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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进一步了解贵港市妇幼保健院普通儿科住院病例临床情况，为做好该地区儿童疾病医 

疗和预防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对该院普通儿科2012-01-01—2014．12-31出院的7 981例电子病案 

资料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7 981例住院儿童中男5 340例(66．90％)，女2 641例(33．10％)，男：女 

=2．02：1，男性明显多于女性。0～12月患儿最多，共5 531例，占全部病例的69．30％。疾病构成比前5位顺 

位是支气管肺炎、支气管炎、4,JL肠炎、咽扁桃腺炎、地中海贫血。平均住院时间为4．O1 d，84．28％的患儿住 

院时间不足7 d。按季节顺位是夏2 772例(34．73％)、春2 103例(26．35％)、冬1 604例(20．10％)、秋1 502 

例(18．82％)。按出院月份构成比前3位顺位是4月(12．10％)、5月(11．97％)、6月(10．27％)。治愈率为 

91．20％，病死率0．03％。结论 三年间儿科住院病例临床特点：(1)男性明显多于女性；(2)12个月以内的 

婴儿为主；(3)呼吸、消化系统感染性疾病为主；(4)住院时间短；(5)夏季病例较多秋季病例较少，按月份顺位 

前3位分别是4月、5月及6月，应引起临床医师及医院管理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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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hospitalized pediatric patients in Guig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from 

2012 to 2014 DUAN Jie—hua，YU Dong-lin，ZHANG Jan—hna，et aI．Department of Pediatrics，Gaig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Guangxi 5371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tuation of general pediatric inpatients in Guig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of childhood diseases 

in the region．Methods Th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7 981 discharged pediatric inpafients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14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 The male children were more than female children；The lar- 

gest number of children was at the age of 0～12 months，accounting for 69．30％ in all eases．Tlle most common five 

diseases in order were pneumonia，acute bronchitis，infantile enteritis，Pharynx tonsillitis and Mediterranean anemia． 

Tile averag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was 4．O1 days in which 84．28％ of tile children were hospitalized for less than 7 

days．2 772 cases were hospitalized in summer(34．73％)，2 103 cases in the spring(26．35％)，1 604 cases in the 

winter(20．10％)and 1 502 cases in the autumn(18．82％)．The constituent ratios of hospital discharge in order 

were in April，in May，and in June．The cure rate was 91．20％ ，and the mortality rate was 0．03％ ．Conclusion 

Male children are more than female children in paediatric inpatients；The majority of paediatric inpatients are less 

than 1 year old；hffectious diseases of respiratory and digestive systems are common in paediatric inpatiants；The hos— 

pitalization time for paediatric inpatiants is short；More paediatrie inpatients are!mspitalized in tile summer than in 

autumn． 

[Key words] Hospitalization； Clinical features； Children 

为了动态了解本地区儿科住院病例的临床特 

点，更好地配置医疗资源和更合理地调配护士，从而 

更好地为病人提供优质服务，使群众更加满意。本 

研究在对201 1年贵港市妇幼保健院 1 788例儿科 

住院病例临床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对本院儿科 

2012-01-01—2014—12．31三年间的住院病例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本组资料来源于本院亿通医院信息 

系统管理部门的归档病案，查询2012-01．01—2014． 

12—31普通儿科出院的7 981例患儿的住院信息，不 

包括产科、新生儿科及康复科的住院患儿信息。 

1．2 方法 对 7 981例患儿的性别构成、年龄分 

布、住院时间、出院时间、出院西医第一诊断及转归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性别构成 7 981例中男5 340例(占66．9o％)， 

女 2 641例(占33．10％)，无性别不明者，男女性别 

比为2．02：1。 

2．2 年龄分布 年龄最小者2 d，最大者 13岁，年 

龄≤1岁患儿最多，共5 531例，占全部病例的69．3％； 

1岁<年龄≤3岁 1 904例，占23．86％；3岁 <年龄≤ 

7岁487例，占6．10％；7岁<年龄≤12岁56例，占 

0．70％；12岁<年龄≤16岁3例。 

2．3 季节及月份分布 春、夏、秋、冬分别是2 103 

例(26．35％)、2 772例(34．73％)、1 502例(18．82％)、 

1 604例(20．10％)，按季节顺位分别是夏、春、冬、 

秋；月份分布及按月份顺位见表 1。 

表 1 患儿出院月份分布及按月份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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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月份 例数 构成比(％) 顺位 

12．10 

l1．97 

1O．67 

1O．27 

8．63 

8．42 

7．72 

7．66 

6．4-4 

5．93 

5．17 

5．O1 

2．4 疾病构成 按疾病系统构成前3位分别是呼 

吸系统疾病5 820例(72．92％)、消化系统 1 005例 

(12．59％)、口咽皮肤628例(7．87％)，按疾病系统 

统计见表2；按病种构成前3位是支气管肺炎3 321 

例(41．6l％)、支气管炎2 124例(26。61％)、d,JL肠 

炎773例(9．69％)，按病种统计见表3。 

表2 7 981例出院病例疾病构成[n(％)] 

6 5 1 O 9 2 6 1 4 4 3 O ％ 眩 船 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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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7981例出院病例前10位病种构成及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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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住院时间 住院时间最短为24 h，最长为35 d， 

平均住院天数为 4．O1 d。≤1 d 438例占5．49％， 

≤2 d 1 076例占13．48％，≤3 d 1 834例占22．98％， 

≤7 d 6 726例占84．28％，≤10 d 7 807例占97．88％， 

>10 d 174例，占2．12％。 

2．6 转归 治愈2 953例(37．00％)，好转4 326例 

(54．20％)，治愈率为91．20％；未愈366例；死亡2 

例，病死率为0．03％；其他334例。 

3 讨论 

贵港市是1995年新成立的地级市，辖港北区、 

港南区、覃塘区三区及桂平市、平南县二县市，贵港 

市妇幼保健院是由贵县实验妇幼保健所发展起来的 
一 所地市级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1995年成立儿科 

住院部开始收治儿科住院病人，2010-06分成普通儿 

科和新生儿科，2013-04成立儿童康复科住院部， 

2015-01普通儿科又分成普通儿科一区和普通儿科 

二区，其病例来源以三区患儿为主。 

3．1 性别特点 男性多于女性，7 981例出院病例 

病案资料中男性 5 340例(66．90％)，女性2 641例 

(33．10％)，男：[n(％)]女=202：1，较2011年(男：女= 

2．11：1)非常接近。考虑以下因素：①某些疾病的 

发病率存在性别差异。②目前我国出生陛别比严重 

失衡，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2011 

年、2012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20．56、117．78、 

117．70，超出国际上公认的正常值范围：103—107。 

2013-01—2013-06贵港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2．63 

仍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出生人口性别比。③重男轻 

女的文化环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致男孩生病需 

要住院易接受医师的建议，家属对女孩更愿意选择 

门诊治疗。 

3．2 年龄特点 L为主，1岁以内婴儿占 3o％，与 

2011年的71．87％接近，高于乐清市(57．39％) J， 

其可能原因主要是自身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易 

受呼吸道和消化道病毒、细菌感染，其次是6个月以 

后的婴儿来自母体的抗体滴度下降。故应加强对该 

年龄段儿童的管理。1～3岁病例数与学龄前期儿 

童(3—7岁)分别 占23．85％、6．10％，居于第 2、3 

位，而7岁以上的学龄儿童不到 1％，可能与 1～3 

岁年龄期小儿逐渐人幼儿园与外界环境接触增多， 

离开家人的照护自理能力及适应能力较差，加上幼 

儿园人群密集，呼吸道疾病易传播，而自身免疫系统 

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免疫力相对较弱等有关。 

3．3 疾病特点 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居高不下，呼 

吸系统疾病达72．92％，较2011年69．74％有增无 

减，其次是消化系统疾病，第三位是口咽皮肤病，提示 

本地区儿科今后的工作重点仍是加强儿童呼吸道管 

理，推广疫苗及免疫制剂的应用从而降低呼吸系统疾 

病的发病率。本组资料显示感染性疾病占91．22％，较 

2011年86．24％呈现上升趋势。鉴于基层医院病毒 

检测手段的限制及目前呼吸道病毒检测广西无收费 

标准的问题，多数呼吸道病毒感染性疾病未能明确 

病因。随着病毒检测技术的进步及各种临床检验中 

心的建立，感染性疾病的病原学诊断对临床的指导 

意义越来越大，希望广西能尽快出台新的物价标准， 

为呼吸道病毒检测提供政策支持。近3年最显著的 

病种特点是手足口病跃居第6位，较2011年有明显 

的变化。3年共收治手足口病 274例，其中2012 

年、2013年、2014年分别为 16例、19例、239例，尤 

其是2014年称得上是手足口病暴发，应引起疾控部 

门及医疗机构的高度重视。 

3．4 住院时间特点 住院时间最短为24 h，平均住 

院天数为 4．01 d，住 院时间 ≤2 d 1 076例，占 

13．48％；42院时间≤7 d 6 726例，占84．28％，符合 

儿科占床周期短的特点。与金克微 】、单小鸥r3 的 

报道一致，鉴于儿科住 院时间短的特点，国外学 

者 认为建立儿科急诊观察室已成为健康服务体 

系中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美国522家医院的调 

查报告显示，19％的医院有观察室，其中64％是儿 

科急诊观察室 J。我院急诊科虽建立有观察室， 

但多数患儿做完当日治疗即要求回家观察，愿意留 

观的患儿较少。 

3．5 季节及月份分布特点 本组资料显示夏季病 

例较多在 1／3以上，按季节顺位是夏、春、冬、秋，而 

2011年春、夏、冬三季住院病人数极为接近，秋季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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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约为全年的1／5，与闽浙地区不同，闽浙地区均以 

秋季居多 。4月份是本地区三年中出院病人最 

多的月份，其次是5月、6月，较2011年有所不同。 

2011年3月份是一年中出院病人最多的月份，其次 

是4月、12月。根据这一特点为了更好地做好医护 

人员人力资源的调配服务于病人，我院将自2015年 

1月份将普通儿科分成了独立的2个病区，大大地 

缓解了普通儿科住院病人的压力。 

3．6 疗效评价 对于平均仅4．01 d的住院时间来 

说，有效率达91．2％可谓治疗质量优良，其治愈率 

低于温州育英儿童医院，与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及 

乐清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报道接近，但病死率0．03％ 

低于2011年的0．11％，亦低于上述三家医疗机构， 

远低于国内病死率标准。医院等级、医院规模、硬件 

设施、医疗环境和病源及住院病种和医疗水平的差 

异，对治愈率、有效率及病死率有一定的影响。我院 

作为市一级妇幼保健专科医院，应在做好普通病、常 

见病诊治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疑难病及危重症的抢救 

水平，还应指导基层医院对重症、疑难和复杂病例的 

诊治，并协助周边基层医院对重症疑难患儿的诊治和 

转运。 

综上所述，近 3年本院普通儿科住院病例呈现 

以男性为主、婴儿为主、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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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间短、夏季较多秋季较少、月份差异较大的特 

点，临床医师和医院管理层应高度重视，更好地调配 

医护人员为患儿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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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层医院多发性创伤的临床特点及救治措施，提高急诊救治多发伤的成功率。方 

法 回顾性分析2010-02—2014-09宾阳县人民医院收治的66例多发性创伤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本组抢 

救成功56例，成功率为84．85％，死亡10例，病死率为 15．15％。3种不同ISS评分者病死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O．O1)。合并有颅脑损伤者病死率为23．33％，高于未合并颅脑损伤者的8．33％，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多发性创伤致病因素多种多样，创伤程度ISS评分对多发性创伤患者预后评估 

具有一定指导价值，临床上对合并颅脑损伤的多发性创伤患者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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