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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研究体检中心实行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8 年 2 月-2019 年 10 月间在我体检中心接受健康体检的
200 例体检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并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处理，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管理。研究组采用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对组间满意度、
护理管理质量和患者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分差异进行比较。结果  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各项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均
要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的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分也要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体检中心进行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能
够有效提高体检人员对相关工作的满意度，建议在实际管理中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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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健康体检已经逐渐现代社会大众所认可，很多人都开始

定期进行体检，这就需要在体检过程中为体检人员进行有效的干预
和管理[1]。经临床调查发现，我国体检中心常用的护理管理模式存
在诸多缺陷，医护人员对体检人员进行护理管理时往往存在不耐烦
等情绪，护理质量较差，体检人员的满意度也较高，这不利于体检
中心行业竞争能力的提升，故针对性提升体检中心的护理管理质量
十分重要。相关研究指出，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模式的施行可有效
提升体检中心护理管理质量，能够针对性提升体检人员的满意度，
有助于体检中心行业竞争能力的提升[2]。因此，本文针对体检中心
实行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模式的应用效果展开分析，希望能够为我
国体检中心护理管理质量的提升提供一定的帮助，现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18 年 2 月到 2019 年 10 月。研究对象：体检中心

收取的 200 例体检人员。分组方法：数字随机表法。分组结果：研
究组与对照组。每组患者数量：100 例。采集体检人员的一般资料
分析：研究组中男性患者占比为 52.00%（52/100），女性患者占比
为 48.00%（48/100），患者年龄平均数水平值为（43.53±10.12）岁；
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占比为 53.00%（53/100），女性患者占比为 47.00%
（47/100），患者年龄平均数水平值为（43.61±10.08）岁。体检人
员一般资料差异统计学分析结果：P>0.05，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方法管理，体检人员进行体检中心后首先应进

行体检表的填写，并预约体检时间、提出体检要求。在体检过程中，
医护人员要引导体检人员完成各项体检项目，保障体检的顺利进
行。在体检完成后，医护人员需通知体检人员于规定时间内进行体
检结果的领取。 

研究组采用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第一，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综合素质，在体检过程中保持足够的耐心，根据体检人员的
实际需求进行正确引导。第二，为体检中心营造舒适的环境，引导
体检人员按规则等待排队接受体检。第三，在体检场地详细张贴引
导指示牌，提高体检工作效率。第四，若同时体检人数较多，医护
人员应在体检中心规划处专门的休息区，引导患者在休息区中耐心

等待，并且体检中心的休息区内应进行闭路电视、WIFi、图书、报
刊和饮水机等综合娱乐设施的提供，以促进患者等待时舒适度的提
升。第五，在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全程保持微笑服务，注意自
身的仪容仪表，尽量满足体检人员的合理需求。第六，体检报告出
具后医护人员应对其进行评估，进行健康档案的建立，指导患者保
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态，并做好相应的保密工作。 

1.3 观察指标 
满意度：通过自制调查表获取数据，共 100 分，分为三个等级。

满意度=（十分满意+基本满意）/病例数*100.00%。 
护理质量：从护理态度、护理服务、舒适度和护理技能四个方

面对临床护理管理质量进行分数评分，每方面满分 25 分，得分越
高表示临床护理管理质量越高。 

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分：采用自制量表调查体检人员对于
体检相关健康知识的了解与掌握情况，其中主要包含临床常见病的
防控方法、体检项目的相应注意事项和重要性等内容，满分 100 分，
得分越高表示体检人员对于体检相关健康知识的了解与掌握程度
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处理数据。通过率（%）表示计数数据，通

过 x2 检验。数据判定标准：P＜0.05。 
2 结果 
2.1 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满意度数据 

组别 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00 58 41 1 99（99.00%） 
对照组 100 41 50 9 91（91.00%） 

x2     6.736 
p     0.009 
2.2 护理质量情况比较 
经问卷调查发现，研究组体检人员的各项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数

据水平值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护理质量情况比较 (x±s)分 
组别 n 护理态度 护理服务 舒适度 护理技能 

研究组 100 23.22±0.64 23.52±0.61 23.26±0.65 23.62±0.57 
对照组 100 21.68±0.87 21.39±0.92 21.88±0.85 21.97±0.92 

x2 - 14.259 19.296 12.897 12.246 
p -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分比较 
经问卷调查发现，研究组体检人员的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

分数据水平值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体检相关健康知识掌握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n 健康知识 
研究组 100 84.38±4.29 
对照组 100 68.54±8.62 

x2 - 16.451 
p - 0.000 

3 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健康体检的重要性，当

前人们接受定期体检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这就需要在体检过程中

进行有效的管理[3]。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可以为体检人员营造舒适
的体检环境，提高体检工作效率，在体检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用。 

综上所述，在体检中心进行精细化健康体检管理能够有效提高
体检人员对相关工作的满意度，建议在实际管理中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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