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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式运用于健康体检当中，体检者对其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方法：将体检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本医院接收的体检者 80 例作为研究样本，抽签法分为参照组，执行常规体检服务模式，试验组，执行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式，对

比服务满意度与体检各项评分。结果：试验组服务总满意度 97.50%高于参照组总满意度 82.50%，代入统计学 P<0.05；试验组体检效率评分高于参照

组，体检时间短于参照组，统计学代入结果 P<0.05。结论：应用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式在健康体检当中，可有效缩短体检时间，提升体检

效率，且体检者对于该种模式的服务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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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工作当中，如果给予体检者提供高品质的护理服务，

满足多元化的服务需求，目前已经成为体检中心持续研究的重点内

容[1]。开展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式，目前已经得到了良好

的实践作用，通过标准化、信息化、流程化等手段，促使体检环节

精准、高效、协同运行[2]。 

1 基线资料和方法 

1.1 基线资料 

对 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本医院接收的体检者 80 例予

以项目研究，其中男性患者 41 例、女性患者 39 例，最小年龄 23

周岁，最大年龄 61 周岁，平均年龄（42.26±1.51）周岁。基于抽

签法进行分组，参照组与试验组均为 40 例。所有患者全部知情本

次研究，将其所有数据代入统计学软件 SPSS 24.00 当中，对 2 组之

间的临床资料进行处理，当其计算结果为 P＞0.05，则表明 2 组具

备可比意义。 

1.2 方法 

参照组执行常规服务模式，试验组执行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

服务模式，其一，利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体检前健康问卷调查，提

供体检预约通道，可自行预约体检时间，推动相关体检流程、体检

须知、体检项目的意义以及相关健康科普知识。其二，入院体检之

前，护理人员给予发放体检单，再次给予体检者介绍相关注意事项

以及体检流程，确保体检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智能与人工结合的导

检模式，安排一名导检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体检流程，确保体

检工作效率。其三，优先设置空腹体检项目，待其用完早餐后继续

完成非空腹项目，尤其针对年龄较大或者存在慢性疾病的人员，需

要避免其因为低血糖等因素引发意外事件。另外可设立绿色通道，

优先给予老年人、孕妇、残障人士安排体检，提供一对一陪检服务，

保证体检过程的安全与高效。其四，检查期间可与体检者保持良好

的沟通，必要时可进行一些健康宣教。体检完毕后，可关注微信公

众号随时查询自己的体检电子报单，使体检者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到

自身健康状态，相比较于纸质版的报告，微信平台随时查阅更加快

捷。其五，建立检后随访小组，对其历年体检报告结果进行随访，

同时给予针对性地提出个性化健康管理建议，告知患者定期体检，

加强其慢性疾病防范意识。 

1.3 评价标准 

服务满意度通过自制评价问卷进行统计，分为非常满意（90

分以上）、一般满意（89 分以下 60 分以上）、不满意（59 分以下）、

总满意度（100 以下 60 以上）。 

体检各项评价指标包含体检效率与体检时间，前者根据实际完

成检查的项目情况进行打分，10 分制，后者根据实际情况记录。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的形式表达，实施 McNemar 检验（卡方检

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sx ± ）处理，

执行 t 检验，结果为 P<0.05 证实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统计 2 组服务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服务总满意度 97.50%高于参照组总满意度 82.50%，代

入统计学 P<0.05，见表 1。 

表 1：对比 2 组服务满意度（n/%） 

组别（n）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试验组

（n=40） 

30/75.00 9/22.50 1/2.50 39/97.50 

参照组

（n=40） 

20/50.00 13/32.50 7/17.50 33/82.50 

c2 值 - - - 5.0000 

P 值 - - - 0.0253 

2.2 比较 2 组体检各项评价指标数据结果 

试验组体检效率评分高于参照组，体检时间短于参照组，统计

学代入结果 P<0.05，见表 2。 

表 2：比较 2 组体检各项评价指标（ sx ± ） 

组别（n） 体检时间 体检效率 

试验组（n=40） 69.58±9.18 8.94±0.53 

参照组（n=40） 91.26±13.24 7.21±0.24 

t 值 7.4922 16.5557 

P 值 0.0000 0.0000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开展给予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服务模式，给予体

检者提供高品质的体检服务，可进一步提升整体服务满意度。通过

智能导检与人工导检之间的相互结合，合理安排，科学优化，检后

给予提供专业的健康体检建议，可有效提升疾病预防的作用[3]。另

外，该种服务模式当中可根据当日实际情况进行智能分配，合理调

整，不断优化其提体检流程，可有效确保体检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之内完成体检项目，合理提升体检效率，缩短体检时间[4]。 

综上所述，针对健康体检中心给予开展微信平台全流程精准化

服务模式，可有效提高整体服务满意度，提高体检效率，缩短体检

时间，值得推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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