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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微信平台进行体检后追踪干预的作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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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基于微信平台对体检后人员实施追踪干预的可行性与效果。方法：研究对象选择于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到本体检中心进行
体检者，共纳入 150 例，借助微信平台实施个体化的追踪干预，连续干预 3 个月，比较干预前后对慢性病知识掌握情况、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结
果：干预前后慢性病知识掌握情况、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干预后慢性病知识掌握率显著提高，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率显著降
低，P＜0.05。结论：基于微信平台对体检后人员实施追踪干预，对提高体检者对慢性病知识的掌握，减少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有着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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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体检中心开

始重视起检后延伸服务，旨在提升个体的健康管理质量[1]。微信作
为一种具有广阔的受众群体的信息展示载体，它不会受到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能够通过文字、图片以及视频等方式进行信息的获得和
实时沟通。利用微信平台的跨时空优势，与健康管理服务有机地结
合起来，为疾病防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因此，本研究以健康
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微信平台进行健康管理追踪干预，评估
其可行性，为临床常见慢性病的防治工作提供参考。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150 例研究对象均来自本体检中心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

的体检者，年龄在 20-50 岁，男性和女性例数分别为 84 例、66 例，
都是自愿参与这项试验，会使用微信，能够实施健康行为，并且排
除患有重大疾病、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者，不能配合进行随访者。 

1.2 干预方法 
建立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常见慢性

疾病防治和保健、精神卫生知识等，有明确健康需求的人可以根据

自身需求主动向公众号发送相应的关键词，获得相应的信息。针对
体检发现异常且存在共性问题的人，建立微信群，实行“一对多”
的服务，通过语音、视频、图片、文字等方式将定制的生活、疾病
保健知识传播给群里成员，并嘱咐他们定期进行复查和体检。对于
体检者所关注的涉及隐私的问题，群里负责人可以添加其微信号，
进行“一对一”的健康咨询和答疑。连续干预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干预开始前以及干预 3 个月后，组织研究对象填写慢性病知识

掌握情况、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调查表，评价追踪干预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处理均利用软件 SPSS20.0，计数资料、计量资料比较

分别采用ｔ检验、卡方检验，P＜0.05 表示对比数据有很大差别。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慢性病知识掌握情况比较 
干预前后慢性病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干预后慢性

病知识掌握率显著提高，P＜0.05。 

表 1  干预前后慢性病知识掌握情况比较[n（%）] 

时间 n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高尿酸血症 

干预前 150 52（34.67） 68（45.33） 63（42.00） 55（36.67） 
干预后 150 130（86.67）* 139（92.67）* 140（93.33）* 129（86.00）*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2.2  干预前后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比较 
干预前后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比较存在显著差异，干预后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率显著降低，P＜0.05。 
表 2  干预前后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比较[n（%）] 

时间 n 高盐饮食 高脂饮食 饮酒过量 吸烟 缺乏运动 

干预前 150 120（80.00） 130（86.67） 90（60.00） 68（45.33） 136（90.67） 
干预后 150 60（40.00）* 55（36.67）* 40（26.67）* 33（22.00）* 62（41.33）* 

注：与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体检是一项以健康为核心，通过医疗手段对人体进行全方位检

查的工作，能够及时掌握体检者的身体状况，为预防和保健工作提
供可靠的据，同时也有利于慢性病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3]。然而，
有调查表明，在健康检查之后，仅有极少数的体检者可以完全遵从
医嘱[4]。体检者的遵医性差，除了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不高外，更主
要的原因在于对异常报告结果的不够重视，以及对身体健康意识的
缺乏[5]。体检后追踪干预是健康管理的一项延伸性的医疗服务，能
它可以消除或减少对健康的危害因素，达到预防疾病以及促进健康
的目的。当今，由于微信平台方便灵活、操作简单、资费低廉，极
大地方便了各类信息的交流，并逐渐成为了人们相互沟通、传递信
息的重要手段。通过微信进行健康干预，能够为其提供更便捷的交
流平台，有利于体检工作的后续服务可以得到广泛开展，使得体检
服务效益得以提升，同时使得社会健康需求得到满足。 

对 150 例体检者利用微信平台进行体检后追踪干预后发现，其
慢性病知识掌握率显著提高，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率显著降低，P
＜0.05。这或许是因为通过微信平台，特别是本研究所采用的微信

群以及微信公众号这两项功能，可以定期将有关的知识信息向体检
者推送，体检者可以反复查看和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
而有利于提高了增加他们对慢性病的认识，增强他们的遵医行为。 

综上可以了解，在体检后实施追踪干预中，微信平台的有效应
用，能够显著减少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促进慢性病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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