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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超长住院日形成原因"为医疗管理部门有效缩短平均住院日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收集

!&2%

年
2

月
2

日至
!&2%

年
$

月
(&

日医疗统计系统资料"对超长住院患者
'住院时间

!(&

天(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超长住院患者主要集中在
8&9%)

岁 )

%!5)):

(和
$&91)

岁!

($;!(:

("主要病种是肺恶性肿瘤!

23;2$:

(*乳腺恶性肿瘤
<#35##:=

和宫颈恶性肿瘤
<2$;2):=

&治疗方式是影响超长住院时间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规范诊疗行为*优化住院诊
疗和服务流程*加强围手术期管理是减少住院时间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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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病人的经济负担与其医疗服务利用情况密

切相关"是医院管理和卫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

2

%

&

超长住院日严重影响医院整体的平均住院日" 不仅

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医疗

资源& 如何有效控制超长住院是目前医院面临的严

峻问题$

!

%

& -三级医院评审实施细则.!

!"2!

版(中将

住院日
!("

天的患者定义为超长住院患者"评审实

施细则规定 /对住院超过
("

天患者作为大查房重

点"有评价分析记录+主管部门定期监管"并有分析*

反馈和改进措施0&超长住院患者管理已成为目前医

院医疗质量评价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文通过对辽宁

省肿瘤医院
!"2%

年
2

月
2

日至
$

月
("

日住院时间

超
("

天病例进行统计分析" 研究持续性改进措施"

为有效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轻患者的经济

负担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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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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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时间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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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

出院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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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与分析

利用医院病案管理系统病案首页信息库采集出

院患者信息"包括姓名#年龄#职业#实际住院天数#

医疗付款方式#出院情况#出院科室#出院诊断等"并

结合上报医务部的$住院时间超长病例上报表%和查

阅
PQR

系统的电子病案信息!

采用
HA,1'

和
RSRR38O"

对数据进行筛选# 汇总

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

结 果

#"!

住院患者平均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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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3

日至
!"3%

年
$

月
5"

日"全院出

院患者总数
65 %$5

例"出院患者实际住院天数频率

分布呈现单峰"左偏分布"长尾在右侧"有明显的集

中趋势&住院天数在
325"0

之间'"也有明显的拖尾

现象&住院天数
!5"0

'! 平

均住院日
3"O6

天" 其中住

院时间超过
5"

天的患者

!!5$

例" 占同期出院患者

总数的
%O35N

"超长住院患

者平均住院天数
%"O6%

天"

中位数
65

天 " 占用床日

33! 844

床日"占全院出院

占用床日的
!6O9 N

&

L(I'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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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住院患者疾病与

年龄构成

住 院 超
5"

天 患 者

!!5$

例" 其中男性
4!!

例

&占
63O!N

'" 女性
3536

例

&占
%9O9N

'! 年龄最大
98

岁 "最小
3!

岁 "中位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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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四分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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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患者
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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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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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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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超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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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患者的出院诊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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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类" 居前
%

位的病种为支气管或肺部恶性肿

瘤&

39O3$N

'#乳房恶性肿瘤&

39O33N

'#宫颈恶性肿

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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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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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住院患者科室分布

住院超
5"

天患者所在科室居前
%

位的是放疗

科
93%

例&

5$O6%N

'#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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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O!6N

'#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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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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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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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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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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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住院患者住院天数影响因素分析

将患者的性别#年龄#医疗付款方式#治疗方式#

转科情况#住院期间手术次数#入径情况#主诊断入

院病情作为自变量"住院天数作为因变量"引入
;.!

=*)-*,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治疗方式是影响住院是

否超过
5"

天的独立危险因素 &

JBU6O58

"

4%N&Q

(

3O%$239O44

')而性别#年龄#医疗付款方式#转科情

况#住院期间手术次数#入径情况#主诊断入院病情

等
8

个因素并非为独立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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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根据对超长住院患者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

析!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加强重点环节管理!积极开展多学科诊疗模式

从超长住院患者疾病#年龄分布看!年龄
'"(%)

岁的支气管或肺恶性肿瘤#乳房恶性肿瘤#宫颈恶性

肿瘤患者最多!占
%!*'$+

" 医院应重点加强这部分

人群和疾病的管理" 各科室要认真执行$

,--,

指南

%中国版&'及辽宁省肿瘤医院$单病种肿瘤诊治规范

%

!.#%

年版&'!提高诊治过程的专业化#标准化!为

患者提供最优化诊疗方案"

从分布科室看!放疗科#妇科是住院超
&.

天患

者最多的科室!分别占
&$*'%+

和
!#*!'+

" 医院应重

点关注妇科和放疗科" 宫颈癌是导致妇科超长住院

的主要病种!占
#$*#)+

!建议医院能否与医保部门

协调!建立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报销制度!这将大大

减少二次放化疗期间的住院时间! 有效节约医疗资

源!减少住院日和住院费用"

针对肿瘤治疗手段多样化! 多学科会诊充分体

现其在肿瘤规范诊治和个体化治疗上的优势! 对疑

难病例#肿瘤分期晚#双原发或多原发肿瘤病例行多

学科专家会诊!共商医疗方案!减少平均住院日和住

院费用!提高治疗效果"

!"$

积极开展临床路径!扩大入径病种

临床路径具有规范诊疗行为#缩短平均住院日#

节约卫生资源#降低住院费用的特点"医院应全面开

展临床路径!界定标准住院日 (

&

)

" 我院目前已有
#/

个科室
!#

个病种纳入临床路径管理!

!.#%

年入径

率达
0)*#&+

!入径完成率为
/)*#+

" 在
!!&$

例住院

超
&.

天患者中! 宫颈恶性肿瘤未入径
&')

例!占

#%*$!+

*乳房恶性肿瘤未入径
!)!

例!占
#&*.$+

*支

气管或非恶性肿瘤未入径
!!%

例!占
#.*.$+

*直肠

恶性肿瘤未入径
#&.

例!占
%*/#+

"医院应扩大临床

路径实施的科室和病种! 将更多的病种纳入到信息

化的临床路径管理中!规范诊疗过程"临床路径的实

施! 不仅规范肿瘤治疗! 同时也可以控制一部分费

用!患者得到最合理的治疗(

'

)

"

!%!

加强围手术期管理!降低医疗风险

住院超
&.

天患者中手术并发症
#/#

例!占
/*.)+

"

一些较为复杂# 疑难的术前合并症增加了术前的等

待时间(

%

)

" 加强围手术期管理!对于预防和处理手术

并发症!缩短术前时间尤为重要" 医院应严格落实手

术分级管理规范!落实术前风险评估制度及手术室使

用制度(

$

)

" 加强非计划再次手术管理!制定改进措施"

!"&

建立患者住院天数预警机制

建立住院天数预警机制是对超长住院患者进行

管理与控制的有效方式(

0

)

"

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对住院天数超过
&.

天

以上的住院患者以特殊标记作为重点查房对象!分

析原因并有分析记录!并及时上报医务部!商议合理

的解决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住院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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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综合性医院超长

住院患者对平均住院日的影响分析
1N2*

解放军医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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