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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医疗机构肺结核报告管理现状和漏报的原因!提出有效减少或避免肺结核漏报的对

策%方法
!

,-/0

年
/,

月至
,-/4

年
2

月采用自制问卷对重庆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1

家共
$,3

名医务人员进

行调查%结果
!

调查对象均具备肺结核疫情报告所需人力和硬件!相关管理制度如自查&奖惩制度基本建立!

但肺结核诊断报告相关知识培训的覆盖面不全!临床医生对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不佳!报卡信息化

程度低&费时&麻烦%医务人员报告意识不强&医生临床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和临床医生缺乏肺结核报告相关知

识是肺结核漏报的三大可能原因%结论
!

重庆市肺结核疫情报告管理存在较多问题!亟待加强医院信息化建

设实现肺结核报告智能化和强化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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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属于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其发病数和报

告数均位居传染病第二位$是我国重点防控的传染病

之一#发现肺结核患者是结核病控制工作中的首要

和最重要环节之一$而落实肺结核报告制度是提高肺

结核患者发现水平的基础#目前$我国肺结核报告仍

存在较为严重的漏报现象(

/#$

)

#有研究报道$造成肺

结核漏报的因素主要为个别医生对疫情报告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对传染病报告的要求掌握不清$工作忙

无暇填卡%医生流动性大$受经济利益驱使截留患者

等(

1

)

#而疫情报告可能还与医疗机构疫情管理$科室

.0,,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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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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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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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衔接沟通$医生对肺结核诊断报告相关知识的掌握

情况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分析医疗机构肺结核报告

管理现状$找到漏报原因$为进一步规范肺结核疫情

报告质量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4

年
2

月$本课

题组结合对区县结核病防治规划督导工作$根据医疗

机构级别和性质分层方便抽样$共调查
.1

家重庆市

各级医疗机构$包括三级&二级&一级和民营医疗机构

各
/,

家&

$-

家&

1.

家和
$

家$分布在重庆市
,,

个区

!县"#调查每家医疗机构预防保健科!简称防保科"

负责疫情报告人员
/

!

,

名$从事结核病诊疗及与呼

吸道症状相关科室的临床医生
,

!

2

名#

!+"

!

方法
!

针对防保科负责疫情报告人员和临床医

生两类对象设计不同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

一般情况$医疗机构肺结核报告相关制度和流程制定

情况$人员和设备配备情况$肺结核诊断和报告知识

掌握情况$肺结核漏报原因和减少或避免漏报的方法

等#问卷通过重庆市结核病防控专家库多名专家讨

论和预调查确定$对问卷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

了评价$确保了问卷调查方法和观测结果符合专家和

大众的共识$调查指标得到了专家的认同#调查问卷

当场发放$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按照标准指导语

进行讲解$被调查对象当场填写$当场回收问卷#调

查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员审核问卷完整性和逻

辑性#共收集问卷
$21

份$有效问卷
$,3

份!防保科

人员
/3,

份$临床医生
/31

份"$有效率为
.,+-.7

#

!+#

!

统计学处理
!

问卷结果采用
&

V

O?ANA$+/

双录

入数据$建立数据库$计数资料以例数和构成比表示#

"

!

结
!!

果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调查对象主要为专业技术人

员$受教育程度主要为大专和本科$工作年限
-

!

,

年&

$

!

/-

年和
/-

年以上各占约
/

*

$

#最近
$

年$绝大多数

人接受过
/

次以上肺结核诊断标准和报告的技术培训$

但仍有
//+$27

的人员未接受过相关培训$见表
/

#

"+"

!

肺结核疫情报告硬件&制度&流程和管理情况
!

所有医疗机构至少有
/

名专职或兼职肺结核疫情报

告人员$均有传染病报告专用计算机和相关网络设

备$均已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建立

了疫情报告的奖惩制度$漏报或报告不及时扣奖金或

影响年终考核#大部分医疗机构仍采用传统报卡方

式$即医生手工填写传报卡$防保科每日定时收集录

入$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在结核病专报系统建立病案

后系统自动推送传报卡到大疫情网%不到
,-7

的医疗

机构临床医生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电子报卡$防保科医

生审核录入大疫情网#肺结核漏报及报告质量的自

查频率大多数为
/

个月
/

次$极少数为
/

周
/

次$见

表
,

#

表
/

!!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7

"

职称

!

专技初级
/0, 2,+03

!

专技中级
.- ,0+3/

!

专技高级
1- /,+,0

!

管理类
,1 0+$3

受教育程度

!

中专及以下
,. 4+.-

!

大专
/,2 $4+$1

!

本科
/1. 12+0/

!

硕士及以上
,$ 0+-3

工作年限

!

-

!

,

年
.. $-+$0

!

$

!

2

年
01 ,,+0-

!

3

!

/-

年
2- /2+$1

!$

//

年
/-$ $/+3-

最近
$

年接受肺结核相关培训次数

!

-

次
$0 //+$2

!

/

!

$

次
//3 $2+24

!

1

!

3

次
32 /.+.1

!'

0

次
/-4 $$+/$

表
,

!!

肺结核疫情报告硬件'制度'流程和管理情况

项目 人数!

)

"构成比!

7

"

专职或兼职肺结核疫情报告人数

!

/

名
34 1/+.4

!

,

名
10 ,.+-/

!

$

名及以上
10 ,.+-/

传染病报告专用计算机和相关网络设备

!

有
/3, /--+--

!

无
- -+--

传染病报告专用计算机和相关网络设备配备台数

!

/

台
0, 11+11

!

,

台
13 ,4+1-

!

$

台及以上
11 ,0+/3

肺结核疫情报告制度

!

有
/3, /--+--

!

无
- -+--

肺结核报告管理奖惩制度

!

有
/23 .3+$-

!

无
3 $+0-

肺结核报告的奖惩制度

!

漏报或报告不及时扣奖金
/$, 4/+14

!

漏报或不及时报影响年终考核
0, 11+11

!

报卡有奖励
24 $2+4-

!

其他
/3 .+44

肺结核报卡工作流程

!

结核病专报系统建立病案后自动推送
/, 0+1/

!

医生手工填写传报卡$防保科每日定时收集录入
/,/ 01+3.

!

其他方式
,. /0+.-

肺结核漏报及报告质量自查频率

!

/

个月
/$/ 4-+43

!

/

个季度
/3 .+44

!

/

年
/ -+3,

!

其他
/1 4+31

-4,,

重庆医学
,-/.

年
0

月第
14

卷第
/$

期



表
$

!!

临床医生对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7

"

肺结核属于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

!

甲类
/ -+3/

!

乙类
/24 .3+$1

!

丙类
2 $+-2

肺结核的报告时限

!

/,W ,1 /1+3$

!

,1W /$/ 0.+44

!

14W . 2+1.

肺结核的报告对象

!

正确
3$ $4+1/

!

错误
/-/ 3/+2.

肺结核疑似病例

!

正确
.- 21+44

!

错误
01 12+/,

结核性胸膜炎是否需要报告

!

是
/$$ 4/+/-

!

否
$/ /4+.-

确诊肺结核必须报告的情况

!

正确
/$3 4,+.$

!

错误
,4 /0+-0

复诊的定义

!

正确
/2/ .,+-0

!

错误
/$ 0+.$

"+#

!

临床医生对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
!

个别临床医生对肺结核在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的分

类答错$

,-+/,7

的答错肺结核的报告时限$

3/+2.7

不完全清楚肺结核的报告对象$

12+/,7

没有完全掌

握肺结核疑似病例的定义$

/4+.7

认为结核性胸膜炎

不需要报告$

/0+-07

不知道在哪种情况下确诊肺结

核必须报告$

0+.$7

没有掌握复诊的定义$见表
$

#

"+A

!

临床医生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情况
!

绝大多数临

床医生发现肺结核或疑似肺结核病例后$每次都会填

写传染病报告卡!简称传报卡"$填写
/

份传报卡需要

/

!

$LOB

或更长时间$且大多数认为填写传报卡麻

烦$忘填会扣奖金$见表
1

#

"+D

!

肺结核漏报的可能原因
!

防保科人员和临床医

生一致认为医务人员报告意识不强$医生临床工作太

忙无暇顾及和临床医生缺乏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是

肺结核漏报的三大可能原因$放射科&检验科&门诊和

病房等科室衔接不畅是次要原因#约
/

*

1

的调查对

象认为未建立有效的自查和检查制度$未落实有效的

传染病报告奖惩制度也是肺结核漏报的原因之一$见

表
2

#

表
1

!!

临床医生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情况

项目 人数!

)

" 构成比!

7

"

填写传报卡的频次

!

每次
/21 .1+.1

!

大多数
2 ,+2$

!

偶尔
, -+3$

!

从不
$ /+.

填写
/

份传报卡所需时间!

LOB

"

!"

/ /- 3+/-

!

/

!

$ .3 24+21

!$

$ 24 $2+$0

肺结核疫情报告卡麻烦

!

麻烦
/2 .+/2

!

一般麻烦
., 23+/-

!

不麻烦
20 $1+03

忘填传报卡扣奖金

!

是
/11 40+4-

!

否
,- /,+,-

表
2

!!

肺结核漏报可能原因构成情况

可能原因
防保科人员

人数!

)

" 构成比!

7

"

临床医生

人数!

)

" 构成比!

7

"

合计

人数!

)

" 构成比!

7

"

领导对肺结核报告的重视程度不够
1/ ,2+$/ 1- ,1+$. 4/ ,1+42

临床医生缺乏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
0. 14+00 4/ 1.+$. /3- 1.+-4

医务人员报告意识不强
/-/ 3,+$2 /-$ 3,+4- ,-1 3,+24

医生临床工作太忙$无暇顾及
4, 2-+3, ./ 22+1. /0$ 2$+-0

科室间衔接不畅
32 1-+/, 0, 1$+.- /$0 1,+-,

防保科人员收集录入疫情信息不彻底
$4 ,$+13 14 ,.+,0 43 ,3+$4

未落实有效的传染病报告奖惩制度
1$ ,3+21 1$ ,3+,, 43 ,3+$4

未建立有效的自查和检查制度
$3 ,,+,, 2. $2+.4 .2 ,.+/1

其他方面
$/ /.+/1 /1 4+21 12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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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减少或避免肺结核漏报的方法
!

在调查问卷中

设置一道开放题'+您认为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减少或

避免肺结核漏报.,共
,0-

人应答$提出的建议主要包

括'加强医院信息系统信息化建设$增加自动预警&提

醒和强制报告功能%加强肺结核诊断和报告相关知识

培训%建立有效的自查和检查制度%严格落实奖惩制

度%增强责任意识等#

#

!

讨
!!

论

!!

本研究对重庆市不同级别和性质的医疗机构防

保科负责疫情报告人员和临床医生进行调查$发现重

庆市各级医疗机构肺结核疫情报告所需人力和硬件

尚可$相关管理制度如自查&奖惩制度基本都已建立$

但肺结核诊断报告相关知识培训的覆盖面不全$临床

医生对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不佳$报卡流

程信息化程度低&费时&麻烦$提示肺结核疫情报告管

理中存在较多问题$亟待采取有效措施改进#

I9H

分析造成肺结核漏报的原因主要是在一些

国家未受监管的私营部门存在结核病例漏报现象(

2

)

#

研究发现我国各级医疗机构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漏

报(

3#.

)

$但漏报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本研究中$调查

对象认为+医务人员报告意识不强和医生临床工作太

忙无暇顾及,是肺结核漏报的最主要两个原因$表面

看主要归咎于临床医生$而深层次分析发现与报卡流

程有密切关系#目前报卡仍采用传统方式$填
/

张传

报卡一般需要
/

!

$LOB

或更长时间$临床医生普遍

觉得麻烦#如今+互联网
_

医疗,备受关注$有研究已

表明加强医院信息化建设对提高传染病管理水平具

有重要意义(

/-

)

#在医院
9:;

系统增加电子传染病报

告卡系统$能提高医务人员对传染病上报的积极性和

认知水平$使报卡信息的准确性得到保证(

//

)

$本调查

显示有近
,-7

的医疗机构已采用这种方式$主要为三

级医院#开发传染病实时监控系统$突破了手工填写

的传统模式$将肺结核上报信息化$提高了活动性肺

结核传染病上报的敏感性&时效性及准确性$减少了

漏报情况的发生(

/,#/$

)

#本研究调查对象也提出了推

进医院信息化转型升级是解决肺结核漏报的根本措

施$建议在
9:;

系统中增加传染病实时监测&预警和

强制报告功能$并整合检验科&放射科&病理科等科室

的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将结果及时反馈给首诊医生$

解决科室间衔接不畅的问题$使互联网与传染病报告

管理深度结合$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智慧医疗$减轻人

员工作量$提高传染病报告效率和质量#

本研究发现$调查对象认为+医生缺乏肺结核报

告相关知识,是肺结核漏报的第三大主要原因$调查

结果也证实了临床医生没有很好地掌握肺结核报告

相关知识$因此尽管绝大多数临床医生表示遇到肺结

核或疑似肺结核患者每次都会报卡$但是由于缺乏肺

结核报告相关知识仍会存在较多漏报#+临床医生传

染病报告知识欠缺&对疫情报告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这个问题仍然是我国医疗机构传染病报告管理中存

在的重要问题(

/1

)

$亟需持续加强肺结核报告相关知识

的培训力度$且扩大覆盖面#

综上所述$建议医疗卫生机构主要从以下两方面

加强肺结核报告管理'!

/

"推进医院信息化转型升级$

应用+互联网
_

医疗,实现传染病报告智能化%!

,

"持

续加强医务人员肺结核诊断和报告知识培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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