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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影响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的主要因素, 推进军队卫生服务建设。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

法对抽取的华东某地区 2 300 名军队人员进行健康询问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 2 187 份, 有效率 95. 09% ) , 利用L ogist ic 回归模

型对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该地区军队人员的两周患病就诊率是 56. 36% , 疾病的严重程度是影

响门诊服务利用的最主要因素, 年购药自付费用> 1 000 元、年龄 55 岁及以上、最愿意就诊的医疗机构选择和对部队医疗机构

供药的满意度等因素对两周患病就诊率有较大影响。结论: 应加大对基层卫生力量的投入, 加强部队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 以

便进一步提高门诊服务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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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m ain influen tia l facto rs fo r health services u tilizat ion of m ilitary personnel as ou tpa2
t ien ts, p romo ting the developm en t of m ilitary health services. M ethods: A health su rvey w as conducted among 2 300 m ilitary

personnel in a region selected by m ult istage, stra t ified, clu ster samp ling. To tally 2 187 quest ionnairesw ere retu rned,w ith the

valid rate being 95. 09%. T he facto rs influencing the u tilizat ion of ou tpat ien t health service w ere analysed w ith L ogist ic re-

gression. Results: T he 22w eek clin ical visit ing of m 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region w as 56. 36% , w h ich is m ain ly influenced by

the severity of sickness. Facto rs such as annual expenditu re on m edicine > 1 000 yuan, age above 44,mo st p referab le health o r2
gan izat ions and sat isfact ion degree of m edicine supp ly have also influenced. Conclusion: Construct ion of basic m ilitary health

in st itu t ion shou ld be p romo ted to upgrade the ou tpat ien t health service u tilizat ion.

[ KEY WORD S ]　u tilizat ion of ou tpat ien t health service; pat ien ts w ith physician con tact w ith in tw o w eek s; L ogist ic regre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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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揭示与分析影响人群医疗服务利用的主要因

素, 是对未来医疗服务需求量进行预测的基础, 也可

为针对这些因素制定相应的对策提供信息[ 1 ]。本研

究运用卫生统计学和卫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

影响华东某地区军队人员门诊医疗服务需求的各类

因素进行分析, 建立了军队人员门诊需求模型, 以揭

示该地区军队人员门诊医疗服务需求与影响需求的

主要因素之间的关系。

1　材料和方法

1. 1　资料来源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于 2002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4 日抽取华东地区

2 300名军队人员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健康询问调

查, 其中有效问卷 2 187 份, 有效率 95. 09%。所用数

据全部来自于该地区军队人员健康询问调查资料。

在调查的军队人员中, 男性 2 085 人, 占 95. 33% , 女

性 102 人, 占 4. 67% ; 陆军 784 人, 占 35. 85% , 海军

1397 人, 占 63. 88% , 总装 6 人, 占 0. 27% ; 离退休

干部 103 人, 占 4. 71% , 师以上干部 7 人, 占

0. 32% , 团以下干部 475 人, 占 21. 72% , 士官 793

人, 占 36. 26% , 义务兵 809 人, 占 36. 99%。

1. 2　研究方法　用 Ep iD ataÊ 建立数据库, 录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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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 转换成数据集, 用 SA S 8. 2 软件进行相应的

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扩展的M an tel2H aenzsel

统计法[ 2 ] (CM H ς2) ,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

L ogist ic 回归模型, 建立该地区军队人员门诊服务

就诊概率模型。

2　结　果

2. 1　军队人员两周就诊情况　根据本次调查结果,

被调查军队人员两周患病人数为 566 人, 两周患病

率为 25. 88%。军队人员两周患病就诊人数为 319

人, 两周患病就诊率为 56. 36% , 低于国家居民的两

周患病就诊率 61. 79%。

在两周患病的军队人员中, 有 56. 36% (319 人)

选择了到各级医疗机构就诊, 其中 57. 68% (184 人)

的就诊者两周内就诊次数为 1 次, 24. 14% (77 人)

的就诊者两周内就诊次数为 2 次, 就诊次数 3 次的

占 10. 66% (34 人) , 就诊次数≥4 次的占7. 52% (24

人)。在就诊的医疗机构中, 旅 (团)卫生队是患者就

诊的主要单位。关于选择就诊机构的原因 (1 个人可

以有 1 种或多种选择, 调查中最多填写 5 种) , 不同

的医疗机构有所不同, 但总体来讲, 就医是否方便是

患者考虑的首选因素。两周患病就诊者医疗机构选

择情况见表 1。

2. 2　军队人员未就诊情况　在两周患病的军队人

员中, 43. 64% (247 人) 的患者未去就诊 (未就诊的

原因可能有 1 种或多种, 调查中最多填写 6 种) , 未

就诊的原因构成中自感病轻占 43. 85% (114ö260) ,

自我治疗占 24. 23% (63ö260) , 没时间占 15. 00%

(39ö260) , 请假难占 6. 92% (18ö260) , 交通不便占

5. 00% (13ö260) , 其他占 5. 00% (13ö260)。不同人

员类别和不同军兵种的军队人员未就诊原因详见表

2。

表 1　两周患病就诊者所选医疗机构及原因构成比

Tab 1　Selection of hea lth fac il ities and its inf luen tia l factors proportion

[n (% ) ]

H ealth
o rgan ization N

O rganization
nature Convenience Good service

att itude
H igh

technique O thers

Battalion m edical po st 75 13 (17. 33) 43 (57. 33) 10 (13. 33) 6 (8. 00) 3 (4. 00)

M edical company 234 70 (29. 91) 115 (49. 15) 34 (14. 53) 14 (5. 98) 1 (0. 43)

D ivision ho sp ital 16 8 (50. 00) 2 (12. 50) 4 (25. 00) 2 (12. 50) 0 (0)

O utpatien t departm ent 31 9 (29. 03) 14 (45. 16) 4 (12. 90) 4 (12. 90) 0 (0)

Station ho sp ital 26 10 (38. 46) 3 (11. 54) 2 (7. 69) 7 (26. 92) 4 (15. 38)

U nit ho sp ital 1 1 (100) 0 (0) 0 (0) 0 (0) 0 (0)

Central ho sp ital 1 1 (100) 0 (0) 0 (0) 0 (0) 0 (0)

C lin ic fo r retired officer 68 28 (41. 18) 22 (32. 35) 14 (20. 59) 4 (5. 88) 0 (0)

L ocal ho sp ital 13 0 (0) 1 (7. 69) 4 (30. 77) 6 (46. 15) 2 (15. 38)

P rivate clin ic 2 0 (0) 0 (0) 1 (50. 00) 1 (50. 00) 0 (0)

To tal 467 140 (29. 98) 200 (42. 83) 73 (15. 63) 44 (9. 42) 10 (2. 14)

表 2　不同类别、兵种的军队人员两周患病未就诊原因

Tab 2　Reason s for not seek ing m ed ica l adv ice with in 2 weeks for d ifferen t ranks and serv ices

[n (% ) ]

Index N
N o t feeling

serious Self2t reating Inconvenien t
transpo rtat ion N o tim e

D ifficu lty in
ask ing fo r
sick leave

O thers

Rank

　Retired officer o r veteran 5 3 (60. 00) 2 (40. 00) 0 (0) 0 (0) 0 (0) 0 (0)

　A bove division comm ande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Below regim ental officer 87 28 (32. 18) 24 (27. 59) 9 (10. 34) 18 (20. 69) 4 (4. 60) 4 (4. 60)

　N on2comm issioned officer 83 34 (40. 96) 25 (30. 12) 4 (4. 82) 13 (15. 66) 6 (7. 23) 1 (1. 20)

　So ldier 85 49 (57. 65) 12 (14. 12) 0 (0) 8 (9. 41) 8 (9. 41) 8 (9. 41)

Service

　A rm y 98 50 (51. 02) 21 (21. 43) 1 (1. 02) 9 (9. 18) 11 (11. 22) 6 (6. 12)

　N avy 161 64 (39. 75) 42 (26. 09) 11 (6. 83) 30 (18. 63) 7 (4. 35) 7 (4. 35)

　General arm am ent 1 0 (0) 0 (0) 1 (100) 0 (0) 0 (0) 0 (0)

　To tal 260 114 (43. 85) 63 (24. 23) 13 (5. 00) 39 (15. 00) 18 (6. 92) 13 (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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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

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 (表 3) 表明, 对军队人员门诊

服务利用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的因素有

年龄、工作性质、人员类别、最愿意就诊的医疗机构、

年购药自付费用和对部队医疗机构供药的满意度,

其中年龄 55 岁以上 (本次调查中均为离退休干部)、

非作训类军队人员、师以上干部、最愿意就诊的医疗

机构为干休所卫生所、年购药自付费用大于 1 000

元和对部队医疗机构供药满意的军队人员就诊率较

高。

表 3　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Tab 3　Single-factor ana lysis summary of util iza tion of outpa tien t serv ice of m il itary personnel

V ariab le C lin ical visit
w ith in 2 w eek s (% )

P value
(ς2) V ariab le C lin ical visit

w ith in 2 w eek s (% )
P value

(ς2)

A ge < 0. 000 1 (24. 109 3) Service 0. 396 9 (1. 847 9)

　152 52. 33 　T he A rm y 55. 34

　252 55. 62 　T he N avy 58. 45

　352 65. 00 　T he general arm am ent 0

　452 50. 00 M o st p referab le health o rgan ization 0. 025 9 (4. 961 5)

　552 90. 20 　Battalion m edical po st 51. 72

Gender 0. 801 6 (0. 063 1) 　M edical company 68. 83

　M ale 57. 25 　D ivision ho sp ital 46. 43

　Fem ale 54. 55 　O utpatien t departm ent 70. 00

Job nature < 0. 000 1 (15. 615 4) 　U nit ho sp ital 45. 00

　N on2drill 73. 43 　Central ho sp ital 45. 45

　 In tellectual drill 50. 00 　General ho sp ital 66. 67

　Physical drill 52. 06 　C lin ic fo r retired officer 100. 00

Rank < 0. 000 1 (19. 800 3) 　L ocal ho sp ital 49. 35

　Retired officer 90. 20 A nnual expenditu re on m edicine (y uan) 0. 003 4 (8. 555 5)

　A bove division comm ander 100. 00 　02 55. 09

　Below regim ental officer 53. 46 　1002 54. 32

　N on2comm issioned officer 58. 92 　5002 62. 50

　So ldier 48. 13 　1 0002 78. 57

N um ber of disease type 0. 948 7 (0. 004 1) D 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p rovision 0. 017 8 (5. 617 2)

　1 56. 53 　　of m edicine by troop s

　2 62. 67 　Satisfied 69. 44

　3 43. 75 　M oderately satisfied 57. 48

　4 50. 00 　N o t satisfied 52. 96

2. 4　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

析[ 3, 4 ]　本研究选择此种方法来建立军队人员中患

者的门诊服务利用模型, 即以两周患病的军队人员

是否利用门诊服务作为因变量,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

础上, 选择年龄、性别、工作性质等自变量建立模型。

经过反复验证并结合专业需要, 对于多分类变量我

们定义就诊率低的组别作为对照组, 所得结果均相

对于对照组而言, 卧床天数和缺勤天数作为连续变

量直接引入方程, 军队人员两周就诊L ogist ic 回归

模型拟合结果见表 4。

表 4　两周内患病的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的L og istic 回归模型及参数估计

Tab 4　Param eter estimates of L og istic regression

V ariab le E stim ate Standard
E rro r

W ald
Ch i2Square P value Standardized

E stim ate OR
95% Confidence

lim its

A ge ≥55 year 1. 550 6 0. 538 6 8. 288 1 0. 004 0 0. 247 0 4. 714 1. 640213. 547

N on2drill 0. 562 3 0. 247 7 5. 152 6 0. 023 2 0. 135 9 1. 755 1. 0802 2. 852

A nnual expenditu re on m edicine > 1 000 y uan 0. 754 6 0. 375 8 4. 032 8 0. 044 6 0. 125 4 2. 127 1. 0182 4. 442

M edical company is mo st p referab le 0. 805 3 0. 217 3 13. 734 7 0. 000 2 0. 198 1 2. 237 1. 4612 3. 425

A bsence2from 2duty days 0. 135 3 0. 080 9 2. 797 3 0. 094 4 0. 132 6 1. 145 0. 9772 1. 342

Bed days 1. 030 0 0. 453 5 5. 159 5 0. 023 1 0. 513 9 2. 801 1. 1522 6. 813

D 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p rovision of m edicine - 0. 253 6 0. 140 9 3. 238 4 0. 071 9 - 0. 098 1 0. 776 0. 5892 0. 963

In tercep t 0. 228 7 0. 359 8 0. 403 8 0. 525 1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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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标准偏回归系数大小和符号的显示, 影响

该地区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的最主要因素是卧床

天数, 其他影响因素按照作用大小依次是年龄≥55

岁、患病后最愿意去旅 (团) 卫生队就诊、非作训类、

缺勤天数、年购药自付费用> 1 000 元和对部队供

药的满意度。从优势比 (odds ra t io , OR ) 值来看, 卧

床时间越长, 缺勤时间越长, 对部队医疗机构供药越

满意, 年龄≥55 岁者患病后最愿意去旅 (团) 卫生队

就诊和非作训类军队人员的两周患病就诊率越高。

值得注意的是多因素分析结果患病后最愿意去旅

(团) 卫生队就诊与两周患病就诊率有关, 与单因素

分析结果不同, 单因素分析中最愿意去干休所卫生

所的军队人员就诊率较高, 是由于选择该项的人员

均为离退休人员, 其患病后全部就诊, 多因素分析消

除了这种混杂因素的影响, 使患病后最愿意去旅

(团) 卫生队就诊对两周患病就诊率的影响显露出

来。另外多因素分析中师以上干部也被剔除, 这是由

于单因素分析只考虑单个影响因素对结果的单独作

用, 而多因素分析可以同时分析多个影响因素对结

果的综合作用, 既考虑了各影响因素对结果的单独

作用, 又考虑了多个影响因素对结果的整体作用。

3　讨　论

3. 1　对模型的评价　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结果显

示 ς2 = 79. 769 3, D F = 7, P < 0. 000 1, 说明所建立

的L ogist ic 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逐步回归

的方法消除了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对回归模

型残差的检验结果说明, 未进入的因素对模型的影

响没有统计学意义 (P = 0. 501 6) , 可以认为所选择

的因素对于模型的贡献是主要的。对模型拟合优度

的检验结果显示 ς2= 10. 121 5, P = 0. 119 6, 可认为

此模型拟合较好。

3. 2　影响军队人员门诊服务利用的因素　本研究结

果显示, 疾病的严重程度 (卧床天数) 是影响该地区军

队人员就诊概率的最主要因素。除卧床天数外, 年龄

≥55 岁 (本次调查均为离退休人员)、患病后最愿意

去旅 (团)卫生队就诊、非作训类、缺勤天数、年购药自

付费用> 1 000 元和对部队医疗机构供药满意度都是

影响军队人员两周患病就诊概率的主要因素。

3. 3　模型的应用　Gies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首次

尝试利用模型来分析问题并为策略的制定提供依

据。到目前为止, 这种方法已在很多策略中被应用。

本研究所建立的医疗服务需求模型可以在以下几个

方面得到应用: (1)医疗服务需求预测和卫生资源需

要量预测。在收集自变量 (需求影响因素)时间序列

资料的基础上, 利用模型可以预测未来军队人员医

疗服务需求的变化趋势及变化程度。在对医疗服务

需求预测的基础上, 结合单位时间服务量、人口数等

指标, 可以测算未来卫生资源 (如医生、护士、卫技人

员、床位等)的需要量。(2)医疗费用预测。本研究利

用的概率模型可预测未来军队人员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量, 同理, 也可以建立医疗服务次数和医疗费用的

L ogist ic 回归模型, 对未来医疗服务的利用次数和

医疗费用进行预测, 然后将利用概率、利用次数和次

均医疗费用的预测值相乘, 即可得到未来人均医疗

费用的预测值。(3)发现影响因素。通过模型可以发

现医疗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各类影响因素对利

用的作用大小, 还可通过对主要因素的调整观察利

用的变化情况。

3. 4　建议　本研究发现, 患病后以旅 (团)卫生队为

就诊首选的军队人员两周患病就诊率较高, 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军队人员患病后寻求就近方便的医

疗机构的心理。此外军队人员对部队医疗机构供药

的满意度影响着门诊服务的利用, 营卫生所、旅 (团)

卫生队是军队人员患病后的主要就诊单位, 其所提

供药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就诊者对部队供药的满意

与否, 进而影响军队人员的就诊率。因此, 基层部队

卫生机构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军的卫生服

务保障水平。加大对基层卫生力量的投入, 加强部队

基层卫生机构的建设, 对我军卫生服务体系组织的

合理化以及现有卫生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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