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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细节护理对提高健康体检满意度的作用 
周秋霖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科室：健康管理中心  400000) 

摘要：目的：分析细节护理对改善体检者依从度、提高体检满意度的价值；方法：随机选取我院健康管理中心的 110 例体检者，纳入对照

组（n=55）与观察组（n=55），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方式，观察组实施细节护理干预，比较两组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以及体检者依从率和

满意率；结果：观察组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两组时间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依从率（98.18%）和满意率（96.36%）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87.27%，83.64%），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与常规护理方式相比，采用细节护理可改善体检者依

从度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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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是

了解和评估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途径，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水平

的逐渐提高，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也越来越重视，健康保护意识也

随之提高，从传统的治病逐渐转向预防，体检也成为了检查身体健

康状态的主要形式。初次体检患者由于对环境的陌生，且缺乏对检

查项目的理解，人员流动性较大，患者之前明显的个体化差异性，

体检过程中需要耽误较多不必要的时间，体验感相对较差，在一定

程度上增加了管理难度，极易出现烦躁情绪，发生医患纠纷。体检

护理是指在患者体检时进行顺序性的护理指引，解答患者的疑惑，

从而缩短患者体检时间，提高体检效率。 大量研究调查表明，在

患者患病后及早采用适合方式进行治疗，利于提升对患者疾病控制

和治疗效果。而体检作为一种及早发现病情的有效方式，便于确定

体检者身体风险。而在体检期间实施细节护理方式，不仅有利于提

升体检中心服务水平，而且可促使体检者更加配合有关操作，可使

体检者满意度提高[1]。随机选取我院健康管理中心的 110 例体检者

进行护理研究，对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后分别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护

理，比较两组护理方式应用结果，对细节体检护理进行具体分析。 

1、健康体检的意义 

（1）加深对自我身体状况了解和评估：当前社会中大多数人

都不了解自身身体状况，故通过定期体检能够明确了解自身机体处

于何种状态，是健康人？亚健康状态？患病？，而且体检可为受检

者提供检查结果的客观描述和健康隐患，有助于提醒人们及早、针

对性改变不良生活习惯，进而利于人们身体保持健康状态。 

（2）及早发现一些健康状态中的危机，消除产生疾病的危险

因素：临床中有些疾病有临床症状出现时，其病情大多进展到中晚

期，病情发展较为迅速。但这些隐藏的疾病，是可以通过定期体检

早期筛查，早期干预治疗，有助于延缓病情进展或改善临床结局。 

（3）婚前体检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婚前配偶双方进行健康检

查能够及早发现相关遗传病、传染病等，有助于减少、预防后代遗

传性疾病发生，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总之健康体检的实质不仅仅是检测机体有无患病，还需要预测

其患病风险，充分及时了解自身状况，根据体检结果及时调整生活

习惯，进而实现“治未病”的目的。 

2、健康体检注意事项 

（1）体检前注意事项 

①合理禁食水：检查前 3d 清淡饮食，不能吃过多油腻、不易

消化的食物，勿食猪肝，猪血等血性食物，也不能饮酒。体检前 1d

晚 20:00 后不再进食，保证空腹 10～12 小时，避免剧烈运动，晚

20:00 后不再饮水。体检当日早晨在完成抽血、上腹部超声、C14

呼气试验、胃肠镜检查前均需完全禁食禁水（ 如若需服用药物，

可少量饮用白开水，最多不超过 100ML）。 

②采血时间不能过迟：健康体检抽血检验要求在早上 7:30～

8:30 期间抽取空腹血，最迟不能超过 10:00。受机体内生理性内分

泌激素逐渐变化，抽血时间太迟有可能会影响检验结果，故体检者

应及早采集血样本。 

③健康体检前无需盲目停药：众所周知，血样本采集时需空腹，

但这对慢性疾病患者服药应有所区别对待。例如：高血压患者为控

制血压稳定，每日清晨都需要服用降压药，盲目随意停药或漏药有

可能会导致血压大幅度波动，体检者可将用药情况告知体检医生，

使医生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体检前是否正常用药。对于糖尿病或其

他慢性疾患者建议在采血后及时用药，切勿因体检而打扰疾病治疗

方案。 

（2）体检中注意事项 

①不可随意放弃检查项目：体检套餐内的项目主要是包括一些

能够反映机体身体状况的基本、常规项目，以及针对临床常见病、

慢性病、恶性疾病的特殊项目，均经临床医生客观设计的，对于反

映受检者健康状态、早期诊断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有的受

检者由于嫌体检项目较多、检查费用高或特殊部位检查害羞等而自

动放弃部分项目检查，如果真的出现病理改变，有可能使其措施最

佳治疗时机，导致严重不良后果。 

②仔细交代既往史、现病史：受检者的病史是体检医生判断其

整体健康状况的主要依据。但有的受检者认为疾病在体检中可检查

出来，故觉得病史说不说也无所谓。殊不知，体检医生需要在充分

了解受检者既往疾病史、家族史、手术史等前提下才会准确提出下

一步治疗建议。 

③体检中的细节注意事项：肝胆脾超声检查需要在空腹状态下

进行；膀胱前列腺/子宫附件超声前需喝水充盈膀胱，切勿排尿，但

肝胆脾超声未进行前请不要大量饮水。此外，在任一项目检查过程

中若遇不适，应及时告知医护人员，避免出现意外。 

（3）体检后注意事项 

①体检后，切勿忽视体检结论：体检结论为此次体检对受检者

健康状况的总结概括，也是医生对此体检结果综合分析后开具健康

处方的依据。若受检者重视体检过程，但忽略体检结论，那么其体

检经期意义也失去了。因此，重视检后报告解读及健康指导，至关

重要！ 

②妥善保管体检报告：受检者取到体检报告后可拍照留存，且

具体纸质资料也应妥善保管，便于下次和体检结果作对照，也可作

为今后就医的参考资料及下次体检方案做指导。 

3 研究资料及方法 

3.1 一般资料 

研究从体检中心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12 月收治的体检者中

随机选择 110 例展开护理研究，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对患者进行分组，

并建立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均为 55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32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4-63 岁，平均年龄（41.9±2.5）岁；观察

组：男性 34 例，女性 21 例，年龄 23-64 岁，平均年龄（42.0±2.9）

岁；两组体检者基线资料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3.2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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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方式。主要措施：通过对体检者进行健

康宣教，详细告知体检前相关准备工作以及注意事项，并叮嘱体检

者配合进行相关检查，体检后及时告知体检者结果并发放体检报

告。 

观察组：实施细节护理方式。具体护理措施：（1）环境护理：

营造舒适体检环境，保持空间环境干净整洁、空气清新，定时进行

消毒通风，并根据体检者需求进行温度和湿度调控，以此帮助体检

者放松身心，减少其等待体检或对体检结果担忧产生的焦虑。为患

者提供适合休息环境，并提供饮用水和体检、医学等方面读物，加

强对体检者体检引导。（2）健康宣教：体检前详细向体检者说明体

检项目及相关注意事项，叮嘱患者饮食清淡、睡眠充足和禁烟禁酒，

适当进行饮食指导，提升体检者准备效果。并根据体检者学历，采

用微信推送、面对面讲解、发放常见疾病防治宣传手册等方式向其

普及体检及医学方面知识，提升其对体检相关认知。（3）心理护理：

主动与体检者进行交流，并对其进行心理方面评估，耐心解答体检

者疑惑，向其说明体检重要性。并利用播放轻音乐、视频等方式，

帮助患者平复情绪，以此提升体检者对各项体检操作依从性。（4）

查体护理：体检前护理人员应与体检者，针对相关体检项目进行详

细沟通，尤其是对年老和体弱体检者，提供一对一全面服务。（5）

体检后护理：护理人员及时告知患者领取检查报告，并根据体检者

检查结果以及医生诊断结果，帮助患者解答疑惑分析病情，并建立

和完善体检者体检档案。 

3.3 观察指标 

（1）体检结果：比较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时间越短体检护

理方式应用价值越高。 

（2）依从率：使用 Frankl 治疗依从性量表[2]，根据患者配合

度确定，完全依从：完全配合护理人员各项操作；较依从：对部分

护理操作表示抗拒，不依从：对多数护理操作表示抗拒。总依从率

=（完全依从+较依从例数）例数/总例数×100%。 

（3）护理满意率：使用科室自拟满意度评价问卷进行统计，

由患者根据意愿进行打分，总满意率=（非常满意+较满意）例数/

总例数×100%。 

3.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s）表

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检验，以 P

＜0.05 为差异显著。 

4 结果 

4.1 两组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比较 

观察组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详

见表 1。 

表 1 两组体检周期和体检时间比较（±s，d） 

 
4.2 两组体检者依从率比较 

观察组总依从率为 98.18%高于对照组的 87.27%，组间差异明

显（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体检者依从率比较（n，%） 

 
4.3 两组体检者护理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满意率为 96.3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3.64%（P＜0.05），

详见表 3。 

表 3 两组体检者护理满意率对比（n,%） 

 
5 讨论 

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在不良生活习惯和饮食偏好等

因素影响下，各种不同疾病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人们为保证

自身身体健康水平，并及早治愈自身疾病，开始重视体检。而在实

际参与体检中，受人们思想观念变化影响，体检期间更加关注相应

护理模式下体检中心服务水平[3]。因此，体检中心在开展相应工作

中，应重视相关护理措施的应用，通过提供良好服务体验，提升体

检者对体检中心的认可程度。而以往对患者进行护理中采用的常规

护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体检者需求。目前，细节护理作为一种新的

护理方案，有着较高使用优势，可营造良好环境和轻松氛围，通过

提供耐心、细心服务，可提升体检中心服务质量[4]。 

本次对体检者细节护理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体检周期、体检

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P＜0.05），而观察组依从率（98.18%）高

于对照组（87.27%），且体检护理满意率（96.36%）高于对照组

（83.64%），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次体检护理

工作开展结果显示，对体检者实施细节护理方式后，可促使其接受

体检时间及周期缩短，并增强患者对护理操作配合程度以及满意程

度，该护理措施在体检中心中应用价值高于传统常规护理。 

综上所述，在对体检中心体检者进行护理时，将各项护理措施

落实到细节，实施细节化护理，可缩短体检时间，并提升护理效率，

同时可促使体检者更加配合，相比于常规护理方式，体检者对体检

工作开展认可度和满意度更高。体检不仅能有效明确体检者现阶段

的健康状况，有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也能通过检查，预防

可能出现的疾病，从而保障体检者的健康。随着自身健康保护意识

也越来越强，体检人群数量规模逐渐增大，由于设施设备有限、体

检项目较多，体检过程等待较长时间，且对体检项目缺乏了解，部

分体检者空腹导致低血糖以及憋尿带来的不适，导致参与体检者的

体检效率受到严重影响，易使患者出现不良情绪。本文研究发现，

通过开展体检细节护理，干预组体检时间较参照组更短，干预组体

检质量、效率、健康宣教评分较参照组更高；干预组满意度较参照

组更高。通过提供提前预约体检为患者提供方便的体检节省时间，

患者初来难免对陌生的环境产生不安，通过工作人员积极主动地与

患者沟通指导，有效缩短患者体检时间。体检前一天和体检过程中

给予健康宣教，给予患者正确引导，有效提高了体检质量与效率。

通过定期的工作人员培训，加强工作人员的专业性，让患者感受到

专业的同时还能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不仅帮助患者解决体检遇到

的问题，更容易为患者所接受。在优化流程之后，缩短体检者等待

时间，提高体检质量与满意度。 

综上所述，体检细节护理能有效避免体检护理工作中的疏忽与

纰漏，缩短体检者体检时间，有效提高健康体检整体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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