超长住院日患儿中男女性别比为

$&1-)a$&%%%

%男童高于女童)从年龄分布来看%超

长住院日患儿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新生儿期%占全

部超长住院日患儿的
;;&0(\

%其次为学龄期*婴儿*

幼儿*学龄前期)从出院科别来看%全部超长住院日

患儿中新生儿科占
;'&-)\

%其次为血液儿科*儿童呼

吸肾脏内分泌科*

NMO>

科)新生儿科由于患儿年龄

低*身体发育不全*疾病复杂*治疗难度大*对疾病的

抵抗力弱等原因%住院天数容易高于其他患儿)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期间有转科的患儿发生

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无转科患儿的
;&///

倍

#

;Id;&///

%

(;\C"

!

'&;;/

$

(&-00

$)该研究结果

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

'

%聂静等&

$$

'的研究

结果显示%住院期间有转科的患者发生超长住院日的

可能性大#

;Id'&''$

%

(;\C"

!

'&%(%

$

'&;($

$(王瓴

等&

$1

'的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期间有转科的患者发生超

长住院日的可能性大#

;Id'&''-

%

(;\C"

!

'&%($

$

'&;(0

$(降凌燕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期间有转

科的患者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大#

;Id'$&);0

%

(;\C"

!

$(&(0(

$

;%&11)

$)住院期间转科是超长住

院日的危险因素)出现上述情况%可能是由于转科患

儿病情复杂%也有可能是由于转科过程不够精简*不

同科室之间的衔接不足等原因所造成的)

本研究结果表明%住院期间有手术的患儿发生超

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没有进行手术的患儿的
;&';;

倍%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王瓴等&

$1

'的研究结

果显示%住院期间有手术的患者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

能性是没有进行手术的患者的
1&1;

倍#

;Id1&1;

%

(;\C"

!

1&%/-

$

1&01;

$)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出院情况为好转的患儿发生

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出院情况为治愈患儿的
$&/0/

倍(出院情况为死亡的患儿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

是出院情况为治愈患儿的
'&)%0

倍(出院情况为其他

的患儿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出院情况为治愈

患儿的
1&'%0

倍)该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

果一致&

$$

%

$0.$;

'

)聂静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出院情况

为好转的患者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出院情况

为治愈的患者的
$&/';

倍#

;Id$&/';

%

(;\C"

!

$&)/1

$

1&%%1

$)冯丹等&

$0

'的研究结果显示%出院情

况为死亡的患者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是出院情

况为治愈的患者的
1&/-

倍#

;Id1&/-

%

(;\C"

!

1&$/

$

'&--

$)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出院主要诊断排序在前
;

位

疾病分类的患儿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高于其他疾

病的患儿)本次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王瓴等&

$1

'的研究结果显示%出院主要诊断排序在前
;

位的疾病分类依次为
O%%.]0/

*

J%%.J((

*

E%%.E((

*

g%%.

g((

*

f%%.f((

%这些患儿发生超长住院日的可能性均高

于主要诊断为其他疾病的患儿)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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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院儿科超长住院日影响因素中的可

控因素为住院期间是否转科)因此%优化转科流程*

做好不同科室间的转科衔接%从而降低超长住院日的

发生%降低医院的平均住院日%提高病床使用率%提高

医院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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