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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院门诊诊疗量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杨 颖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17

摘 要：通过对门诊诊疗量的变化规律的研究，预测下一年的门诊诊疗量及季节分布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理论

和量化依据。 方法采用 为某三级医院2013年-2017年门诊诊疗量建立数据库，使用ARIMA模型进行时间序列

分析。 结果门诊诊疗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有明显的季节波动。 结论该院可根据门诊诊疗量变动趋势，增加当季流

行的专科门诊，同时合理安排医疗工作，让医护人员劳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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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院门诊点多线长面广，涉及科室多，诊疗量在很大

程度上能折射出医院的综合水平，是评价和反映医院医疗

总体工作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医院门诊诊疗量的波

动情况，观察其变化规律，预测其变化规律，有助于充分

利用医疗资源，帮助领导做出更合理准确的决策[1]，从而

提高社会和经济效益。本文通过对某医院2013年-2017年门

诊诊疗量进行统计和分析，预测2018年的门诊诊疗量及季

节分布情况，为领导决策提供理论和量化依据。

资料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某医院病案统计的

2013年1月---2017年12月门诊诊疗量统计报表。

方法 本研究采用 分析和处理上述门诊

诊疗量建立数据库，使用ARIMA模型进行时间序列分析。

（1）平稳性判断及处理：应用时间序列图及自相关

函数图、偏自相关函数图初步识别序列特征（趋势性、

季节性）采用ADF检验序列平稳性。若序列平稳则进行

平滑指数分析，不平稳则用ARIMA模型进行分析。

（2）建立模型：ARIMA模型的三个参数分别是p

（自回归阶数）、d（差分项阶数）和q（移动平均的阶

数），根据参数选择较合适的模型。

（3）参数估计与诊断：对已建好的模型，观察

ARIMA模型参数，参数估计通过后，观察残差的自相关

图和偏自相关图，判定残差序列是否为白噪声序列，从

而判断模型是否理想。

（4）利用模型进行预测：根据选择的预测日期输出

预测值。

利用某医院2013年1月—2017年12月门诊诊疗量建立

数据库，拟合ARIMA模型做短期预测，评价预测精度。

时序图

某医院门诊诊疗量时序图，此序列显示诊疗量整体

上升趋势，且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每年3-5月和7-9月出现

高峰期，1-2月为低谷期。

建立模型

因诊疗量的非平稳性，选择了能将非平稳时间序列

自动转化为平稳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进行分析。

导入2013年-2017年某院每月诊疗量，并定义时间为

“年份、月份”，定义第一个个案为“2013年1月”。

选择分析—预测—创建模型，在条件设置中选择“仅

ARIMA模型”并自动检测离群值。分别设置统计量、图

表、保存、选项的内容后，得到如表1的结果：

模型类型

模型 ZLL 模型_1 ARIMA(1,1,0)(1,0,0)

采用了 软件自动筛选建立了相对最优模型

ARIMA（1，1，0）*（1，0，0）。

参数估计与诊断

对已建好的模型，观察ARIMA模型参数，判断模型

是否理想。

拟合统计量 均值 SE 最小值 最大值
百分位

5 10 25 50 75 90 95

平稳的

方
.654 . .654 .654 .654 .654 .654 .654 .654 .654 .654

方 .917 . .917 .917 .917 .917 .917 .917 .917 .917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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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拟合统计量 均值 SE 最小值 最大值
百分位

5 10 25 50 75 90 95

RMSE 6749.320 .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6749.320

MAPE 4.168 . 4.168 4.168 4.168 4.168 4.168 4.168 4.168 4.168 4.168

MaxAPE 26.141 .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26.141

MAE 4893.994 .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4893.994

MaxAE 24898.025 .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24898.025

正态化的

BIC
17.911 .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17.911

从以上模型拟合可知，R方的均值为0.917，平稳的R

方的均值为0.654，因诊疗量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故平稳

的R方更具有代表性。

模型 预测变量数
模型拟合统计量

离群值数
平稳的 方 统计量 DF Sig.

ZLL-模型_1 0 .654 7.295 16 .967 2

表3中对模型中残差错误的随机检验， ，表

明残差误差是随机的，意味着本ARIMA模型的结构可以

解释，模型有效。表3中表明有2个离群值，经分析发现

该离群值分别位于2017年1月和10月。

估计 SE t Sig.

ZLL-模型_1
1月 加法 -18773.156 4619.446 -4.064 .000

10月 加法 -14533.568 4593.484 -3.164 .003

如表4中所示，两个离群值的 ，不影响整体

的预测与分析，故忽略不计。

预测

通过2013年-2017年的诊疗量对2018年的诊疗量进行

预测，可得如图1所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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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1中可见，整体拟合情况良好，说明2018年诊疗

量的预测可信度较高。

通过以上方法得出：2 0 1 8年月平均诊疗量约为

174188；最大值为182725，可能位于2018年10月；最小

值为155190，可能位于2018年2月。

门诊诊疗量增长趋势

从图1来看，2013年-2017年某院门诊诊疗量呈逐年

增长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新门诊综合大楼

的建立及使用，同时引进大量医疗设备，使医院整体硬

件水平上升，患者就医环境大大改善；（2）提高管理水

平，梳理就诊流程，提高了患者的就诊满意度；（3）

引进和培养人才，设置知名专家门诊，打造专家队伍；

（4）医联体建设逐步走上正轨，锦江区、成华区、青白

江区、新都区医联体逐步完善，优化转诊流程，提高了

院间合作。

从预测值看，2018年某院诊疗量将继续波动上升，

医院应考虑适当增补人员，借助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

化就医流程，提高诊疗效率。

季节变化对门诊诊疗量的影响

从2013年-2017年某院总体诊疗量来看，呈现较明显

的季节波动。每年3-5月和7-9月出现高峰期，1-2月为低

谷期。

经分析发现，1-2月空气质量相较于其他月份更差，雾

霾严重导致呼吸系统疾病上升；另外1-2月通常是中国法定

节假日（元旦、春节）较为集中的月份，受长假及传统风

俗等多方面因素影响[2]，导致诊疗量相对全年较少。3-5月

属于梅雨季节，天气变化反复无常，昼夜温差大，容易导

致抵抗力较弱者如老人、小孩生病。7-9月是全年温度最高

的季节，是学生放暑假最集中的月份，是农闲时期，也是

第三产业较为繁华的时间段。在该时间段，是学生择期就

医的最佳时期[3]，是农民进城就医的较为合适的时期，因

为人流集中，损伤中毒的情况也出现较多。所以，在该时

间段诊疗量几乎达到全年的峰值。

从预测看，201 8年诊疗量的分布情况，与20 13

年-2017年历史数据一致，最高值分布在高峰期，最低值

分布在低谷期。

建议

诊疗量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季节性，医院可根据这

一变动，在诊疗量低谷期在保证医院医疗工作正常运转

的情况下，适当安排医护人员公差、外出学习等活动，

增加医护人员的休假，以缓解压力，劳逸结合。同时可

利用该时间段，对科室管理情况进行汇总和分析，制定

更有效率的工作流程和更具操作性的工作计划。

在季节比率高的就诊时期，合理安排医疗工作，增

加当季流行的疾病专科门诊，提高患者就医的有效率。

同时，借助现代信息化建设，进一步优化诊疗流程，真

正体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制定各种优惠政策[4]。

鼓励患者通过预约通道进行挂号、提供方便的检查检验

结果自助查询、打印渠道，提供导医服务、快捷支付服

务等，提高门诊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医院可增加对门

诊部的资源投入，在人力、物力甚至财力上给予大力支

持[5]，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在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同时，

提高社会效益和社会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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