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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肿瘤化疗的管理模式创新及运行效果评价

赵削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 要：本研究对比了专科化疗与日间肿瘤化疗的管理模式，发现日间肿瘤化疗通过优化管理流程、提高服务质

量，显著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和降低医疗费用，同时保证了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创新之处

主要体现在管理流程优化、医护团队合作模式创新以及注重患者需求与体验等方面。未来，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将面

临技术创新、智能化管理与服务、多元化服务模式以及区域化合作等挑战和机遇，需不断调整优化以适应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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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概述

日间肿瘤化疗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模式，

近年来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推广与应用。这一模式主要针

对需要接受化疗的肿瘤患者，通过优化管理流程、提高服

务质量，使患者在白天接受治疗，晚上或次日即可回家，

从而减少住院时间和医疗成本，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在

日间肿瘤化疗的管理模式中，首要的是以患者为中心，提

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服务。这包括从患者入院前的预约、

评估，到治疗过程中的监护、护理，再到出院后的随访、

指导等一系列环节。通过强化各部门的协调与沟通，确保

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

同时，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还注重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

效率。通过优化治疗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等待时

间，降低医疗资源的浪费[1]。

2��资料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依据患者是否在日间

诊疗中心接受肿瘤化疗，将患者分为日间化疗组和专科

化疗组，每组各1000例。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化疗前后体能状态（PS）评分、不良反
应发生率、治疗结局（治愈、好转、无变化、死亡）以

及患者满意度等指标，全面评估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

的创新之处及其运行效果。

3��研究结果

3.1  住院时间的显著缩短：相较于专科化疗组，日间
化疗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缩短，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

具有显著性（P < 0.05）。这一结果充分证明了日间肿瘤
化疗模式在优化患者诊疗流程、提高诊疗效率方面的显

著优势。通过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和简化诊疗流程，

日间化疗模式有效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使其能够更

快地回归日常生活。

3.2  住院费用的有效降低：日间化疗组的住院费用显

著低于专科化疗组，这一差异同样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

性（P < 0.05）。这一结果主要归功于日间肿瘤化疗模式
在成本控制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创新。通过合理的资源配

置、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和检查，日间化疗模式有效

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

3.3  相似的治疗效果：在化疗前后的体能状态（PS）
评分方面，日间化疗组与专科化疗组之间未见显著差异

（P > 0.05），说明两种化疗模式在改善患者体能状态方
面的效果相当。这一结果表明，尽管日间化疗模式在诊

疗流程和管理方面有所创新，但其并未影响治疗效果，

从而保证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2]。

3.4  相近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两组间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也未见显著差异（P > 0.05），这进一步验证了日间肿瘤
化疗在保障治疗效果方面的可靠性。与专科化疗相比，日

间化疗并未增加患者的不良反应风险，显示出其安全性。

3.5  更高的患者满意度：值得一提的是，日间化疗组
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专科化疗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

具有显著性（P < 0.05）。这主要得益于日间肿瘤化疗模式
在提供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方面的创新。通过

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个性化的医疗方案，以及加强医患沟

通，日间化疗模式有效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增强患者的

信任感和满意度。

指标 日间化疗组 专科化疗组 P值

住院时间（天） 5.3±1.2 8.6±2.1  < 0.05
住院费用（元） 12,500±2,000 18,000±3,000  < 0.05
化疗前PS评分 70±10 71±11  > 0.05
化疗后PS评分 65±9 66±10  > 0.05
不良反应发生率 25% 23%  > 0.05
患者满意度 90% 75%  < 0.05

注：P值 < 0.05表示两组间存在统计学上的差异。PS
评分表示体能状态评分，用于评估患者的身体状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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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发生率指在接受化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如

恶心、呕吐、腹泻等）的患者比例。患者满意度指患者

对治疗过程和服务质量的整体满意度。

4��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创新探讨

4.1  创新管理模式设计
创新管理模式的设计是提升日间肿瘤化疗服务质量

的基础。首先，我们应该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管理理

念，将患者的需求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质量的重要指

标。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患者的疾病治疗，还要关注

患者的身心状态、营养需求和心理支持等方面。其次，

我们应该推动跨部门、跨学科的协作与沟通。日间肿瘤

化疗涉及多个科室和多个专业，只有加强协作和沟通，

才能确保患者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得到全面、连续的医疗

服务。

4.2  日间化疗流程的优化
优化日间化疗流程是提高治疗效率和减少医疗资源

浪费的关键。首先，应该对现有的化疗流程进行全面梳

理和分析，找出其中的瓶颈和冗余环节。然后，可以

通过简化流程、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和等待时间、提高治

疗计划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等措施来优化流程。同时，还

应该加强医疗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确保患者在需要

时能够得到及时、高效的医疗服务。应该关注患者的舒

适度和安全性，为他们提供温馨、舒适的治疗环境和周

到、细致的护理服务。

4.3  医护团队合作模式的创新和管理
医护团队合作模式的创新和管理是提升日间肿瘤化

疗服务质量的重要保障。传统的医护团队合作模式往往

存在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等问题，制约了服务效率的提

升。因此，应该通过建立多学科协作团队、加强沟通与

协作、提高专业素质和执行力等措施来创新和管理医护

团队合作模式。建立多学科协作团队，将医生、护士、

药师、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员纳入团队中，共同为患者提

供全面、专业的医疗服务。加强团队内部的沟通与协

作，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协作流程，确保信息畅通、

协作顺畅[3]。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提高

他们的专业素质和执行力。建立健全的激励机制和反馈

系统，激发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为改进服

务质量提供有力支持。

5��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运行效果评价

5.1  效果评价指标及评估方法
在评价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运行效果时，采用

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和科学的评估方法，以确保评估结果

的全面性和准确性。（1）通过对比日间化疗组与专科化

疗组的住院时间，评估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优化诊疗流

程和提高诊疗效率方面的效果。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两

组间住院时间的差异，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2）对比
两组的住院费用，评估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成本控制和

资源利用方面的效果。分析住院费用差异的原因，如资

源配置、医疗服务和检查的必要性等。（3）治疗效果与
安全性：通过对比两组化疗前后的体能状态（PS）评分
和不良反应发生率，评估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治疗效果

和安全性方面的表现。利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两组间的差

异，并探讨其临床意义。（4）患者满意度：通过问卷调
查和访谈等方式收集患者对日间肿瘤化疗模式的满意度

数据，评估其在提供便捷、高效、个性化医疗服务方面

的效果。分析患者满意度的原因，如服务流程、医疗方

案、医患沟通等。

5.2  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效果实证分析
根据我们的研究数据和分析结果，日间肿瘤化疗管

理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效果：（1）住院时
间与效率：日间化疗组患者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专科化

疗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这表明日间肿

瘤化疗模式通过优化诊疗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

等方式，有效提高了诊疗效率，使患者能够更快地回归

日常生活。（2）住院费用与成本控制：日间化疗组的
住院费用显著低于专科化疗组，这一差异同样在统计学

上具有显著性。这主要得益于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成本

控制和资源利用方面的创新，如合理的资源配置、减少

不必要的医疗服务和检查等，有效降低了患者的经济负

担，提高了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3）治疗效果与安
全性：在化疗前后的体能状态（PS）评分方面，日间化
疗组与专科化疗组之间未见显著差异。同时，两组间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未见显著差异。这表明尽管日间化疗

模式在诊疗流程和管理方面有所创新，但其并未影响治

疗效果和安全性，从而保证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

（4）患者满意度：日间化疗组的患者满意度明显高于专
科化疗组，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这主要得

益于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提供便捷、高效、个性化的医

疗服务方面的创新，如优化服务流程、提供个性化的医

疗方案以及加强医患沟通等，有效提高了患者的就医体

验和满意度。

5.3  患者满意度和治疗效果评估
在评估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运行效果时，非常

重视患者满意度和治疗效果这两个指标。通过问卷调查

和访谈等方式收集患者对日间化疗模式的满意度数据，

发现大部分患者对日间化疗模式表示满意或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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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种模式不仅简化诊疗流程，减少等待时间，还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同时，也对比

了日间化疗组与专科化疗组的治疗效果。结果显示两组

在化疗前后的体能状态（PS）评分方面未见显著差异，
不良反应发生率也相近。这表明日间肿瘤化疗模式在保

证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方面与传统专科化疗相当。综合以

上分析可知，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在运行效果方面表

现出显著的优势[4]。通过优化诊疗流程、提高诊疗效率、

降低住院费用以及增强患者满意度等方式，该模式为肿

瘤患者提供了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6��未来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展望

未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医疗服务的不断

升级，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

挑战。（1）技术革新推动治疗升级：随着新技术的应
用和发展，未来的肿瘤化疗将更加个性化、精准化。例

如，基因测序、免疫治疗等新技术将为肿瘤治疗提供更

多可能性和选择。这些技术革新将推动日间肿瘤化疗管

理模式的治疗升级，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2）智能化管理与服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智能化管理和服务将成为未来医疗服务的重要

趋势。通过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对

医疗资源的智能调度和管理，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同

时，通过智能化服务，如智能问诊、远程监护等，可以

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3）多元化
服务模式：随着患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未来的日

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将更加注重多元化服务的提供。除

了基本的化疗治疗外，还将提供心理咨询、营养指导、

康复训练等全方位的服务，以满足患者的多元化需求。

（4）区域化合作与共赢：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区
域化医疗合作的发展，未来的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将

更加注重与周边医疗机构的合作与共赢。通过建立完善

的区域化医疗合作机制，实现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优化配

置，提高整个区域的医疗服务水平。

结束语

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进步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

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将继续发展和完善，为肿瘤患者

提供更加优质、个性化的医疗服务。同时，也期待通过

技术创新、智能化管理与服务以及区域化合作等手段，

推动日间肿瘤化疗管理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为构建更加

高效、和谐的医疗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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