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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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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分析医院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泌尿道&手术部位感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方法
!

采用
%.%

配对的方法%调查
%""

对患者!发生上述医院感染的患者#病例组$与同期类似住院未发生医院感

染的患者#对照组$"的卫生资源消耗并进行比较%对医院感染进行经济学评价'结果
!

病例组住院总费用中位数

每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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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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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病例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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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经济损失因

感染部位的不同而异%下呼吸道感染经济损失最大%为
!%("%.")

元%其次为泌尿道感染
+)(*.'!

元&手术部位感

染
'#*&."*

元&上呼吸道感染
)'&#.""

元)患者住院费用的增加主要是药费&检验费&材料费&治疗费&处置费)病

例组中位数每例患者住院时间为
!*.'%@

%对照组为
%%.""@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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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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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经济损失因感染部位的不同而异)同时%由于发生医院感染而延长了患者的

住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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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院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医院感染经济损

失的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迫切需要

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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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经济负担%是全球性问题'

除去多部位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外%不同感染

部位和同一感染部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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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医院的收费标准不同%同一

病种的费用差别较大'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常用的中

位数来表达平均数%对某综合三级甲等医院
!""(

年

%

月,

!""#

年
%

月确诊为医院感染患者的经济损失

进行统计分析%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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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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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与对照的选择
!

回顾性调查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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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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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出院患者中医院感染发病情况%获

取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泌尿道和手术部位感染病例

#病例组$)对照组为同期类似住院未发生医院感染

的患者%根据配对条件按照
%.%

比例配对'死亡病

例排除在两组研究对象之外'

%.!

!

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

按卫生部
!""%

年颁发的

1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2%确定患者在医院内是

否发生医院感染及其感染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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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对条件
!

要求同性别&年龄#

0'

岁$&科室%

出院诊断&住院日期接近%承担医疗费用方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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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法
!

利用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查阅病例

组与对照组的病历资料%按事先设计的表格统一填

写'调查内容包括住院时间&疾病类别&感染部位&

性别&科室及住院费用'从住院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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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

住院患者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病历资料%病例组和

对照组的调查方法及表格内容完全一致'由两人核

对后将数据输入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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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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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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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录入数据%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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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对医院感染发病率&医疗

费用和住院天数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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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疗费用和住院天数均属于非正态分布资料%

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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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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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与对照组基本情况
!

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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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符

合条件的医院感染病例%其中
%)

例因没有合适的对

照而舍弃%有效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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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中%上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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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泌尿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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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呼吸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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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术

部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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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例组平均年龄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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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平均年龄为#

*&.*&0!%.#%

$岁%两

组具有较好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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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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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住院

总费用中位数每例为人民币
!!)(&."%

元%对照组

住院总费用中位数每例为人民币
(+%%.'!

元%病例

组比对照组每例多支出
&!#+.""

元%两组之间费用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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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的住院费类别中%增加的费用由高至低依次为药费&

检验费&处置费&床位费&材料费和检查费%增加的各

项费用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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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位数%

X

为四分位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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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感染部位对住院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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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中位

数每例患者住院时间为
!*.'%@

%对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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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例延长住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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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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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延长因感染部位不同而异%依次为上呼吸道&泌尿

道&下呼吸道&手术部位感染%不同的感染部位对住

院日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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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感染部位所致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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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造成

的经济损失因感染部位不同而异%病例组较对照组

经济损失由高至低依次为下呼吸道&泌尿道&手术部

位&上呼吸道感染'不同的感染部位经济损失费用

构成存在差异%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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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总费用
))#%(."% !&'*"."! ('#&."! !%+*%."% !%("%.") )"&#"."! $*.!# ".""

!!

F

为中位数%

X

为四分位间距

表
+

!

手术部位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元$

0,69$O

!

A,::/+)+#%/&+''/$(':@R

6

'(;

5

%/$&U+()@%)N:/-%+)

#

6

($)

$

费用类别
病例组

F X

对照组

F X

差值

F X

E @

床位费
)+!."% !!#."! %*"."" *#."" !)*."% !*".") $*.(! ".""

药
!

费
*%%*.'" %#%#&."' !()!."* *)%).(* !##!.)( %"')+.!" $%.+% ".%%

手术费
+++."! &"%.%# '*"."% *)"."% !'#."! +''.%# $%.&* "."'

检验费
%'#%."% %'#(."* #!)."* +!#."! *&&."% %!'+.") $!.+" "."%

检查费
)&"."! !((.") %""."% %+(."" !)&.") !(!.") $).(' ".""

放射费
"."" +'."! "."" *"."" "."" +"."* $".&) ".)'

输血费
"."! !!"."% "."" "."" "."" !!"."* $".#* ".*"

处置费
%%(#."" %!%)."* '(#.*( !''."! '(".*& %!%+."% $*.!% ".""

吸氧费
*'%."" %")#."! %&"."! ('+."* %*."% &"+."* $%.'' ".%!

治疗费
%"'.") ''"."! !"."* '!'."% "."" %!'."* $".(" ".*&

材料费
%*+&."+ &"&.)# %"#!.'# '%#.'# "."" %'&*.*' $%.+% ".%%

护理费
%"!."! %+%."% ')."" (&."" *(."! %"+."* $!.+* "."%

总费用
%!'#"."% !!#'.() (+)*."! +')).") '#*&."* %++!%.") $!.!! ".")

!!

F

为中位数%

X

为四分位间距

!.'

!

不同科室患者医院感染经济损失
!

医院感染

直接经济损失因科室不同而异%由高至低前
'

位依

次为神经外科&消化科&胸外科&血液科&康复科%除

妇产科&老年病科&神经外科&消化科外%其余科室感

染患者增加的费用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不同科室患者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元$

0,69$P

!

A,::/+)+#%/&+''/$(':@R

6

JI%)

8

$-%:)-'%)@%NN:;:)-@:

8

$;-#:)-'

#

6

($)

$

科室
病例组

F X

对照组

F X

差值

F X

E @

妇产科
(*()."! )+*#.++ '#*".*' *""*.(! %'+(."! ))#!.!! $%.(' "."#

儿
!

科
*"%#.'! '!(#.*" !!#+.*& !!'#."% %)**.*# )*").)! $!.!" ".")

普通外科
!%%*#."" *"'&*."% %""%"."% &*().'* %)""&."! !*+&"."! $).'( ".""

康复科
!#)%).*( !)#("."! %)(%#.'* %&&!!.++ %*))%."" !'&+'.(( $!.(* ".""

老年病科
%))(#.*' *")%.!+ &%##.'! (&#".!' *%&".") '%)!."! $%.)* ".%#

内分泌科
%"%!#."! )&").'* *"!)."! )!'%.*# *'+#."! %*&).*( $!."! "."*

神经内科
%+%#".") %*)'".*( (&&&."* !#%+(.'! %)'*."! %(+&+.*& $".%* ".""

神经外科
*(+*'."! )*!%'.*& !+(!*."! *(#)(.'! )*()!."! '))**."! $%.(% "."&

消化科
)**"'."% )(+(.(' #""&.*( !+!(.!" !+)&'."* %'!%."" $%.)* ".%#

胸外科
)&#'*."% '"&+'.'! &%#%."% )&!'&.*+ !'"&+."! !&#*!.'! $!.!* ".")

血液科
!)()+.'" )!&%'.#) ')('.'! )"(!.)! %'**%."% !!!&%.(# $!.'! "."%

中医科
!"&"(."% %'&)#.!+ #)!".*( *"++.(" %"*"".*' %#*!%.+' $!.)# "."!

平
!

均
!!)(&."% )%%&%.') (+%%.'* %"+&.') &!#+."% %'#!*.#) $+.(! ".""

!!

F

为中位数%

X

为四分位间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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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科室患者医院感染对住院日的影响
!

住

院日延长居前
'

位的科室依次为消化科&血液科&康

复科&普通外科和胸外科)不同科室延长住院日不

同%除老年病科&烧伤科&消化科&胸外科&中医科外%

其他科室感染患者住院日增加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见表
#

'

表
#

!

不同科室患者医院感染对住院日的影响#

@

$

0,69$Q

!

A,:%)N&(:)/:+NJI%)

8

$-%:)-'%)@%NN:;:)-@:

8

$;-#:)-'+),+'

8

%-$&%*$-%+)@$

6

'

#

@

$

科室
病例组

F X

对照组

F X

差值

F X

E @

妇产科
%'.)& %+.)% +.&% (."% %%.&% &.%* $!."! "."*

儿
!

科
&.++ +.%" +.** )."% ).#* ).)' $!.!" ".")

普通外科
%*.'! !%.(% &.#( (.") %(.(" )"."% $).+! ".""

康复科
*).%) '!.!% )*.!" '".+) %&.*% )#.+' $!.+* "."%

老年病科
%*.'" #.(* %".*! #.&* +.%% *.%+ $%.)* ".)!

内分泌科
%%."' &.%# (.#+ !.%* #.%" *.+" $!."! "."*

烧伤科
%+.&! !*.(% %#.#! )%.*% %".(' "."" $%.*# ".%!

神经内科
%(.'* !&.+% %).!( %#."* '.%% %%.+) $).%# ".""

神经外科
%'."" )'.%+ %"."" (.#! %!.*% !!.(+ $%.)* ".""

消化科
!".%! !+.+" %%.*+ !".&) !'.!& )".'' $%.#! ".%#

胸外科
)*.*% !*."& %(.%) %%.*& %'.%) )%.'+ $%.(! "."&

血液科
!!.!) %#.** %*.)' %(."! !".+# %*.)" $!.'! "."%

中医科
%*.%! %&."% %!.*! #.'% ).&! %#.!% $%.&+ "."'

!!

F

为中位数%

X

为四分位间距

3

!

讨论

).%

!

医院感染的直接经济损失
!

医院感染造成的

经济损失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经济负担'美

国每年发生医院感染的人数超过
!""

万例%引起
*"

亿美元的额外费用和
#

万病例死亡!

)

"

)英国估计每

年发生
%"

万例医院感染%造成
'"""

病例死亡%额

外支出
%+

亿欧元!

*

"

%这些都是指直接的损失'发达

国家的研究显示!

'

"

%每例医院感染的额外费用为

%"""

"

*'""

美元#平均
%#""

美元$%但在儿科病

房特别是新生儿病房%额外费用可超过
%""""

美

元'医院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医院的规模&等

级&科室设置&收治对象%医院所在地区&收费标准及

保险类型有一定的关系!

+

"

'本研究采用国际上常用

的中位数来表达平均位置%医院感染患者中位数总

住院费较对照组多人民币
&!#+.""

元%每例延长住

院日
%".*"@

%高于吴风波!

(

"等报道的平均每例感染

者多支出
'"'#.!#

元%刘一新!

#

"等报道的
))*!

元

和杨学岭!

&

"等报道的
*)**

元%以及张欣文!

%"

"等报

道的
+*"!.''

元)低于周清德!

%%

"等报道的
!")+'

元'这种差别显然与调查时间&地区&医院收费标准

和患者特点等有关'多支出的住院费主要为药费&

检验费&治疗费和处置费%其中药费每例多支出

*#)+.%"

元)发生感染患者的药费&治疗费&处置费

均在不同程度发生改变%医院感染增加了患者的经

济负担%延长了住院日%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

影响了病床周转率'经济损失主要由于抗感染&治

疗&护理&检验&检查的增多和病情恶化等所致%尤其

是与抗菌药物应用的种类和数量增加有关%这些都

是直接经济损失)另外%还有患者死亡&缺勤&陪护等

其他间接损失本文未行统计%因此实际损失是巨大

的'提示发生医院感染后%对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

应谨慎%不合理用药不仅会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而

且可导致二重感染)临床在选择抗菌药物时应参考

药敏试验结果%避免盲目滥用抗菌药物%减少医疗费

用的支出'

).!

!

不同科室患者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
!

监测资

料显示%医院感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因科室不同而异'

医院感染经济损失较大的科室主要为外科和内科系

统%其中神经外科经济损失最大%为
)*()!."!

元%

其次是消化科
!+)&'."*

元&胸外科
!'"&+.!"

元&

血液科
%'**%."%

元'神经外科和胸外科设有重症

监护病房%危重患者由于各项检查费&药费&监护费

用均要高于其他患者%因此患者在药费&床位费&护

理费&材料费&处置费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发生医院

感染后各项费用在此基础上均有显著增加)血液科

患者与应用化疗药物有关%由于其疾病种类的原因%

发生医院感染的概率也比其他科室高%各项费用均

高于对照组'提示今后的监测工作应加强对血液

科&神经外科&消化科和胸外科的感染监控%根据疾

病的种类和科室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目标性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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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查找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采取措施降低医院

感染的发病率%减少因医院感染造成的医疗费用

支出'

).)

!

不同感染部位的经济损失
!

医院感染部位不

同%其经济损失也不一样'调查结果显示%不同部位

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依次为(下呼吸道感染

!%("%.")

元&泌尿道感染
+)(*.'!

元&手术部位感

染
'#*&."*

元&上呼吸道感染
)'&#.""

元%与有关

报道有差异!

%!

"

'从不同感染部位的经济损失类别

看%本研究
*

种类型医院感染的经济损失均以药费

占首位%其中下呼吸道感染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泌

尿道&手术部位和上呼吸道感染)检验费在
*

种感染

部位中费用基本均衡)材料费%下呼吸道感染和泌尿

道感染高于其他部位感染)在下呼吸道感染和手术

部位感染中%处置费明显高于其他项目'从卫生经

济学角度%防控医院感染应根据疾病的种类不同开

展目标性监测%呼吸道&手术部位&泌尿道等应作为

医院感染监控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多重部位感染

的监控'如果这些部位的感染得到有效控制%不仅

可以大大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节约卫生资源%同时

还可以使医院病床周转率大幅度上升%对医院适应

当前医药卫生改革的形势极为有利'

).*

!

医院感染对住院日的影响
!

从不同感染部位

对住院日的影响看%本研究
*

种类型感染平均延长

住院日
%".*"@

%高于易文华!

%)

"等报道的
&.)*@

%与

吴安华!

!

"报道的
%'

"

%#@

一致'不同感染部位延

长住院日不同%以手术部位和下呼吸道感染延长的

住院日较多%分别为
%+.*!@

&

%".""@

)泌尿道感染

延长住院日最短%平均延长
*.'"@

'医院感染引起

的住院日延长%不仅降低了医院的病床周转率%而且

还是医院感染患者超额医疗费用的主要来源之

一!

%*

"

'国内研究表明!

%'

"

%血流感染#

PPI

$&手术部

位感染#

<<I

$&泌尿道感染#

1AI

$及呼吸机相关性肺

炎#

O?G

$延长住院时间分别为
(

"

!%@

&

(

"

#@

&

%@

和
+@

)单一感染延长住院时间
(.!

"

!'.(*@

%若基

础疾病较复杂的患者则延长的住院时间更长)下呼

吸道感染平均延长住院时间
(.)'

"

*).%(@

%泌尿道

感染延长
%.'

"

)*.#(@

%胃肠道感染延长
'.)&

"

%).'"@

'

从不同科室医院感染患者延长的住院时间看%

住院日延长居前
'

位的科室依次为消化科&血液科&

康复科&普通外科&胸外科'由此可见住院时间长是

医院感染的重要危险因素的结论%有可能是由于患

者发生医院感染而引起的住院时间延长%或两者互

为因果关系的结果'医院感染率每降低
%H

所节省

的医疗费用就可以支付医院感染监控人员的工资及

进行医院感染研究所需的一切费用!

%%

"

'从成本效

益来看%加强医院感染研究的投入是值得的%医院管

理者应看到医院感染控制的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益所

在%积极推动医院感染监控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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