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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慢性病是经有关专家确认、各省市社会保
险部门批准的部分诊断明确并需要门诊长期用药或

治疗的疾病，特指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合肥

某高校２０００年参加安徽省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截
止２０１５年，参加安徽省直职工医保者５９８２人，其中
９３２人申报成为门诊慢性病患者，现将情况统计分
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分析对象为所有申报并经鉴定为门诊慢性病患

者的合肥某高校正式在编教职工，共９３２例。其中
男５８４例，女３４８例；年龄３０～９４岁，平均年龄６９
岁。所有资料用 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件包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门诊慢性病患者人数、性别及年龄组比较　门
诊慢性病患者年龄均超过３０岁，５０、６０岁组男女患
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年龄组
男女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各年龄段
患病率随年龄增长不断提高，７０岁以下组各年龄段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７０岁以上组各年龄段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２。
２．２　教职工门诊慢性病种类　安徽省直医保共８
种门诊慢性病，我校教职工高血压３期患病率最高，
为７．０４％，其次分别为糖尿病、冠心病、恶性肿瘤、
精神病、肝硬化、肾透析，患病率分别为 ６．６０％、
５．１０％、１．８６％、０．６０％、０．１８％和 ０．１８％，总患病
率为２１．５９％。糖尿病患病率男性高于女性，有统计
学意义。除糖尿病外，其余病种男女患病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２．３　教职工门诊慢性病患病病种数　教职工申请

表２　各年龄段门诊慢性病患者的患病率情况

年龄 例数 患病数（例）患病率（％）χ２值 Ｐ值
２０岁～ ７９ ０ ０．００ － －
３０岁～ １１５４ １３ １．１３ － －
４０岁～ １０８６ ４９ ４．５１ ２３．８３＜０．０１
５０岁～ １２０８ １３４ １１．０９ ３３．７４＜０．０１
６０岁～ ９６８ ２００ ２０．６６ ３７．８７＜０．０１
７０岁～ １１１３ ４００ ３５．９４ ５８．８９＜０．０１
≥８０岁 ３７４ １３６ ３６．３６ ０．０２＞０．０５
合计 ５９８２ ９３２ １５．５８ － －

表３　９３２例门诊慢性病患者的各病种男女患病率比较
［例（％）］

病种 男 女 合计 χ２值 Ｐ值
高血压３期 ２６７（４．４６） １５４（２．５８） ４２１（７．０４） ０．９３ ＞０．０５
糖尿病 ２６４（４．４１） １３１（２．１９） ３９５（６．６０） ５．６２ ＜０．０５
冠心病 １８２（３．０４） １２３（２．０６） ３０５（５．１０） ０．３２ ＞０．０５
恶性肿瘤 ６３（１．０５） ４８（０．８０） １１１（１．８５） ０．９５ ＞０．０５
精神病 １９（０．３２） １７（０．２８） ３６（０．６０） １．０９ ＞０．０５
肝硬化 ８（０．１３） ３（０．０５） １１（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０５
肾透析 ８（０．１３） ３（０．０５） １１（０．１８） ０．２３ ＞０．０５
合计 ８１１（１３．５６） ４７９（８．０１） １２９０（２１．５７） １．８９ ＞０．０５

门诊慢性病以１种为最多，比例为６８．６３％；２种比
例为２４．７３％；３种为６．３２％；４种仅 ３人，比例为
０．３２％。各病种数男女间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３　讨论
本研究中，教职工门诊慢性病患病率随年龄增

加而升高，３０岁组仅为１．１３％，４０岁组为４．５１％，
而５０岁组、６０岁组、７０岁组、８０岁以上组则分别骤
增至 １１．０９％、２０．６６％、３５．９４％、３６．３６％，总患病
率达１５．６１％。１９９３－２００８年河北省城乡居民所有
慢性病总患病率为１５．６６％［１］。本研究教职工慢性

病患病率接近于河北省统计数据。湖北宜昌黄园

等［２］调查结果显示慢性病的患病率随着年龄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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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门诊慢性病患者性别、年龄构成及男女患病率比较

年龄
男

例数 患病数（例）患病率（％）
女

例数 患病数（例）患病率（％）
χ２值 Ｐ值

２０岁～ ５０ ０ ０．００ ２９ ０ ０．００ － －
３０岁～ ７０２ １０ １．４２ ４５２ ３ ０．６６ １．４３ ＞０．０５
４０岁～ ６９８ ３４ ４．８７ ３８８ １５ ３．８７ ０．５８ ＞０．０５
５０岁～ ７７７ １００ １２．８７ ４３１ ３４ ７．８９ ６．９８ ＜０．０１
６０岁～ ５７４ １３１ ２２．８２ ３９４ ６９ １７．５１ ４．０２ ＜０．０５
７０岁～ ６３１ ２１８ ３４．５５ ４８２ １８２ ３７．７６ １．２２ ＞０．０５
≥８０岁 ２３０ ９１ ３９．５７ １４４ ４５ ３１．２５ ２．６５ ＞０．０５
合计 ３６６２ ５８４ １５．９５ ２３２０ ３４８ １５．００ ０．９７ ＞０．０５

增加而呈现一个波状起伏，高峰值位于５０～５９岁年
龄段，其次是６０～６９岁年龄段。故５０岁以上年龄
段是门诊慢性病防控的重点人群。门诊慢性病的预

防则需要提前到３０～４０岁。高校教师教学科研任
务繁重，心理压力大，睡眠不足，缺乏运动和锻炼，再

加社会稳定，收入增加，生活日益富足，营养过剩逐

渐凸显，高血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的发病日

趋明显，致门诊慢性病发病率增高。高校对教职工

的健康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崔宏玉

等［３］的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对强化疾病认知有着积

极的作用，对促进患者正确预防和治疗十分关键。

建议高校利用网络健康教育、健康知识讲座、年度体

检等方式，提高教职工对慢性病的认识和重视。

门诊慢性病患病率前３位是高血压３期、糖尿病、冠
心病，患病率分别为７．０４％、６．６０％、５．１０％。贾纯
花等［４］对北京市西城南区居民慢性病患病率调查

显示前３位也是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患病率分
别为２４．２７％、５．５４％和２．３６％。王远清等［５］对徐

州市社区老年人的调查也显示高血压、糖尿病和冠

心病患病率为前３位。彭佳慧等［６］对合肥地区高血

压患病情况调查显示高血压患病率为２４．６３％。本
研究中教职工糖尿病和冠心病发病率均高于贾纯花

等［４］的调查结果，而高血压患病率则较之为低。原

因在于本次调查对象是经过安徽省医保中心审核通

过的门诊慢性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必须达到高血压

３期且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病变。
教职工患门诊慢性病病种数以１种为最多见，

占比 ６８．７８％，２种占比 ２４．５７％，３种以上仅占
６．６５％。范文君等［７］对杭州市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居
民调查显示：２０１３年患１种慢性病者占比５２．２％，

患２种慢性病者占比２９．２％，患３种慢性病者占比
１８．６％。该数据与本文略有出入。原因在于范文君
等所指的慢性病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而本文中门

诊慢性病特指经特种病专家鉴定，由医保中心审批

通过的门诊慢性病，目前仅含８种，范围较小。
高血压病为罹患脑卒中最大的危险因素［８］。心

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应是防治监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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