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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健康管理开展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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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健康管理的开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城市社区

卫生机构健康管理功能的建议# 方法.采取了定量调查和定性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结果.我国城市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的健康体检水平存在较大地区差异!健康档案的开展水平和健康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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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健康管理已成为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

务的重要内容% 社区健康管理可以为居民建立个人

健康档案和家庭健康档案!跟踪个人健康状况!将疾

病扼杀在萌芽之中!减轻疾病经济负担% 但是!目前

我国不同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

异!有的地区实现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全覆盖!而有的

地区则刚刚起步%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本文拟通过

对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健康管理开展现状及存

在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健康管

理职能的相关建议%

$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E$ 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包括第四次卫生服务总调查面上机构

调查的数据!以及基层卫生人力与服务提供能力专

题调查的数据% 此外!专题调查还对样本市区的卫

生行政人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负责人(部分社区医

生进行了深入访谈%

面上机构调查和专题调查&城市部分'具体的抽

样方法见.我国基层卫生机构服务功能分析/一文%

$E! 研究方法

我们首先分析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中心

和站'开展健康管理的能力&人员配备状况(可以开

展的常规检查项目'!然后分析了健康管理项目的开

展以及信息化管理的具体情况!最后结合定性资料

分析了健康管理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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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的分析主要采取单因素分析方法% 其

中!数值资料主要使用方差分析)如不符合方差分析

的要求!则使用秩和检验方法% 分类资料主要采用

32<4859卡方检验!检验水准取"

d"E"&%

定量调查数据用 IOII$$E&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分析% 定性访谈资料由访谈人员将录音资料整理成

文本资料!使用b2:?h],定性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 结果与分析

!E$ 社区卫生机构的人员配备状况

根据 !""/ 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推算&用

人员数除以机构数'!截止到 !""' 年年底!我国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平均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E& 人!社区

卫生服务站平均卫生技术人员数为 !E) 人% 如果将

社区卫生机构的服务人口考虑进来!不同地区的人

员配备存在较大差距% !""/ 年的面上机构调查显

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卫生技术人员和执业&助

理' 医师与其服务人口之比分别为 "+/"e 和

"+R#e% 其中!东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与服务人口

之比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E"R 和 $E&# 倍!执业

&助理'医师与服务人口之比分别是中(西部地区的

$E/' 和 $E&$ 倍%

!E!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规体检项目开展情况

从整体上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比例比较

高的项目有常规心电图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血糖

检测)而X线检查(肝功能检查(肾功能检查(血脂检

查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项目的开展比例分别只有

)'E!((')E'(()-E'(('$E)(% 分地区来看!东部

地区各个项目的开展比例均是最高的!中(西部地区

相对较低% 东部地区血(尿(便三大常规的开展比例

都在 #"(左右)而西部地区都在 /"(以下% 血糖(肝

功(肾功(血脂四项检查的开展比例!东部分别比中

部高出 !!E!(($)E-(($/((!RE/(!分别比西部高

出 $&E$(($'E)(($!E/(($!E!(&表 $'%

表 $%社区卫生中心常规体检项目开展机构数&开展比例('

常规体检项目 开展合计 东部 中部 西部 O值

X线检查 '/&)'E!' RR&'$E'' !"&&/E/' !&&)#E-' "E)))

Y超常规检查 #-&/$E"' R#&/-E/' !)&')E&' !#&/"E)' "E))!

常规心电图检查 $"$&/'E$' -R&#RE&' !'&'#E-' R$&/)E$' "ER'&

血常规 #/&/-E&' -R&#RE&' !/&/!E-' !'&'&E"' "E"/R

尿常规 #/&/-E&' -R&#RE&' !/&/!E-' !'&'&E"' "E"/R

便常规 #$&'/E-' -"&/'E"' !&&'RE&' !)&'!E!' "E$//

血糖检测 #/&/-E&' --&#&E'' !&&'RE&' !#&/"E)' "E"&R

肝功能检查 /#&')E'' -"&/'E"' !-&'"E)' !&&)#E-' "E"-)

肾功能检查 '&&)-E'' R-&'RE#' $#&&&E#' !!&)$E$' "E!$&

血脂检查 /R&'$E)' R/&/!E)' !"&&/E/' !&&)#E-' "E"-&

%%%%%%%%%%%%资料来源$面上机构调查

!ER 社区卫生机构主要健康管理项目开展情况

从整体上看!/$E#(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了.家庭健康档案/!/"(以上的中心开展了高血压

和糖尿病的病例管理!但是仅有 -"(左右的中心开

展了冠心病和脑卒中的病例管理% 分地区来看!东

部(中部地区社区中心建立家庭健康档案的比例分

别比西部高出 !$E#(和 $R()东部地区所有的社区

中心都开展了高血压和糖尿病病例管理!而中部地

区的开展比例则不到 /"()从东到西!开展.精神卫

生管理对象建档/的比例逐渐降低!东部比西部高出

-"E-(%

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站!从整体上看!/#E)(的站

建立了.家庭健康档案/!/"(以上的站开展了高血

压和糖尿病的病例管理% 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三

个项目的开展比例最高!接近 $""()西部地区稍低!

但三项的开展比例也都在 #"(左右)中部地区最低!

三项的开展比例均未达到 /"(!糖尿病病例管理的

开展比例只有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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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社区卫生中心健康管理项目开展机构数&开展比例('

健康管理项目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O值

建立家庭健康档案 #&&/$E#' -!&#$ER' !/&/!E-' !&&)#E-' "E"&/

高血压管理 $"$&/'E$' -)&$""' !&&'RE&' R"&/RER' "E""'

糖尿病病例管理 #'&/RE)' -)&$""' !$&)$E/' R"&/RER' "E""$

冠心病病例管理 &R&-&E'' !-&&!E!' $!&R&ER' $'&-'E!' "E)&$

脑卒中病例管理 -'&-"E&' !!&-'E/' $R&R/E!' $!&RRER' "ER/R

精神卫生管理对象建档 'R&)!E#' R#&/-E/' $/&&!E#' $)&--E-' "E"""

%%%%%%%%%%资料来源$面上机构调查

!E- 社区卫生中心信息化管理情况

从表 R 可以看出!三个地区社区卫生中心信息

化管理的情况相差较大% 山东淄博的两家中心开展

了所有的信息管理功能!重庆沙坪坝分别有一家中

心没开展健康调查和电子存档!湖北潜江的社区卫

生刚刚起步!尚没有实现卫生信息资料网络化和电

子存档%

表 R%社区中心信息化管理情况

信息管理开展比例 开展合计 山东淄博 湖北潜江 重庆沙坪坝

独立进行辖区居民健康状况和卫生需求调查 -&)' !&!' $&!' $&!'

辖区卫生信息调查资料网络化和电子存档 R&)' !&!' "&!' $&!'

根据调查资料进行社区诊断!拟定健康促进和疾

病干预计划

&&)' !&!' $&!' !&!'

建立社区卫生信息系统 )&)' !&!' !&!' !&!'

%%%%%%%%%资料来源$专题调查&括号内为调查的机构数'

R 社区卫生机构健康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定性

分析

%%从定性访谈的结果看!社区卫生机构的健康管

理工作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居民配合程度不够!宣传工作有待加强% 湖

北省潜江市的一位社区医生说$.我觉得社区卫生服

务宣传的工作还要再加强!比如像上门建卡的时候!

居民有些不太接受%/重庆沙坪坝区的一位社区卫生

服务站站长谈到$.总的来说居民还是比较配合!但

有些人不支持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些人不相信健

康体检!觉得查也是白查!就是不收他的费用他也不

愿意来/%

&!'健康管理的开展缺乏资金投入% 山东省淄

博张店区的一位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告诉我们!.你

像我们做宣传栏!还有印宣传材料都是有成本的!上

次健康档案的调查光印刷费就 R """ 元!都是我们自

己出%/重庆沙坪坝区的一位防保人员说!.现在老百

姓要求高!如健康教育讲座和义诊!老百姓说单纯测

血压(简单咨询不行!应当做 Y超和心电图!但是成

本很高!经费有限!做不了%/

&R'健康档案的利用和更新程度需要提高% 山

东省淄博张店区的一位社区医生说到!.按理说!健

康档案根据查体结果每年更新一次% 但是!一般的

都用不到!只有特殊病人才会用到!比如有严重慢性

病的病人%/

&-'健康档案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山

东淄博张店区卫生局局长指出!.我们居民健康档案

都是电子档案% 但这个发展程度不一样!如果小区

里面医生年轻的话!电脑就弄得好&意思是健康档案

电子化就做得好')有些医生都是老医生!电脑用的

不太好%/

- 讨论与建议

从本研究的结果看!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机构的

健康管理现状并不十分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E$ 技术含量高的体检项目开展比例不高!健康体检

水平存在较大地区差异

对健康体检的项目要求!目前普遍认为应该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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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血尿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胸片(心电图(

Y超以及常规体格检查%

,$-

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仍

然有部分城市社区卫生中心没有开展 X线检查(肝

功能检查等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体检项目% 如果只是

量量血压(体重!看看三大常规!很难有效筛查出糖

尿病(冠心病(肿瘤等常见慢性病!也就起不到良好

的健康管理效果!使健康体检流于形式)同时!广大

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不断提高!低技术含量的体检

不受欢迎!吸引力低!也就很难得到大家的配合和支

持% 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投入!使其能够独立完成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断和治疗)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健康体检的资金投

入!逐步拓展体检的覆盖人群和项目范围!使其具备

足够的技术含量和吸引力%

本文的分析还表明!无论是三大常规!还是技术

要求比较高的体检项目!中西部地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开展比例都明显比东部低% 这提示我们!国

家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投入上应加大向中西

部地区的倾斜力度!从而保证不同地区的群众能公

平地享有高质量的健康体检服务%

-E! 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健康档案的开展水平有待

提高

本文的分析表明!多数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包括

中心和站'都建立了家庭健康档案!但是存在不少问

题% 例如!健康管理涉及的疾病范围比较窄!冠心

病(脑卒中(精神疾病的管理比例仍然比较低)一些

地区的健康档案只针对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很多地

方的健康档案仍然是纸质的形式!不利于信息的管

理和利用)一些居民不理解这项工作!对于社区卫生

人员上门了解信息不予配合% 一些国内学者总结了

我国社区卫生机构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过程中面临的

困境!包括居民主动配合性不够
,!!--

)卫生技术人员

数量不足!配备不合理
,R.--

)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不高!

档案准确性较差
,!!--

)社区流动人口建档难
,R-

)档案

信息难以全覆盖以及动态管理困难
,!.R!&-

)对健康管

理的宣传不到位
,--

等等%

笔者认为!健康档案的建立对于健康管理意义

重大!但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资金来建立和

维护档案% 国家应将健康档案的建立列为基本的公

共卫生项目!加大各方面的投入力度)社区卫生机构

也应把这项工作当成一项核心的日常工作!以对社

区居民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高质量地完成健康档

案的建立(维护和更新)同时还要加大健康管理意义

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社区居民充分认识到健康档案

等工作的积极意义!主动配合社区卫生机构的相关

工作%

-ER 社区卫生机构健康管理的信息化水平需要提升

定量及定性资料的分析表明!一些社区卫生机

构在健康管理工作中仍然没有实现信息化管理!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健康管理工作的开展% 邬美花等

人指出!目前在健康档案的信息化管理上存在的问

题是网络功能不完善!利用价值不高!人才缺乏%

,R-

很多社区卫生机构的计算机只是单机管理!上下联

网共用不多!信息资源缺少共享% 笔者认为!信息化

建设对提高健康管理的效率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大

量的体检信息只有依靠信息化管理! 才能做到资料

保存完整(信息查询便捷(报表生成快速(社区诊断

科学)也只有在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责任医生才能

利用健康信息对居民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 因此!

国家应从人员培训(资金和设备投入等方面加大社

区卫生机构的信息化建设力度!推动包括健康管理

在内的社区卫生基本功能的发挥%

令人鼓舞的是!刚刚公布的新医改方案明确提

出$从 !""# 年开始!逐步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

档案!并实施规范管理% 建立健康档案是进行健康

管理的重要环节!这一政策的出台将有力推动我国

城市社区健康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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