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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文研究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应用于健康体检者临床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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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采用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比较两组体检人员
的满意度和干预后 2 年间的慢性病发病率。结果  研究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体检人员干预后 2 年间的慢性病发病率也要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结论  在健康体检者进行体检时通过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能够有效提高体检人员对相关工作的满意度，并能够促进体检人员慢性

病发病率的降低，有助于体检人员身体健康的保障，建议在实际管理中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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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口老龄化和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各类慢性疾

病发病率均在不断提升，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在
临床上，慢性病特指一类长期存在且难以治愈的非传染性疾病类

型，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是导致慢性病出现的主要危险因素，
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慢性病防控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大
部分人民群众对于慢性病往往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忽视了慢性病

的严重危害，从而造成了慢性病的出现与加重。经临床分析发现，
大部分慢性疾病在发病早期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这是导致患者

对自身病情没有充足重视的重要原因。在临床上，通过健康体检能
够对慢性病患者或慢性病高危人群及时进行诊断和检测，在慢性病
的早期阶段及时发现。故定期体检对于慢性病患者及慢性病高危人

群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针对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应用
于健康体检者临床价值展开分析，希望能够为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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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随机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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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0%，女性患者占比为 44.00%，

患者年龄平均数水平值为（43.85±9.86）岁；对照组中男性患者占
比为 52.00%，女性患者占比为 48.00%，患者年龄平均数水平值为

（43.97±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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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人员在进行健康体检时工作人
员予以热情接待，并解答患者的疑问，向患者简单介绍各个体检项

目，指导患者完成健康体检，并向患者进行健康体检报告的提供。 
研究组采用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第一，对体检人员进行慢性

病健康知识宣教工作，告知体检人员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1]。第二，与体检人员进行交流，根据体检人员的实际情况进行有
针对性的体检项目，并为体检人员制定全面的体检计划。第三，体
检人员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状态进行评估，评估结束后由专业的医师

向患者进行评估结果的说明，指出患者存在的健康风险，并向患者
进行相应管理方法的宣教。第四，体检人员指导患者关注医院公众

号，定期在公众号上进行健康管理方法的宣教，并通过微信和电话
等方式了解患者的身体健康状态，叮嘱患者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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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病发病率：两组体检人员在体检完成后均进行为期 2 年的
跟踪调查，记录患者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发生
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19.0 软件处理各项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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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组别 n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研究组 100 55（55.00） 44（44.00） 1（1.00） 99（99.00） 

对照组 100 42（42.00） 48（48.00） 10（10.00） 90（90.00） 
x2 - - - - 7.792 

p - - - - 0.005 

2.2 慢性病发生情况比较 

经为期 2 年的跟踪调查发现，研究组体检人员在健康体检后 2
年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发病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见表 2。 

表 2 慢性病发生情况比较 [n（%）] 

组别 n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血管病 慢性病发病率 

研究组 100 8（8.00） 4（4.00） 2（2.00） 14（14.00） 
对照组 100 18（18.00） 10（10.00） 5（5.00） 33（33.00） 

x2 - - - - 9.011 
p - - - - 0.003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自身身

体健康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健康体检正逐渐成为一种日趋常
态化的身体健康管理项目。相关研究指出，通过健康体检能够帮助
广大人民群众明确自身的身体状态，有助于各类临床疾病的早期确

诊与治疗，对于患者身体健康的保障有着重要的意义[2]。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慢性病发生率要低于对照组，

满意度则要高于对照组，P<0.05。上述研究结果证明了慢性病健康

管理服务措施对于健康体检者身体健康保障的重要性。导致上述情
况出现的原因在于，慢性病因病程长等因素的影响，疾病早期往往

不会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直接的影响，这便导致患者对于慢性病
的重视程度不足，从而忽视了自身的健康管理[3]。而在体检过程中
通过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可以进一步提高体检的效果，让体检人员

能够更全面准确的了解慢性疾病的相关知识，并根据自身情况及时
进行有效的检查，对于体检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 

综上所述，在健康体检者进行体检时通过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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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