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

临床医学研究: 2022年4卷4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目前，社会经济飞速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

身体健康，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越来越多 [1]。健康体检

时根据体检人员的需求，由体检医生开具生化检测、心

电图、超声检查等体检项目，需要采集到体检者的体液、

血液等 [2]，最后体检医生通过分析各项体检报告，了解

体检人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现体检者潜在的疾病危

险，提醒体检人员及时的进行诊断、治疗，能够有效的

延长体检人员的生命 [3]。由于人们对服务的要求越来越

多，传统的体检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鉴于此，

本院选取了 200 例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在健康体检过

程中，对他们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分为了两个组，分析

优质护理干预在健康体检过程中的价值，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研究时间：2021 年 02 月 -2022 年 02 月，研究成员：

在研究时间内在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人员 200 例。研究

方法：体检过程中实行常规护理的组别为对照组，全组

100 例成员中男 57 例，女 43 例，年龄段在 22 岁到 64 岁之

间，（41.87±13.75）岁为平均年龄；体检过程中实施优

质护理的组别为研究组，全组 100 例成员中男 58 例，女

42 例， 年 龄 段 在 23 岁 到 65 岁 之 间，（42.04±14.03） 岁

为平均年龄。将两组研究成员的基本资料进行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所有成员均知晓本次研究，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本院伦理委员会也批准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实行常规护理，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具体

如下：

（1）为体检人员提供温馨、舒适的环境。保持体检

中心干净、卫生的环境，每天定时的通风，调节好室内

的温度、湿度、灯光。为了节省体检人员进行各项体检

奔走路程的时间，合理的布局检查房间，制定体检的流

程，在流程表上标注每项检查的科室的去向，详细的标

明路线。还可以利用花卉、字画等装饰体检中心，摆放

杂志、报刊等供体检人员等候的时候消遣。同时，为了

保证体检人员的安全，防止院内交叉感染，体检的场所

不与院内的患者共同使用，设立独立的体检场所。并且

要求体检的时候一人一室，保护受检人员的隐私。

（2）针对体检中心的护理人员进行定期、定向的培

训。体检中心的护理人员除了掌握常规的护理知识，还

应该加强对体检相关知识的学习，加强体检中心护理服

务的概念，规范护理人员的礼仪。在技术操作上，必须

进行定时的考核，提升护理人员的操作技术。定期的进

行学习培训，要求护理人员必须认真的学习健康知识，

明确工作中可能遇到的护理风险，在危险发生之前做好

防护意识。通过一些列的学习、考核、培训，整体的提

高体检中心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保证优质护理的实行。

（3）体检前：体检人员入院以后，护理人员主动的

进行交谈，记录体检人员的基本信息，询问体检人员对

体检的要求，再由医生为体检人员规划体检项目。护理

人员还应该向体检人员科普健康体检的优点，提醒体检

人员需要空腹检查的项目等注意事项。仔细的介绍体检

中心的环境和各检查项目科室的分布情况。在与体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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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交流中，语气和蔼可亲，避免体检人员产生不适感。

最后，向体检人员发放体检指引单。

（4）体检中：根据医生的开具的体检项目，护理人

员为体检人员制定体检顺序，首先进行空腹的检查，在

检查结束后，提醒体检人员进食，防止出现空腹低血糖

晕倒等不良情况；进食以后再进行放射影像、特殊检查

等。遇到体检人员比较多的时候，护理人员要维持良好

的体检秩序。在体检人员等候检查的过程中，可以对体

检人员进行健康宣教，发放健康手册。各项体检的工作

人员在体检人员体检前做好准备工作。在进行采血等护

理操作时，要求护理人员拥有扎实的护理技能，能够有

条不紊地完成采血工作。采血前，评估体检人员的心理

状况，询问体检人员是否晕针、晕血等；保证采血的准

确性，避免重复穿刺；采血后注意拔针技巧，指导体检

人员正确的按压穿刺的部位，减少疼痛，避免发生不良

反应。

（5）体检后：回收体检人员的体检表，查看其是否

完成了所有的检查，防止漏检。准确的告知体检人员领

取报告的时间。体检人员的报告出来以后，上传到该人

员的档案中。告知体检有异常的人员进行进一步检查，

详细的讲解进一步检查的意义。对体检异常的人员进行

分组，按照疾病的类型，进行健康宣教，告知该组人员

需要注意的饮食习惯和注意事项等；引导他们正确的看

待疾病，积极的面对疾病，相互鼓励，提高治疗的信心。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体检人员的体检质量、体检满意度、护理

服务质量和依从性。为了对比两组体检人员的体检质量，

根据体检人员体检的时间、体检效率和体检可信度三个

项目进行评估。体检满意度以口头询问体检人员的形

式，分别为相当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体检满意度

=（相当满意例数 + 一般满意例数）／所有体检人员。护

理服务质量采用评分的形式，评估护理礼仪、主动服务、

沟通能力、技术操作和健康教育五个项目，每以项满分

10 分，分数越高越好。依从性是医务人员对体检人员配

合工作的程度进行评估，分别为完全依从、一般依从和

不依从，总依从度 =（完全依从例数 + 一般依从例数）／

所有体检人员。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使用

均数 ± 标准差（x±s）来表示计量资料，数据之间的对

比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经 χ2 检验。

当数据对比结果呈现为 P ＜ 0.05 时，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体检人员体检质量的对比

研 究 组（n=100）， 体 检 的 时 间（61.02±10.23） 分

钟、体检效率评分（8.87±0.65）分、体检可信度评分

（8.91±0.63）分。

对 照 组（n=100）， 体 检 的 时 间（80.07±10.61） 分

钟、体检效率评分（7.04±0.48）分、体检可信度评分

（7.05±0.51）分。

（t=12.925，P=0.001、t=22.678，P=0.001、t=22.947，

P=0.001）根据以上数据显示：在体检时间、体检效率和

体检准确度三个项目对比中，研究组体检人员的体检质

量高于对照组（P ＜ 0.05）。

2.2 两组体检人员体检满意度的对比

在 100 例研究组成员中，62 例评价相当满意、17 例

评价一般满意、1 例评价不满意、体检满意度为 99%。

在 100 例对照组成员中，42 例平均相当满意、30 例

评价一般满意、28 例评价不满意、体检满意度为 72%。

（χ2=29.401，P=0.001）根据以上数据显示：在体检

满意度的对比中，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2.3 两组体检人员护理服务质量的对比

研 究 组（n=100）， 护 理 礼 仪 评 分（9.12±0.57）

分、 主 动 服 务 评 分（9.41±0.38） 分、 沟 通 能 力 评 分

（9.29±0.61）分、技术操作评分（9.57±0.33）分、健康

教育评分（9.12±0.68）分。

对 照 组（n=100）， 护 理 礼 仪 评 分（7.98±0.49）

分、 主 动 服 务 评 分（7.57±0.36） 分、 沟 通 能 力 评 分

（7.42±0.39）分、技术操作评分（7.21±0.47）分、健康

教育评分（7.32±0.35）分。

（t=15.166，P=0.001、t=35.151，P=0.001、t=25.828，

P=0.001、t=41.095，P=0.001、t=23.536，P=0.001） 根 据

以上数据显示：在护理礼仪、主动服务、沟通能力、技

术操作和健康教育五项护理服务质量评分对比中，研究

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2.4 两组体检人员依从性的对比

在 100 例研究组成员中，67 例完全依从、32 例一般

依从、1 例不依从、总依从度为 99%。

在 100 例对照组成员中，43 例完全依从、28 例一般

依从、29 例不依从、总依从度为 71%。

（χ2=30.745，P=0.001）根据以上数据显示：在体检

人员的依从性对比中，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3　讨论

人们在没有疾病困扰的情况下，主动的进行健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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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可以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更好更放心的生活；如

果存在疾病，能够及早的发现潜在风险，进一步的进行

诊断、治疗，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延长自身的寿命 [4]。

随着人们关注自身健康意识观念的提高，体检人员也增

多，体检中心的工作月越来越繁重，提高体检中心的护

理服务已经成了必须解决的医疗问题。优质护理是一种

全新的护理模式，能够站在体检人员的角度考虑问题，

为体检者提供优质的服务，精细化护理方式，提高护理

的质量 [5-7]。

本研究对研究组实施优质护理：为体检人员提供温

馨、舒适的环境，合理的布局各项检查科室，标明路线

保证体检的时候一人一室，避免交叉感染。通过对体检

中心的护理人员进行学习培训、技术考核，能够让护理

人员重视护理服务的宗旨，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拥有

更精湛的操作技术，提高工作的效率；强化健康知识，

提高护理风险的防范意识，保证优质护理的实行 [8]。体

检人员入院后，记录体检人员的基本资料，制定体检项

目，护理人员根据体检项目告知体检人员体检的顺序，

同时告知体检人员注意事项和各检查室的路线。在进行

采血等护理操作时，有条不紊地完成各项工作，避免体

检人体发生不良反应。查看体检人员是否完成了所有的

检查，防止漏检。体检报告出来以后上传至档案中，叮

嘱体检有异常的人员进一步检查，并进行健康宣教，告

知其饮食习惯和注意事项等，引导其积极的面对疾病，

提高治疗的信心 [9-12]。本次研究中，明显的分析出：两

组成员经过护理后，在体检质量的对比上，研究组高于

对照组（P ＜ 0.05）；在体检满意度的对比上，研究组高

于对照组（P ＜ 0.05）；在护理服务质量的对比上，研究

组高于对照组（P ＜ 0.05）；在研究成员的依从性对比上，

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由此可见，将优质护理干预实施到体检者的健康体

检过程中，改善了传统护理方式的劣势，让护理服务的

质量得到提升，体检者对体检过程感到满意，能够更加

积极、主动的配合各项检查工作，增强了体检的准确性，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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