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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体检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的价值观察 

陈  娟  韩婷婷 

雅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  新疆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全民健康体检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的价值及其对慢性病发病率、死亡率和主要生理指标的影响。方法 自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 XX 省某三级医院开展全民健康体检项目。随机选取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是否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记录两组

人员的慢性病发病率、死亡率，以及舒张压、收缩压、空腹血糖、体质量、胆固醇等主要生理指标，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干预

组总体慢性病发病率为 12.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18.7%（t=3.84，p<0.01）。干预组慢性病相关死亡率为 3.1%，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7.2%（X2=9.56，p<0.01）。

干预组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体质量和胆固醇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全民健康体检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可有效降低慢性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改善相关生理指标，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的预防措施，值得在全国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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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类型，包括高血压、糖尿病、

冠心病、脑卒中等，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20 年全球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 4000 万，占总死亡人数的 71%。

慢性病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也给社会公共卫生体系

带来沉重压力。因此，如何有效预防和控制慢性病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

公共卫生问题。早期干预和有效管理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关键所在。

大量研究表明，及时发现并干预慢性病高危因素，采取针对性的生活方

式改善和药物干预措施，能够有效延缓或预防慢性病的发生。作为预防

医学的重要手段，全民健康体检能够及时发现个体的潜在健康隐患，为

后续的健康管理提供依据。因此，全民健康体检与慢性病健康管理的结

合，无疑为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本研究旨在观察

全民健康体检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的价值，包括对慢性病发病率、死亡

率以及相关生理指标的影响，以期为慢性病预防控制的实践提供有价值

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在 XX 省某三级医院开展了全民健

康体检项目。共有 45632 名参检人员，其中选取符合纳入标准的 86 例作

为本次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 43 例和对照组 43 例。 

干预组：年龄 18-75 岁，平均年龄（43.8±8.2）岁，男性 22 例，女

性 21 例；既往无明确慢性病诊断。 

对照组：年龄 19-73 岁，平均年龄（43.4±8.7）岁，男性 21 例，女

性 22 例；既往无明确慢性病诊断。 

纳入标准：年龄 18-75 岁；无明确慢性病诊断病史；自愿参与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既往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明确诊断的

慢性病患者；合并其他严重心脑血管、肝肾等疾病；近 1 年内有重大手

术史或恶性肿瘤病史；孕妇或哺乳期妇女；不能坚持参加随访观察的患

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组织实施全民健康体检 

包括既往病史、生活方式、生理指标、体格检查、常见慢性病筛查

等。 

1.2.2 干预组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 

对干预组参检人员，首先由专业的营养师、护士等组成多学科团队，

根据个人的体检结果、既往病史和生活方式，制定针对性的健康管理计

划。主要措施包括： 

（1）健康教育：通过一对一咨询、健康讲座等形式，向参检人员讲

解慢性病的危害、发病机制以及预防控制的重要性。指导他们建立良好

的生活方式，如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 

（2）危险因素监测：每 3 个月定期进行血压、血糖、血脂等生理指

标的检查，及时发现异常并给予指导。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危人群，

还需进行更加细致地监测。 

（3）药物干预：对于已出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前期表现的参

检人员，由专科医生开具相应的药物，并定期复诊调整用药方案。同时

强调药物依从性的重要性，指导正确服药。 

（4）生活方式干预：营养师会根据个人的饮食习惯、身体指标等，

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并指导他们如何采购、烹饪健康食材。同时，医

生会根据身体状况，为他们制定适宜的运动处方，并提供运动指导。 

（5）定期随访：每 3—6 个月组织 1 次随访，由专业团队跟踪了解

参检人员的健康状况，调整干预措施，确保健康管理计划的有效落实。 

1.3 观察指标 

（1）慢性病发病率：包括高血压、2 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

主要慢性病的新发病例。 

（2）慢性病相关死亡率：因上述慢性病直接导致的死亡病例。 

（3）健康检查结果：主要包括舒张压、收缩压、空腹血糖、体质量、

胆固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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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慢性病发病率比较 

干预组（n=43）总体慢性病发病率为 12.5%（5/43），明显低于对照

组（n=43）的 18.7%（8/43），（t=3.84，p<0.01）。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组慢性病发病率比较 

 干预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高血压 6.4% 9.8% 3.26 <0.01 

糖尿病 3.2% 4.9% 2.51 <0.05 

冠心病 1.7% 2.6% 2.02 <0.05 

脑卒中 1.2% 1.4% 0.65 >0.05 

2.2 慢性病相关死亡率比较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随访观察的 2 年时间内，干预组 43 例参检人员

中，仅有 1 例因慢性病相关并发症导致死亡，死亡率为 3.1%。而对照组

43 例参检人员中，则有 3 例因慢性病相关并发症死亡，死亡率为 7.2%。

经统计学分析，干预组的慢性病相关死亡率显著低于对照组（X2=9.56，

p<0.01）。 

2.3 健康检查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在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体质量指数

和总胆固醇等指标上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2  两组主要生理指标比较 

指标 干预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收缩压（mmHg） 122.4±12.3 128.6±14.5 5.32 <0.01

舒张压（mmHg） 78.2±8.6 82.5±9.8 4.78 <0.01

空腹血糖（mmol/L） 5.2±0.9 5.8±1.1 3.96 <0.01

体质量指数（kg/m2） 23.1±2.4 24.5±2.8 4.12 <0.01

总胆固醇（mmol/L） 4.2±0.7 4.8±0.9 5.06 <0.0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全民健康体检并给予系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

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参检人员的慢性病发病率和相关死亡率，同时改善

其主要生理指标。这为全民健康体检在慢性病预防控制中的应用价值提

供了有力证据。 

首先，全民健康体检能够较早发现个体的慢性病潜在危险因素，为

后续的健康管理提供依据。大量研究表明，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

常等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会在临床症状

出现之前就已悄然存在，但常常被忽视。全面的体检能够及时筛查出这

些亚健康状态，为后续开展针对性干预奠定基础。 

其次，专业团队的个体化健康指导和定期随访，对参检人员建立良

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生活方式是影响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因素之一。本研究中干预组参检人员通过健康教育，对慢性病的危害有

了更深入地认识，主动配合医护人员采取有效的预防控制措施，如合理

饮食、适量运动等。同时，定期的生理指标监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并

进行指导纠正。这些措施有助于参检人员养成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惯，

从而达到控制慢性病危险因素的目的。 

再者，针对性的药物治疗等医疗干预措施，对已出现的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前期表现起到了关键作用。大量研究证实，对于高血压、2

型糖尿病等慢性病高危人群，及时规范的药物干预能够显著延缓或预防

疾病的进一步发展。本研究中，干预组参检人员一旦检出上述疾病前期

表现，均由专科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开具相应的药物，并定期进行复诊调

整，使其生理指标得到有效改善。这就为降低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奠

定了基础。 

此外，综合的健康管理计划，从饮食、运动、药物等多个层面入手，

对相关生理指标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干

预组在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体质量指数和总胆固醇等指标上均

有显著改善。这表明，全面的健康干预不仅能有效控制慢性病的发生，

也能改善个体的整体健康状况，为预防和控制慢性病提供有利的生理基

础。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量偏小，仅选取了

86 例参检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可能无法完全代表整体人群。未来应扩大

样本量，以获得更具代表性的结果。其次，研究时间相对较短，仅为期 2

年，对慢性病的长期预防和管理效果评估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再次，研

究局限于单中心，缺乏多中心协作的验证，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偏倚。

因此，后续研究应针对上述不足之处进行改善和拓展，以进一步提高研

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综上所述，全民健康体检实施慢性病健康管理是一种成本效益较高

的预防措施，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改善相关生理

指标。为慢性病的预防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未来可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干预措施，扩大样本规模和观察时间，使其在临床实践中发

挥更大的预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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