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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黑龙江省放射诊疗机构开展常规 Ｘ 射线诊断和 ＣＴ 诊断的总人次ꎬ研究黑

龙江省放射诊疗检查频度和诊断受检者的分布特点ꎬ统计全省医用 Ｘ 射线诊断应用频度ꎮ 方法

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文件形式ꎬ向黑龙江省所有放射诊断机构下发医疗机构基本情况调查表ꎬ结合

现场抽样调查ꎬ收集并汇总全省 ２０１６ 年常规 Ｘ 射线诊断(不含介入放射学)、ＣＴ 诊断的基本情况和

诊疗人次ꎮ 将调查结果参照 ２０１６ 年全省常住人口数ꎬ获取黑龙江省医用 Ｘ 射线诊断应用频度调查

结果ꎮ 结果　 共调查 １ ６４５ 家医用辐射机构ꎬ其中三级医院 ８１ 家ꎬ二级医院 ３５９ 家ꎬ一级及未定级

医院 ８０８ 家ꎬ私人口腔诊所 ３９７ 家ꎮ 这些医疗机构共进行常规 Ｘ 射线诊断７ ７０６ ０５０人次ꎬＣＴ 诊断

７ ０６３ ７３４人次ꎮ 常规 Ｘ 射线诊断应用频度为 ２００ ９ 人次 /千人口ꎬＣＴ 诊断应用频度为 １８４ １ 人次 /
千人口ꎬ总频度范围为 ９８ ０~２７４ ７ 人次 /千人口ꎮ 全省公立医疗机构诊断频度是民营医疗机构的

７ ４７ 倍ꎮ 结论　 黑龙江省放射诊断总人次分布中三级医院占据 ５０％ꎬ而一级以下医疗机构只占

１３％ꎮ 同时ꎬ公立与民营医疗机构数量虽然在同一量级ꎬ但公立医院的放射诊断总人次是民营医院

的 ７ 倍以上ꎮ 黑龙江省 ２０１６ 年常规 Ｘ 射线诊断和 ＣＴ 诊断应用频度与江苏省 ２０１５ 年调查结果基本

相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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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照射是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ꎬ我国每

年有数亿人次的患者接受各种形式的放射诊断和

治疗ꎬ所致的社会公众集体剂量负担受到密切关

注ꎮ 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ＵＮＳＣＥＡＲ)
２００８ 年报告中将全球医疗保健水平分为 ４ 级 [１]ꎬ每
千人拥有医生人数高于 １ 人即属 Ｉ 类医疗保健水

平ꎮ 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２０１６ 年我国卫生和

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ꎬ我国 ２０１６ 年共有执

业(助理)医师 ３１９ １ 万人ꎬ平均每千人已达 ２ ３１
人[２]ꎮ 而在 Ｉ 类医疗卫生国家结果统计中ꎬ却缺少

中国的具体数据ꎮ 为配合全国放射诊疗频度调查

工作ꎬ掌握黑龙江省放射诊断频度情况ꎬ本项目对

全省全面开展医疗机构医疗频度调查工作ꎮ
本研究通过普查的方式对全省 １ ６４５ 家各类别

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医疗照射频度调查ꎬ为进一步取

得全省医疗照射剂量水平积累了数据基础ꎬ为卫生

行政部门拟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ꎮ

表 １　 黑龙江省医疗机构数量及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市
三级医院ａ 二级医院 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 口腔诊所

数量 构成比(％) 数量 构成比(％) 数量 构成比(％) 数量 构成比(％)
合计

哈尔滨市 ２８ ５ ４ ６８ １３ ０ ３０９ ５９ ０ １１８ ２２ ６ ５２３
齐齐哈尔市 ７ ３ ８ ４８ ２５ ９ ９０ ４８ ７ ４０ ２１ ６ １８５
牡丹江市 １０ ９ ３ １７ １５ ７ ５５ ５０ ９ ２６ ２４ １ １０８
佳木斯市 ７ ５ ９ ２５ ２１ ０ ６４ ５３ ８ ２３ １９ ３ １１９
大庆市 ７ ３ ９ ３１ １７ ４ ７６ ４２ ７ ６４ ３６ ０ １７８
伊春市 ２ ３ ８ ２３ ４４ ２ １２ ２３ ２ １５ ２８ ８ ５２
鹤岗市 ３ ４ ５ ２６ ３８ ８ １９ ２８ ３ １９ ２８ ４ ６７
双鸭山市 ３ ５ ０ ２３ ３８ ３ １９ ３１ ７ １５ ２５ ０ ６０
七台河市 ２ ５ ０ ６ １５ ０ ２１ ５２ ５ １１ ２７ ５ ４０
黑河市 ４ ５ １ ２０ ２５ ６ ３５ ４４ ９ １９ ２４ ４ ７８
绥化市 １ ０ ８ ４０ ３１ ７ ６４ ５０ ８ ２１ １６ ７ １２６
鸡西市 ６ ７ ６ １９ ２４ １ ３６ ４５ ５ １８ ２２ ８ ７９
大兴安岭地区 １ ３ ３ １３ ４３ ３ ８ ２６ ７ ８ ２６ ７ ３０
合计 ８１ ４ ９ ３５９ ２１ ８ ８０８ ４９ １ ３９７ ２４ １ １ ６４５

　 　 注:ａ 对于设置分院的三级医院ꎬ其总院计入三级医院数量ꎬ分院按分级计入其他类别ꎬ未独立评级的分院计入一级及未定级ꎬ但不重复计
入三级医院总数ꎬ三级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综合)医院

资料与方法

１. 调查取样:调查的医疗机构包括黑龙江省全

省 １３ 个地市开展放射诊断的医疗机构ꎻ依据全国行

政区划代码字典ꎬ抚远、绥芬河等省直管县计入原

归属市范围内统计ꎬ黑龙江省农垦系统下属医疗机

构计入所在地ꎬ归属市范围内统计ꎮ 调查时间范围

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ꎮ 通过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收集调查时间窗口范围内的

数据ꎬ进行汇总ꎮ 调查对象为上述医疗机构内进行

放射诊断的受检者人次ꎬ对于同一受检者在一次诊

断过程中进行多次投照的情况视为同一人次ꎮ
２. 调查方法:以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文件形式向

黑龙江省所有放射诊断机构下发医疗机构基本情

况调查表ꎬ结合现场抽样核查ꎬ收集并汇总全省

２０１６ 年常规 Ｘ 射线诊断(不含介入放射学)、ＣＴ 诊

断的基本情况和诊疗人次ꎮ 将调查结果参照 ２０１６
年全省常住人口数ꎬ获取黑龙江省医用 Ｘ 射线诊断

应用频度调查结果ꎮ
３. 质量控制:调查前对全省各市(地区)调查人

员进行统一培训ꎬ全省采用统一的调查表格ꎮ 调查

过程中ꎬ到各市开展技术指导和督导ꎮ 通过调取医

院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 ＰＡＣＳ)、医院信息系统

(ＨＩＳ)、医院收费系统等系统、纸质记录、核对设备

患者信息等多种方式ꎬ获取医疗照射频度结果ꎬ对
基本情况和诊疗人次等调查数据进行现场核实ꎮ
对上报的调查数据进行二次审核ꎬ发现有问题或有

逻辑错误的退回重报ꎬ确保调查质量ꎮ
４. 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分析ꎬ

对不同类别医疗机构的数量、诊断频度进行数据分

析处理ꎬ结果以总数和中位数来表示ꎮ

结　 　 果

１. 调查数量:各地市不同医疗机构数量及占比

列于表 １ꎮ 对于调查时间范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内未开展放射诊断的医疗机构

不纳入统计范围ꎬ２０１７ 年完成调查 ９６１ 家医疗机

９３３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５



构ꎬ２０１８ 年完成调查 ６８４ 家医疗机构ꎬ两年合计

１ ６４５ 家ꎮ
２. 各类医疗机构数量统计:按经营性质划分:

公立医疗机构 ９５３ 家ꎬ民营医疗机构 ６９２ 家(含口腔

诊所 ３９７ 家)ꎻ依据医疗机构级别划分:三级医院 ８１
家ꎬ二级医院 ３５９ 家ꎬ一级及未定级医院 ８０８ 家ꎬ此
外还有 ３９７ 家口腔诊所ꎮ

表 ２　 黑龙江省公立及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及放射诊断总人次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市
医院数量 常规 Ｘ 射线检查 ＣＴ 检查

公立 民营 合计 公立 民营 合计 公立 民营 合计

哈尔滨市 ２９０ ２３３ ５２３ ２ ２８７ ４９２ ３０７ ９１８ ２ ５９５ ４１０ ２ ２９０ ３９３ １６０ ４９８ ２ ４５０ ８９１
齐齐哈尔市 １１２ ７３ １８５ ７４２ ７３８ １６８ ５８０ ９１１ ３１８ ８８５ ６８０ １６７ ３５５ １ ０５３ ０３５
牡丹江市 ７１ ３７ １０８ ４２４ ２４３ ２５ １４０ ４４９ ３８３ ３５６ ６１９ ２２ ４２９ ３７９ ０４８
佳木斯市 ７７ ４２ １１９ ５７４ ６４４ ４８ １９４ ６２２ ８３８ ５７５ ８０１ １９ ４６２ ５９５ ２６３
大庆市 ６４ １１４ １７８ ７０４ ９５９ １００ ８７５ ８０５ ８３４ ５８９ ０６１ ６０ ３４３ ６４９ ４０４
伊春市 ３７ １５ ５２ ３１０ ６３２ １ ０８０ ３１１ ７１２ ２２６ ０６５ ０ ２２６ ０６５
鹤岗市 ３５ ３２ ６７ １８３ ２２６ ６９ ６８２ ２５２ ９０８ １５５ ３６４ ４３ ４５３ １９８ ８１７
双鸭山市 ３０ ３０ ６０ １５０ ７０４ ８５ ３５８ ２３６ ０６２ １２５ ０１５ ７７ ０２７ ２０２ ０４２
七台河市 １７ ２３ ４０ １３３ ９６８ ５２ ５５５ １８６ ５２３ １２２ ４８８ ６５ ０２０ １８７ ５０８
黑河市 ５４ ２４ ７８ ２８４ １６２ ８ ４４７ ２９２ ６０９ ２０３ ６９９ ２ ３５５ ２０６ ０５４
绥化市 ９９ ２７ １２６ ４８５ ００２ ６５ ９６３ ５５０ ９６５ ４７７ １９１ ５４ ０２６ ５３１ ２１７
鸡西市 ４５ ３４ ７９ ３１６ ６２１ ８８ ９６１ ４０５ ５８２ ２６４ ９１１ ４８ ０４３ ３１２ ９５４
大兴安岭地区 ２２ ８ ３０ ８４ ５２３ ３８３ ８４ ９０６ ７１ ４３６ ０ ７１ ４３６
合计 ９５３ ６９２ １ ６４５ ６ ５７８ ５７６ １ １２７ ４７４ ７ ７０６ ０５０ ６ ２５３ ０４７ ８１０ ６８７ ７ ０６３ ７３４

表 ３　 各地市医疗机构常规 Ｘ 射线诊断人次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ｏｒｍａｌ Ｘ￣ｒａ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地市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 口腔诊所

诊断人次 中位值 诊断人次 中位值 诊断人次 中位值 诊断人次 中位值

哈尔滨市 １ ５９４ ７８７ ３０ ４０４ ５６３ ８５３ ４ ０４８ ４０１ ３４６ ４１５ ３５ ４２３ １３６
齐齐哈尔市 ３１３ ３２６ ２７ ８５８ ４９０ ２１３ ６ ３９１ ９５ ７６５ ６４４ １２ ０１４ １１５
牡丹江市 ２６３ ７０９ １９ １０３ １３３ ８４４ ４ ６１３ ４８ ９０８ ３５０ ２ ９２２ １０４
佳木斯市 ３５９ ８５０ ３４ ８９８ １８７ ０２５ ５ ４００ ７３ ４３３ ７１０ ２ ５３０ １１０
大庆市 ３９５ ４３０ ２８ ５３５ ２７１ ４６２ ４ ７８０ １２６ １８９ ４７２ １２ ７５３ １３１
伊春市 １０７ ００５ ５３ ５０２ １８１ ４０６ ３ ０８７ ２２ ２２１ １ ２００ １ ０８０ ７２
鹤岗市 １０９ ６５２ ３２ ９３８ １２０ ２５６ ３ ８３８ ２１ ３４９ ４７１ １ ６５１ ９７
双鸭山市 １６５ ９０２ ５６ ３５０ ５５ ５４６ １ ５１１ １３ ６３９ ５１１ ９７５ ６５
七台河市 ７６ ９２６ ３８ ４６３ ６７ ０１８ １０ ３７５ ４１ ６４９ ５１１ ９３０ ７８
黑河市 １１４ ０５６ ２４ ３７８ １５４ ９２７ ４ ０００ ２１ ５１９ ４１２ ２ １０７ ５４
绥化市 ９９ １０４ ９９ １０４ ３７５ ４３５ ４ ８６２ ７４ ９１４ １５２ １ ５１２ ７２
鸡西市 ２１５ ６８５ ４１ ３７８ １２０ ８５０ ４ ７３３ ６５ ８９２ １ ３２５ ３ １５５ ８５
大兴安岭地区 ３１ ４４３ ３１ ４４３ ４６ ２５８ ２ ０８６ ６ ８２２ ４１９ ３８３ ４７
合计 ３ ８４６ ８７５ ３１ ４４３ ２ ７６８ ０９３ ４ ４０３ １ ０１３ ６４７ ４７５ ７７ ４３５ １０４

　 　 ３. 不同经营性质医疗机构放射诊断人次统

计:分别统计黑龙江省 １３ 个地市公立医疗机构和

民营医疗机构的常规 Ｘ 射线诊断人次和 ＣＴ 诊断

人次ꎮ 调查的公立医疗主要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

集体医院(含政府办医院)ꎬ主要包括各医科大学、
国营企业、国有院校的附属医院ꎬ政府设立的省

级、市级人民医院(或称中心医院)、中医医院、骨

伤口腔等专科医院、肿瘤医院、农垦系统附属医

院、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结核病防治院、
妇幼保健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ꎻ
调查的民营医疗机构主要指公立医院以外的其他

医院ꎬ包括联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

国投资等医疗机构ꎮ 包括黑龙江省矿业集团各附

属医院及其分院、非事业单位制的民营企业性质

医院、影像中心、体检中心、口腔诊所等ꎮ 全省公

立医疗机构 ９５３ 家进行放射诊断 １ ３０２ ７ 万人次ꎬ
民营机构 ６９２ 家进行放射诊断 １７４ ３ 万人次ꎬ具
体各地市公立及民营医疗机构数量及其常规 Ｘ 射

线诊断总人次和 ＣＴ 诊断总人次统计结果列于

表 ２ꎮ
　 　 ４. 不同等级医疗机构放射诊断人次统计:分别

０４３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５



　 　 　 表 ４　 各地市医疗机构 ＣＴ 诊断人次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ｎｕｍｂｅｒ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地市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ａ

诊断人次 中位值 诊断人次 中位值 诊断人次

哈尔滨市 １ ８５３ ０８０ ３３ ５５０ ４７６ ２７１ ３ ２１６ １２１ ５４０
齐齐哈尔市 ４５３ ０２１ ４８ ６８８ ５７９ １６９ ８ ３７８ ２０ ８４５
牡丹江市 ２５５ ６０３ １８ ３１３ １１８ ５１３ ３ ２２６ ４ ９３２
佳木斯市 ３７７ ９６８ ２１ ７８２ １９４ ５４８ ５ ３２６ ２２ ７４７
大庆市 ３８１ ７１２ ２８ ９８９ ２２８ ０７６ ５ ６２０ ３９ ６１６
伊春市 ７６ １７１ ３８ ０８５ １４４ ８２４ ３ １６６ ５ ０７０
鹤岗市 １３６ ６７９ ３０ ８１５ ５３ ７３４ —ａ ８ ４０４
双鸭山市 １７４ ４６４ ５９ ６３４ ２６ ８７３ —ａ ７０５
七台河市 １２０ ６３５ ６０ ３１７ ６１ ８５３ １１ ２０６ ５ ０２０
黑河市 ８４ ００７ ２０ ９１０ １２１ ９１１ １ ７５９ １３６
绥化市 １１１ ００５ １１１ ００５ ３５９ ６８４ ４ ３７５ ６０ ５２８
鸡西市 ２０９ ３５６ ３９ ５５０ ９２ ４７７ ２ ０００ １１ １２１
大兴安岭地区 ２９ ８１９ ２９ ８１９ ４１ ６１７ １ ４５３ ０
合计 ４ ２６３ ５２０ ３６ ０７５ ２ ４９９ ５５０ ３１００ ３００ ６６４

　 　 注:ａ 中位值统计中无 ＣＴ 诊断人次的情况

表 ５　 各地市医疗机构常规 Ｘ 射线检查和 ＣＴ 诊断频度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Ｘ￣ｒａｙ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ｔｉｅｓ

地市
常住总人口

(万)
常规 Ｘ 射线 ＣＴ

诊断总人次 频度(人次 / 千人口) 诊断总人次 频度(人次 / 千人口)
哈尔滨市 １ ０６６ ５０ ２ ５９５ ４１０ ２４３ ３ ２ ４５０ ８９１ ２２９ ８
齐齐哈尔市 ５３６ ７０ ９１１ ３１８ １６９ ８ １ ０５３ ０３５ １９６ ２
牡丹江市 ２７８ ３０ ４４９ ３８３ １６１ ４ ３７９ ０４８ １３６ ２
佳木斯市 ２５５ ２１ ６２２ ８３８ ２４４ ０ ５９５ ２６３ ２３３ ２
大庆市 ２９３ ３４ ８０５ ８３４ ２７４ ７ ６４９ ４０４ ２２１ ３
伊春市 １１４ ８１ ３１１ ７１２ ２７１ ５ ２２６ ０６５ １９６ ９
鹤岗市 １０５ ８７ ２５２ ９０８ ２３８ ８ １９８ ８１７ １８７ ７
双鸭山市 １４６ ２６ ２３６ ０６２ １６１ ３ ２０２ ０４２ １３８ １
七台河市 ９２４ ００ １８６ ５２３ ２０２ ６ １８７ ５０８ ２０３ ７
黑河市 １６７ ３９ ２９２ ６０９ １７４ ８ ２０６ ０５４ １２３ ０
绥化市 ５４１ ６４ ５５０ ９６５ １０１ ７ ５３１ ２１７ ９８ ０
鸡西市 １８６ ２２ ４０５ ５８２ ２１７ ７ ３１２ ９５４ １６８ ０
大兴安岭地区 ５１ １６ ８４ ９０６ １６５ ９ ７１ ４３６ １３９ ６
合计 ３ ８３５ ４４ ７ ７０６ ０５０ ２００ ９ ７ ０６３ ７３４ １８４ １

统计三级、二级、一级及未定级医疗机构的常规 Ｘ
射线诊断总人次和总 ＣＴ 诊断人次ꎬ并列出中位值ꎮ
因私人口腔诊所无 ＣＴ 设备ꎬ故不列入统计中ꎮ 全

省医疗机构常规 Ｘ 射线诊断人次结果列于表 ３ꎬＣＴ
诊断人次结果列于表 ４ꎮ
　 　 ５. 全省放射诊断频度结果:统计全省各地市放

射诊断机构的常规 Ｘ 射线诊断总量为７ ７０６ ０５０人
次ꎬＣＴ 诊断总量为 ７ ０６３ ７３４ 人次ꎬ结合各地 ２０１６
年常住人口总数ꎬ得到全省常规 Ｘ 射线放射诊断频

度为 ２００ ９ 人次 /千人口ꎬＣＴ 放射诊断频度为 １８４ １
人次 /千人口ꎮ 全省 １３ 个地市医疗机构常规 Ｘ 射

线检查和 ＣＴ 诊断频度列于表 ５ꎮ

讨　 　 论

近些年来随着全国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ꎬ人民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水平的提升ꎬ人们也越来越注重

自身的身体健康ꎮ 在膳食结构不合理、营养不均

衡、运动不足、食品及环境问题等多种原因促使下ꎬ
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发病率逐

年上升ꎬ随之带来的是医疗需求的上升ꎮ 同时ꎬ我
国对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加强投入ꎬ医疗保险制度不

断完善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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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ꎬ随之而来的则是放射诊疗的蓬勃发展ꎮ
相比于放射诊疗设备的快速普及应用迅速增

加ꎬ全省的医疗频度调查工作明显滞后ꎮ 我国曾在

“九五”期间进行全国医疗频度调查[３]ꎬ对比黑龙江

省的调查结果ꎬ１９９８ 年统计得到的全省常规 Ｘ 射线

诊断人次为 ５２９ ５９７ 人次ꎬＣＴ 检查为 ７００ ４９４ 人

次[４]ꎬ原有的全省放射医疗频度调查结果已缺乏参

考意义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我国部分省份开展了医疗照射

水平调查工作[５￣８]ꎬ并对推算全国水平做了大量工

作[９￣１１]ꎬ但作为普查性研究仍缺少相关数据ꎮ
本调查中ꎬ黑龙江省常规 Ｘ 射线诊断总量为

７７０ ６ 万人次ꎬＣＴ 诊断总量为 ７０６ ４ 万人次ꎬ结合

各地市 ２０１６ 年常住人口总数ꎬ全省常规 Ｘ 射线放

射诊断频度为 ２００ ９ 人次 /千人口ꎬＣＴ 放射诊断频

度为 １８４ １ 人次 /千人口ꎮ ２０１４ 年黑龙江省放射诊

疗机构检查汇总统计ꎬ全省共有放射诊疗机构 １ ３５６
家ꎬ本次统计医疗机构共 １ ６４５ 家ꎮ 参考 ２０１７ 年中

国卫生计生统计年鉴[１２]ꎬ本次调查范围涵盖了全部

开展放射诊断的三级医院、 几乎全部二级医院和一

级及以下医疗机构ꎮ 口腔诊所由于发展迅速ꎬ其调

查数量存在一定缺失ꎮ 口腔诊所参考现有调查结

果ꎬ各市每家诊所诊断人次中位值在 ７２ ~ １３６ 人次ꎬ
按保守估计ꎬ缺失量假设为 ５００ 家ꎬ结合中位值最高

值ꎬ保守估计缺失总人次为 ６ ８ 万人次ꎬ小于全省常

规 Ｘ 射线总诊断人次的 １％ꎬ其总量不会对总体诊

断频次结果有显著影响ꎮ 考虑介入放射学剂量水

平与常规 Ｘ 射线诊断剂量水平相差较大ꎬ本调查未

将介入放射学包含在本次 Ｘ 射线诊断人次内ꎬ依据

全国及其他省份调查结果[８]ꎬ介入放射学人次约在

常规 Ｘ 射线诊断人次总数的 ０ ６％ ~ １ ３％ꎬ未进行

介入放射学人次统计会造成一定的负偏差ꎬ但不对

全省诊断人次具有显著影响ꎮ 需要提出的是ꎬ本调

查对于同一受检者在 １ 次诊断过程中进行多次投照

的情况视为同一人次ꎬ而相当多的常规 Ｘ 射线摄影

过程中ꎬ均会分别进行两个甚至更多体位的摄影ꎬ
如将其分别视为不同人次ꎬ诊断频度将会大幅度上

升ꎮ 参考其他相关调查[１０￣１１]ꎬ常规 Ｘ 射线放射诊断

频度因此将由 ２００ ９ 人次 /千人口上升至 ３２０ ~ ３６０
人次 /千人口ꎮ 杜翔等[４]对 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的放射诊

断频度调查结果中常规放射诊断频度为 ３０３ 人次 /
千人口ꎬＣＴ 扫描频度为 １７３ 人次 /千人口ꎬ黑龙江省

２０１６ 年诊断频度结果与江苏省 ２０１５ 年诊断频度结

果相近ꎮ

在地区分布上ꎬ黑龙江省各地医疗水平发展并

不均衡ꎬ放射诊断机构数量和诊断人次最高的均为

哈尔滨市ꎬ其放射诊断机构占全省总数的 ３１ ８％
(５２３ / １ ６４５)ꎬ放射诊疗人次占全省总数的 ３４ ２％
(５ ０４６ ３０１ / １４ ７６９ ７８４)ꎬ最低的是大兴安岭地区ꎬ
其放射诊断机构占全省总数的 １ ８％(３０ / １ ６４５)ꎬ放
射 诊 疗 人 次 占 全 省 总 数 的 １ １％ ( １５６ ３４２ /
１４ ７６９ ７８４)ꎮ 在放射诊断频度上ꎬ差距则相对较

小ꎬ常规 Ｘ 射线诊断频度为 １０１ ７(绥化市) ~ ２７４ ７
(大庆市)人次 /千人口ꎬＣＴ 诊断频度为 ９８ ０(绥化

市) ~２３３ ２(佳木斯市)人次 /千人口ꎮ
在医疗机构等级区分上ꎬ三级医院数量仅占

４ ９％ꎬ但是常规 Ｘ 射线和 ＣＴ 诊断的总人次分别占

４９ ９％和 ６０ ４％ꎻ而二级医院数量占 ２１ ８％ꎬ相应的

总诊断人次则为 ３５ ９％和 ３５ ４％ꎻ其余医疗机构只

占总放射诊断人次的 １３ ２％和 ０ ４％ꎮ 在实际调查

和复核数据期间也能够发现ꎬ三级医院绝大部分都

存在排队就诊甚至“一号难求”的情况ꎬ二级医院的

诊疗量也相对集中在各级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中ꎬ患
者对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信任程度差异巨大是其中

主要原因ꎮ 另一方面ꎬ放射诊疗设备越先进其价格

越高昂ꎬ动辄数百万数千万的设备并不适用于基层

诊疗机构的实际情况ꎬ相对来说ꎬ目前乡镇卫生院

等基层医疗机构已开展逐步普及数字 Ｘ 射线摄影

(ＤＲ)等数字化设备ꎬ是合理有效提升其医疗诊断

水平的积极表现ꎮ
在不同经营性质方面上ꎬ虽然 ２０１６ 年晋商联盟

完成了对黑龙江龙煤集团旗下近 ４０ 家医院的股权

收购ꎬ使黑龙江省民营医疗机构的规模得到了大幅

上升ꎮ 全省公立医疗机构的数量与民营机构比率

为 １ ３８ ∶１ꎬ不考虑私人口腔诊所的情况下这个数字

则是 ３ ２１ ∶１ꎬ而在放射诊断频度上ꎬ公立医疗机构

与民营医疗机构的比率则为 ７ ７４ ∶１ꎮ 黑龙江省放

射诊断构成上ꎬ公立机构占据主导地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调查的 １ ６４５ 家医疗机构中ꎬ

有 １９６ 家医疗机构的 ＣＴ 诊断人次要高于常规 Ｘ 射

线诊断的人次ꎮ 由于 ＣＴ 诊断的剂量远大于常规 Ｘ
射线摄影的剂量ꎬ这种情况会大幅度增加人群的总

体剂量负担ꎬ建议相应医疗机构在临床要求允许的

前提家ꎬ加强辐射正当性的判断ꎮ
在本次调查工作中发现ꎬ单纯通过 ＰＡＣＳ / ＨＩＳ

系统数据导出ꎬ对废片、重复照射、未导入系统的照

射等情况统计不完全ꎮ 省内具有 ＰＡＣＳ / ＨＩＳ 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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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所占比例很低ꎬ而医疗机构自行上报的数

据ꎬ限于经费、专业性、重视程度等情况制约也存在

较大误差ꎮ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ꎬ通过设备记录调

查、ＰＡＣＳ / ＨＩＳ 系统导出、纸质记录调查ꎬ方可取得

真实可靠的频度数据ꎮ

利益冲突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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