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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门诊病种构成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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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前后儿科门诊病种构成变化。 方法：根据国际疾病分类 ICD-10诊断标准，通过
医院信息系统对 2019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在该院儿科门诊就诊的门诊诊断进行疾病分类统计，分析疫情
前后病种构成及变化。 结果：2020年门诊人 次较 2019年减少了 30.32%，其中 2~4月门诊人 次较 2019年减少 62.21%，
75.84%和 72.16%。 疫情前排前三 位的是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某些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疫情后排前三 位的是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营养和代 谢疾病。 结论：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科影响巨大，造成了 儿科门诊人 次大幅下
降，部分改变了 病种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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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hanges of Disease Composition in Outpatient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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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disease composition in pediatric outpatient department before and after COVID-19.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10) diagnostic criteria, the outpatient diagnoses of pediatric
out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9 to December 31, 2020 were analyzed by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composition and changes of disea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epidemic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 visits in 2020
decreased by 30.32%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19, among which, the number of outpatient visits from February to April decreased by
62.21%, 75.84% and 72.16% compared with that in 2019. The top three epidemics are respiratory, digestive, certain infectious and
parasitic diseases. The top three epidemics are respiratory, digestive, endocrine, nutritional and metabolic diseases. Conclusions:
COVID-19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ediatrics,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pediatric outpatient visits and partly
changing the composition of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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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19年 12月报告新冠肺炎后，疫情迅速在全球肆
虐蔓延，对各个 行业 造成了 巨大的影响，医疗系统也 是受
影响严 重的行业 ，特别是儿科，是受影响最大的科室之 一 ，
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科门诊人 次和病种构成的影响，以
期为 政府、卫健委、医院行政部门针对儿童和儿科的医疗
政策制定、健康宣教、学科建设规划等方面提供客观参考
资料。

1 资料与 方法
1.1 一 般资料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统计 20 19 年 1 月 1 日至 20 20 年

12月31 日在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 心儿科门诊就诊的病种资料，对主 要的病种数据进行分
析。

1.2研究方法
所有疾病的诊断均按照国际疾病分类 ICD-1 0

（In tern ation al Classification OfDiseases，ICD）标准，建立

医院临 床诊断字典库，通过诊断系统对数据进行采集。
1.3数据处理方法
采集的数据以 Excel 形式汇集并进行计算，各系统疾

病描述采用构成比表示。
2 结果

2.120 19~20 20 年门诊主 要病种人 次及构成比
表 1 20 19～20 20 年门诊主 要病种人 次及构成比

序

号
诊断章节 ICD-1 0 编码

例数 构成比

20 20 20 19 20 20 20 19

1
呼吸系统

疾病
J0 0 -J99 36762 54545 71 .51 73.93

2
消化系统

疾病
K 0 0 -K 93 450 6 5896 8.77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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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分泌、

营养和代

谢疾病

E0 0 -E90 3183 3632 6.19 4.92

4

症状、体

征和临 床

与 实验室

异常所见

R0 0 -R99 20 64 2295 4.0 2 3.1 1

5

皮肤和皮

下 组织疾

病

L 0 0 -L 99 1924 20 48 3.74 2.78

6

某些 传染

病和寄生

虫病

A 0 0 -B99 1884 3869 3.66 5.24

7

起源于 围

生期的某

些 情况

P0 0 -P96 30 9 376 0 .60 0 .51

20 19 年~20 20 年门诊就诊总人 次分别为 5140 5 和
73775 人 ，从 表中 看出，新冠肺炎疫情前后门诊主 要前 2
个 病种均为 呼吸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但 20 19年某
些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内分泌、营养和代 谢疾病，症状、
体征和临 床与 实验室异常所见分别位列第3~5位，而20 20
年位列 3~5位的疾病为 内分泌、营养和代 谢疾病，症状、
体征和临 床与 实验室异常所见，皮肤和皮下 组织疾病。见
表 1。

2.220 19~20 20 年各月门诊就诊人 次对比

图 1 20 19~20 20 年各月门诊人 次对比图

从 上 图可以 看出，20 20 年门诊就诊人 次较疫情前减
少 30 .32%，仅 有 12月份 增加 239.75%外，其他 月份 均在
减少，其中 2~4月份 门诊就诊人 数大幅减少，较 20 19年
的减少 62.21%，75.84%和 72.16% 。

2.3呼吸系统疾病主 要小节构成比
表 220 19~20 20 年呼吸系统疾病主 要小节分布

序

号
诊断小节

ICD-1 0

编码

例数 构成比

20 20 20 19 20 20 20 19

1
急性上 呼吸

道感染
J0 0 -J0 6 21670 33621 58.95 61 .64

2
其他 急性下

呼吸道感染
J20 -J22 1280 0 16769 34.82 30 .74

3
流行性感冒

和肺炎
J0 9-J18 40 5 2536 1 .1 0 4.65

4
慢性下 呼吸

道疾病
J40 -J47 1321 1424 3.59 2.61

5
上 呼吸道的

其他 疾病
J30 -J39 566 195 1 .54 0 .36

表 2结果显示，呼吸系统疾病中 急性上 呼吸道感染和
其他 急性下 呼吸道感染是儿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分别占
呼吸系统疾病构成的第一 、二 位，20 19年占第三 位的是
流行性感冒和肺炎，而 20 20 年占第三 位的是慢性下 呼吸
道疾病。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儿科门诊就诊人
次大幅减少，较疫情前的 20 19 年下 降了 30 .32% ，其中
2~4 月份 门诊就诊人 数大幅减少，较 20 19 年的减少
62.21%，75.84%和 72.16% 。 分析原因为 这 3 个 月我国新
冠肺炎疫情最严 重，20 20 年 1 月 2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六部门发布了《关于 严 格预防通过交 通工具传播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通知》[1 ]，全国实行严 格的防控措施，
该地区取消了 一 切聚会活动，减少了 公共交 通，部分单位
停工、停产 、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停学，实行线上 教育，
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等防控措施，居民实行居家隔离，大
大减少了 人 员外出和聚集，并且 因地制宜执行通风、消毒
等预防措施，加上 全民外出佩戴口罩，造成了 呼吸系统疾
病发病率大幅减少，直到 4月 8日武汉“ 封城”结束后门
诊人 次才有所缓慢增加。 20 20 年全年各月仅 有 12月门诊
人 次较 20 19年增加，这是由于 20 19年 12月疫情发生后
减少了 人 员聚集，患病人 数减少，加上 当时大多家长担心
到医院就诊感染新冠肺炎而不 愿到医院就诊。 而 20 20 年
12月国内疫情得到了 控制，幼儿园、学校、教育培训机
构复学，公共场所放开、人 员聚集较前增加，患病后到医
院就诊愿意增强所致。

在门诊疾病大类构成中 ，疫情前排前 5位疾病依次为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某些 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内分泌、营养和代 谢疾病，症状、体征和临 床与 实验室异
常所见，疫情后前 5位疾病依次为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
统疾病，提示疫情并未改变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是儿
科门诊最主 要病种的地位，此结果与 疫情前三 级甲等儿童
专 科医院[2]和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3]门诊疾病构成以 呼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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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疾病排第一 位一 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改变了 儿科
门诊疾病谱的构成，疫情前排门诊第三 位的是某些 传染病
和寄生虫病，但疫情后排第三 位的变为 了 内分泌、营养和
代 谢疾病。 分析原因为 疫情发生前的 20 19年该地区发生
了 较大范围的流行性感冒流行，导致门诊就诊人 次明显增
加，而疫情发生后国家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抖音、
电视、电台、短信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大力宣传预防保健
知识，做好健康指导、科普宣传[4]，提高了 家长的保健预
防意识，出门基本上 都戴上 了 口罩，20 20 年流感发病率
明显下 降。 加上 教育培训机构、学校、幼儿园停学或延迟
开学，实行线上 教育，减少了 学生和幼儿园儿童的聚集，
避免了 近距离接触，从 而减少了 交 叉感染的机会。另一 方
面全员防控意识的提高，公共场所严 格消毒，进入各机构
均需监测体温、询问流行病学史等，使通过呼吸道、消化
道传播疾病的多种传染性疾病，如流行性感冒、轮状病毒
肠炎、手足口病等的传播途径被有效切断，患病学生和儿
童成为 传染源感染他 人 的机会大大降低，这些 综合因素造
成了 患传染性疾病的儿童大量减少。第三 方面是由于 近几
年我国人 口出生率[5-6]持续下 降，儿童数量的减少，以 上
几方面的因素导致了 门诊疾病构成的变化。

综上 所述，新冠肺炎疫情对儿科影响巨大，造成了 儿
科门诊人 次大幅下 降，部分改变了 病种构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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