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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基于日间病房模式下炎症性肠病患者输注生物制剂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月~6月
100例炎症性肠病住院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2023年7月~12月105例门诊患者设为

观察组，采用日间病房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平均治疗时间及满意度。结果：两组患者

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疾病诊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时间短于对照组，医

疗费用低于对照组，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日间病房模式下，门

诊炎症性肠病患者使用生物制剂的输注管理模式的建立缩短患者治疗时间，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提高工

作效率及质量，提高患者就医满意度，提高医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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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iologics infusion in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based on the day ward model. Method: 100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from January to June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con-
ventional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was adopted. From July to December 2023, 105 outpatient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reated in a day ward mode. The average hos-
pitalization costs, average treatment time, and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disease diagnosi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 > 0.05). The treatment time of the ob-
servation group patients was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medical expens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atisfaction sco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daytime ward mode, the estab-
lishment of a biologics infusion management model for outpatient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pa-
tients can shorten the treatment time, reduce the economic burden on patients, improve work effi-
ciency and quality, enhanc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of 
the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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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是一种主要累及胃肠道的慢性、非特异性、复发性、炎

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Crohn’s Disease, CD)。据估计，美国有

超过 1 万居民、欧洲有约 2 万居民患有该病[1] [2]。在过去的 20 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中国的 IBD 发病率迅速上升，据统计 UC 患病率约为 11.6/10 万，CD 患病率约为 1.4/10 万[3]。这可

能与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生活节奏和环境变化等因素有关，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发病

率增长尤为显著[4]。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生物制剂通过不同靶点和机制对 IBD 发挥治疗作用具有良好

的疗效和安全性，已经成为 IBD 中、重度患者药物治疗的主体。治疗目标逐渐从“临床缓解”向“粘膜缓

解”和“透壁愈合”“组织学愈合”转变[5]。在治疗 IBD 的一系列药物中，已经成为治疗 IBD 的主流。 
近年来，日间病房模式作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降低患者治疗费用的一种有效手段，越来越多的地

区和医院开始尝试在门诊进行生物制剂的输注，以帮助患者按时接受治疗并减轻其经济负担。2023 年，

在我院实施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医保付费模式的背景下，参考日间病房管理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在

现有 24 小时出入院的基础上，建立了门诊患者使用生物制剂的输注管理模式。本研究报告了日间病房模

式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生物制剂输注中的应用效果。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消化科行生物制剂治疗的 IBD 患者。纳入标准：既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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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接受过 1 次住院生物制剂治疗，经 IBD 专科医生评估后可以门诊使用的患者。排除标准：1) 使用过程

中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不能继续使用的患者；2) 合并认知或精神障碍。 
观察组纳入 105 例患者，其中男性 66 例，女性 39 例，年龄 14~76 (31.28 ± 12.63)岁，其中溃疡性结

肠炎 6 例、克罗恩病 99 例。对照组纳入 100 例包括男性 63 例，女性 37 例，年龄 15~70 (27.31 ± 8.84)
岁；其中溃疡性结肠炎 25 例，克罗恩病 75 例。2 组患者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均无统计学上差异(P > 
0.05)。 

2.2. 日间病房模式流程 

在原有住院患者生物制剂输注的基础上，通过医护患三方共同讨论包括治疗需求、医保政策、经济

消耗、便捷程度等，建立日间病房模式。 
输注管理模式建立前：门诊挂号、就诊开住院单→办理入院手续→病房登记→医护评估、开医嘱、

抽血检验→等待 1~2 小时出结果→再评估→开医嘱→护士确认医嘱→医务处、药剂处审批→护士执行药

物输注→输液结束→办理出院(24 小时出入院)。 
输注管理模式建立后：科室生物制剂使用微信群小程序预约→门诊挂号评估→开医嘱→定点药房药

师送药→医务处、药剂处审批→病房登记→护士确认医嘱→护士执行药物输注→输液结束→留观 30 分钟

离科。 

2.3. 人员组成 

由科室医护、护理部、医院办公室、医务处、信息处及财务处等多个部门的专职人员组成多部门协

作小组，以建立输注流程。由护士长和医疗 IBD 亚专科组长共同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小组成员基于现

有的 24 小时住院输注模式，结合地区医保政策及医院的实际条件进行分析、讨论和整合，最终建立了日

间病房模式 IBD 患者生物制剂输注模式。该模式包括日间病房模式的工作制度、具体操作流程、药物不

良反应的应急预案及处理方案、输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解答，以及科室患者输注管理登记表和患者自我

输注管理手册的建立。 
对科室医护人员进行培训，内容涵盖生物制剂输注中心的工作制度、生物制剂的类型、适应症及禁

忌症、生物制剂配制的标准化流程、输注操作流程及观察、药物不良反应的应急处理及常见问题解答等。

日间病房模式由专职 IBD 护士负责，门诊患者的输注由 N2 及以上资质的护士完成。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及时收集并分析医护人员和患者提出的问题，通过有效沟通及时处理，不断修正和完善管理模式，以提

高输注管理模式的运行效率，使其进入良性循环。 

2.4. 评价指标 

1) 治疗费用：采取患者完成一次生物制剂治疗所包含的平均费用。 
2) 治疗时间：观察组计算从门诊就诊开始到输注中心输注结束离开所需要的时间，对照组计算从办

理入院手续开始到办理出院手续离开所需要的时间。计算时间单位为分钟。 
3) 满意度：采用自制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各维度包括：简便度、护理技术、安全性、焦虑水平、总

体满意度等 5 方面的满意度。每个问题有 3 个等级，非常满意 3 分，一般满意 2 分，不满意 1 分。 

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7.0 软件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计量资料比较用均数 ± 标准差( x s± )，计数资料比较用

X2 检验，组间用配对 t 检验比较。P < 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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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两组患者治疗费用、治疗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平均治疗时间 270 min，对照组患者平均治疗时间 1255 min。对照组患者治疗时间明显多

于观察组，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reatment time and treatment cos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1. 两组治疗时间、治疗费用比较( x s± ) 

 对照组(n = 100) 观察组(n = 110) t P 

治疗费用 2200 ± 450 180 ± 30 66.5 P < 0.001 

治疗时间 1255 ± 90 270 ± 40 54.3 P < 0.001 

3.2. 两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在对观察组与对照组的就医满意度调查中，护理技术、安全性上差异均不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5)。在焦虑水平、办理输注手续的简便度及总体满意度上对照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低于观察组，两组对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两组满意度的比较( x s± ) 

 观察组(n = 110) 对照组(n = 100) t P 

安全性 2.87 ± 0.38 2.88 ± 0.41 0.147 0.854 

焦虑水平 2.91 ± 0.28 2.1 ± 0.78 −9.635 <0.001 

护理技术 2.63 ± 0.54 2.57 ± 0.52 −1.031 0.769 

总体满意度 2.98 ± 0.21 2.91 ± 0.58 −0.854 <0.001 

手续简便度 2.88 ± 0.39 2.38 ± 0.63 −9.573 <0.001 

4. 讨论 

日间病房模式的建立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6]及盐城市《进一

步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的要求。当前生物制剂在 IBD 患者中的应用日益广

泛，中国炎症性肠病生物制剂治疗专家意见指出，从安全角度出发，患者需要住院进行输注。然而，生

物制剂价格昂贵，患者在常规住院治疗时还需额外支付床位费、诊疗护理等费用，进一步增加了人员及

经济的支出[7]。流程建立后患者于生物制剂输注中心接受治疗，仅需承担输液期间的静脉输液、心电监

护费用(按小时计费)及输液材料费用，患者单次治疗平均费用明显低于住院患者，经济负担显著减轻。 
在患者满意度方面，日间病房模式也表现出其在便捷性、快速性和有效性方面的显著优势。传统模

式中由于医院病房床位资源紧张，患者需要办理入院和出院手续，耗费大量时间。本研究结果显示，多

数患者在治疗当天下午或次日早晨即可恢复日常工作。患者不需长时间请假住院，可以迅速返回工作岗

位，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节奏，从而有助于心理健康。高便捷性和高效性提升了患者就医满意度，他们

更愿意遵循医生的治疗建议，积极配合治疗，取得更好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时间和手续的简便度上对照组患者满意度明显低于观察组。表明护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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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护士可以更高效地进行输注和护理工作，减少了传统住院过程中繁琐的护理手续，

提高了整体护理效率。对于医院而言，日间病房模式提高了病房周转率和利用率，增加了收入，并提升

了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更多患者能够接受及时有效治疗，有助于提升医院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力。 

5. 小结 

日间病房模式为门诊炎症性肠病患者提供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治疗选择，这种模式降低了住院费用，

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使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得起长期的生物制剂治疗，进而提高整体治疗效果。总体而

言，日间病房模式在缩短治疗时间、减轻经济负担、提高护士工作效率和患者满意度方面展现了多重优

势，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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