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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自我保健意识增强，体检中心每年接收的

健康体检人数逐步攀升 [1]。但由于体检项目众多，加之

多数体检者不熟悉体检流程、不了解相关疾病知识，期

间若是未及时给予指导、有效干预，有可能会延长体检

者等待时间，引起体检者不满，加剧护患矛盾 [2]。以临

床路径为基础的健康教育模式，能够有机结合健康教育

与临床护理干预手段，进一步满足体检者实际需要，以

加快检查速度，赢得体检者青睐 [3]。本研究特此以 100 例

体检中心的体检者作为观察对象，尝试了健康教育路径

干预，以供临床参考。

一、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 100 例体检者作为观察对象，均于 2020

年 05 月 -2021 年 05 月纳入，根据自愿参与及同意知情

要求，通过数字随机表法，分组观察课题对象并分别设

为常规组、研究组，各 50 例。研究组包括 27 例男性和

23 例 女 性， 年 龄 20-85 岁， 均 龄（52.4±17.8） 岁； 常

规组包括 28 例男性和 22 例女性，年龄 20-88 岁，均龄

（52.5±17.7）岁。两组基本信息经过统计学检验，P 值

均＞ 0.05。

1.2 方法

常规组普通护理，包括环境介绍、注意事项，指导

体检者做好充分准备，最后告知体检报告领取时间，为

其分析体检结果。

研究组基于普通护理之上健康教育路径，即（1）明

确体检内容，比如患者喘息、咳嗽，指导其选择肺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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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套餐；若患者下肢活动受限，指导其重点选择磁共振、

CT 检查项目；若患者心悸、胸闷，指导其考虑心功能检

查项目。免费发放体检表，让体检者认真填写基本信息，

然后引导体检者熟悉环境，加快体检流程。（2）明确体

验项目之后告知其注意事项，比如 CT、磁共振观察过

程中不得佩戴饰品、手机；胃镜、采血前需要空腹 8h 以

上；腹部超声需要饮水充盈膀胱；阴道超声则需要排净

尿液。如果择期检查，需禁食禁水 8-12h，不得过度锻

炼，并保持稳定的心态、充分睡眠、规律作息，检查前

72h 清淡饮食，不得抽烟喝酒，确保体检有效性。（3）检

查指导。现场安排专人指引，各项操作前必须认真核对

体检者资料，指导体检者有序进出，避免插队现象；首

先进行空腹采血，结束后为体检者提供早餐，避免长时

间空腹引起的低血糖，然后再检查其他项目。超声检查

时指导体检者保持正确体位，告知血压检测以及抽血注

意事项；采血时主动询问体检者有无过敏史、是否晕血

晕针，避免不良事件。采血后利用无菌棉签按压采血点

2min。如果检查过程中发现体检者反应异常，立即通过

健康教育策略排解体检者不良心理，稳定体检者心理情

绪。测量血压前需要安静休息 20min。（4）报告分析。体

检者领取检查报告之后，为体检者创建个人健康档案，

对其检查效果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诊疗意见或建议。如

果当日不能领取报告，需主动与体检者确定择期领取报

告的时间，若是体检结果异常，比如心电图异常，需警

惕心血管疾病，要求体检者科学合理饮食运动，科普心

血管疾病高危因素、发病原因，增强其预防意识。

1.3 观察指标

记录体检者的检查时间，以百分制问卷评价体检者

对疾病知识了解程度，100 分总分，得分越高越好；疾

病检出率包括胃肠疾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

等；最后评价体检者满意度，100 分满分，十分满意 80

分以上、基本满意 60-79 分、不满意 60 分以下，总满意

度 =1- 不满意。

1.4 数据统计处理

统计学软件以 spss 22.0 版本为主，进一步检验分析

本研究课题获得的计量数据以及计数信息，其中计量资

料包括检查时间、疾病知识掌握评分，以（x±s）形式

描述，组间 t 检验；计数资料包括满意度、疾病检出率，

以 %（率）形式表述，组间 X2 检验，数据差异判定结果

以 P 值描述，以（P ＜ 0.05）表示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2.1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检查时间、疾病知识掌握评

分　见表 1

表1　研究组与常规组检查时间、疾病知识掌握评分对比

小组 病例数 检查时间（min）
疾病知识掌握评分

（分）

研究组 50 40.9±3.7 88.5±7.1

常规组 50 60.8±3.6 70.1±2.4

t - 9.105 12.448

p - <0.05 <0.05

2.2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疾病检出率　见表 2

表2　研究组与常规组疾病检出率对比

小组 病例
胃肠

疾病

心血管

疾病

呼吸

系统
总检出率

研究组 50 11 9 15 35（70.00%）

常规组 50 6 7 7 20（40.00%）

X2 - 8.249

p - <0.05

2.3 观察研究组与常规组满意度　见表 3

表3　研究组与常规组满意度对比

小组 病例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 50 25 22 3 47（94.00%）

常规组 50 19 20 11 39（78.00%）

X2 - 10.450

p - <0.05

三、讨论

常规普通护理过于生硬，不能很好的满足体检者实

际需要，局限性较大 [4]。基于临床路径的健康教育模式

以检查项目为横轴，以检查时间为纵轴，根据检查流程

标准，全方位贯彻落实护理策略，以此来体检者实际需

要，帮助体检者缩短检查操作时间，提高体检效率，赢

得体检者好感 [5]。本研究对照观察，结果研究组检查时

间更短，而满意度、疾病检出率、疾病知识掌握评分更

高，与常规组差异显著（p<0.05）。充分肯定了健康教育

路径干预作用。从体检者确定检查内容、准备体检、检

查过程中、检查结束后等不同阶段夯实健康教育，充分

体现出了护理干预措施的系统性、针对性、连续性等特

点 [6]。体检中心根据体检者需要，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检

查套餐，然后结合表格式的健康教育路径方案，充分展

现出了体检可操作性、动态性，有助于体检者时刻掌握

自己检查项目的进程情况，一步一步完善体检项目，熟

悉了解疾病健康知识，主动配合检查操作，缩短检查时

间，提高疾病检出率，赢得体检者好感。

总而言之，健康教育路径干预具有重大作用，值得

将其广泛用于体检中心护理工作中。



97

国际护理医学：4卷9期
ISSN: 2661-4812

参考文献：

[1] 左娟，柏丽 . 细节护理在健康管理中心护理服务

中的应用及体检满意率分析 [J]. 中国社区医师，2021，37

（16）：163-164.

[2] 惠嘉丽，艾祝宁 . 健康体检中对高血压人群健康

教育提高自我保健能力的效果 [J]. 山西医药杂志，2021，

50（04）：683-685.

[3] 冯晓婷，吴亚娅 .PDCA 式健康教育模式在体检中

心健康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对体检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J].

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2021，6（01）：145-147.

[4] 孔小飞，朱婷 . 健康教育对健康体检人群鼠疫

知晓率及预防知识普及率的影响 [J]. 中国地方病防治，

2020，35（05）：550-551.

[5] 朱丽雯 . 健康教育及行为干预在体检人群血脂异

常患者中的干预效果 [J]. 中外女性健康研究，2020（02）：

102-103.

[6] 戴盼，欧阳玲 . 健康教育路径在体检中心护理

工作中的应用分析 [J].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9（24）：

4112-4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