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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护理在健康及亚健康人群中的应用研究 

何秀清  许国琼通讯作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市  400010) 

摘要：目的：观察健康体检护理在健康及亚健康人群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2022 全年的健康体检护理工作情况，对 2022 年 1 月-6 月开

展传统健康体检护理模式期间涉及的 250 名体检者归入对照组，另外 250 名进入观察组，接受 2022 年 7-12 月开展的改良健康体检护理服务，对比

两组的体检用时、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体检者对定期健康体检的认可度、护理满意度。 结果：观察组的体检用时比对照组短，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比对照组低，体检者对定期健康体检的认可度和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结论：改良健康体检护理的施行可助体检用时缩短，并提高

健康及亚健康人群对健康体检的认可程度及满意度，同时，可大大降低相关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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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些年，受到国民保健意识的不断深化及体检中心服务质量

的不断上升，健康体检逐渐成为了社会群体的常规保健选择，它主要针

对未病、初病或是将病的健康或是亚健康人群展开，可经系统、规范的

医学检查来相对全面地反映个体的身体健康状况，但传统健康体检护理

过分关注体检本身而忽略了个体的心理、精神合理需求，导致整体护理

效益达不到理想标准，因此，需要施行进行改良干预，以便更加符合当

代体检人群的健康体检要求[1]。本文合计对体检中心介于 2022 全年间接

受健康体检服务的 500 名健康与亚健康人群予以重点研究，以观探不同

健康体检护理模式所体现的护理效益差异，详细内容已阐述至下文。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 

以体检中心 2022 年 1 月-12 月接待的 500 名体检者作为研究样本，

以不同健康体检护理模式的施行时间为依据予以分组处理，将 2022 年

1 月-6 月接受常规健康体检护理服务的 250 名体检者分入对照组，另外

250 名介于 2022 年 7 月-12 月间接受改良健康体检护理服务的人群进入

观察组。对照组男性 131 名，女性 119 名；年龄 20-85 岁，均值为（52.53

±9.65）岁；体检健康：亚健康=101：149。观察组男性 124 名，女性

126 名；年龄 20-83 岁，均值为（52.41±9.61）岁；体检健康：亚健康

=109：141。组间相关数据经规范化比较，均无差异性提示（P＞0.05）。

纳入标准：①最终健康体检结果提示健康或亚健康的人群；②年龄≥18

岁；③具备正常沟通及自理的能力；④既往未有精神、认知或心理等方

面的疾病史；⑤对研究内容知情，并有文书对其自主意愿予以证明。排

除标准：①既往有明确诊断的急慢性病史；②合并严重的传染性疾病；

③对体检极度不认可，或存在抵触、抗拒行为；④中途脱离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开展传统的健康体检护理模式，即在体检者进入体检

中心开始，由其自主步行至导检台填写个人资料并选择体检套餐，导检

台护士从旁予以适度答疑并发放体检表及告知有关注意事项，体检者自

行循体检表逐项完成体检项目，完成后于休息室等待报告的发放，护理

人员根据体检结果予以不同情况的反馈，体检正常者告知下次体检的时

间，提示体检结果异常者则引导展开有关复查项目，或是提醒尽早到其

他专科医院予以进一步诊疗。 

【观察组】：开展改良后的健康体检护理模式，具体包括：（1）环

境方面的改良：科学划分体检区域，根据不同体检项目的检查特性合理

增设分流设备，并予以醒目的警示标识，以更好避免人群集中在同一个

检查项目，平白耗费无谓的等待时间；设置舒适的等候区，合理摆放绿

植、放置书刊架、安装电视及饮水机等便民设施，必要时，可播放舒缓

音乐，以缓解体检者的紧张、焦虑情绪；对有空腹检查项目的人员提供

早餐服务；（2）护理人员方面的改良：定期对护理人员开展岗位职责范

围内的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及培训，同时，加强仪容仪表、责任意识、

主动服务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应急处理能力等综合素养的培养，要求

在实际开展护理工作过程中，统一着装并始终以“客户”为中心，微笑

服务，主动沟通，在不侵犯个体隐私、尊严基础上尽力满足其合理需求，

以使之深感满意；（3）流程方面的改良：合理规划体检套餐，尽可能简

化体检流程，以便缩短患者的体检时间；不同工作区域都配备专职的护

理人员进行引导与提供咨询服务，以便及时对体检者的疑惑予以解决；

启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在初次接诊体检者时及时将其个人信息录入系

统，之后体检者只需携带有效证件及体检项目的指引单便可完成所有体

检项目，其体检结果也会通过电子通知书的形式发送至其手机，故体检

者无需在原地长久等待，如若后续提示结果异常，会有护理人员电话联

系引导开启下一步的诊疗途径；（4）认知与心理护理方面的改良：在体

检者不同体检项目的等候期间，可经发放有关宣传手册、走廊播放宣传

视频或口头上简单的答疑释惑等方式帮助他们明确体检项目的相关健

康知识；在体检者于等候室休息时，护理人员应及时进行有效沟通，耐

心向其介绍健康体检的开展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根据体检结果及时进行

疑惑解答，尤其是提示结果异常的人员，应及时对其紧张、焦虑情绪予

以有效舒缓，之后耐心协助他们一一排除相关对结果造成干扰的风险因

素，如检查前服用了有影响的药物，或是近期饮食、作息习惯不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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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认存在疾病隐患后，应当联合其家属一起进行有效沟通，尽量选择

积极性语言予以安抚，如病情还未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及时诊疗基本可

以获得比较满意的康复结局，并尽量多介绍当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以更

好减轻其心理压力。至于未检查前便已有低落、紧张情绪产生的人员，

则可多加耐心沟通并循序引导其诉说内心顾虑、不安，之后再开展个体

化的心理疏导工作，以使之更加积极地依从有关体检工作。 

1.3 观察指标 

统计并对比两组的体检用时及相关护理不良事件，包括护理投诉、

护患纠纷、体检者心理应激等，同时，在体检结束后发放自制的调查问

卷，以收集体检者对定期健康体检的认可度及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 

以 SPSS25.0 for windows 软件为统计依据，针对所有获取到的数据，

以性质分，若归属计量资料，则以（ sx ± ）显示，并行 T 检验；若

归属计数资料，则用（%）体现，同时，行卡方验算，最终所获 P 值较

0.05 小，则提示有差异，且具备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体检用时对比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体检用时分别为（86.55±23.41）min 和（31.45

±12.69）min，经统计学处理，T=32.717，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体检者对定期健康体检的认可度、

护理满意度对比 

由表 1 可知，观察组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对照组低，体检者对

定期健康体检的认可度和护理满意度比对照组高，P＜0.05。 

表 1：相关护理观察指标比较[n（%）] 

组名 例数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

率 

体检者对定期健康体检的认

可度 
护理满意度 

对照

组 
n=250 36（14.40） 218（87.20） 201（80.40）

观察

组 
n=250 9（3.60） 243（97.20） 234（93.60）

卡方 - 17.802 17.381 19.257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2]中有明确定义：亚健康为人体处于健康

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顾名思义，处于亚健康状态者，在一定时间内

会有活力下降、机体适应能力及生理功能等减退表现，但总体健康水平

又未达到现代医学对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对于这类群体，很有必要定

期通过医学手段，即健康体检来对其身体健康状况予以动态跟踪，以此

来尽早发现健康隐患与疾病线索，进而更好地预防相关疾病对其身体健

康乃至生命安全带来的危害。在我国，对于健康或亚健康人群一般通过

健康体检来获取其身体健康状态的相关数据，但因为国家的健康体检事

业还在起步阶段，许多制度、设备尚未充分完善，相关人员的服务意识

与质量水平也还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尤其是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常规健康

体检护理工作更多将其重点放在体检流程的机械完成及体检结果的质

量控制上，却忽略了不同个体的心理乃至社会状态的差异性，导致护理

过程中时常出现不必要的时间耗费、护患沟通不到位、护理投诉事件频

发等不良事件，并且极大程度降低了体检者对于健康体检的认可与重视

程度，因此，很有必要对现有体检护理模式予以有效优化、改进，以使

之更适应当代人群的健康体检护理要求[3]。 

由本文研究结果来看，相较于对照组，观察组的体检用时更短，且

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更低，但体检者对于健康体检的认可度及满意度居

更高水平，提示改良后的健康体检护理更具应用价值，这是因为，该护

理能够真正遵循“以人为本”的护理理念，积极通过环境、护理人员、

流程以及认知、心理护理等层面的护理质量水平提升来帮助体检者获得

更高舒适度、愉悦度的体检感受，同时能更加深刻了解健康体检的意义

与价值，并及时纾解负性情绪，即使遭遇不理想的体检结果也能以更加

积极的心态进行面对，因此能达到护理人员与体检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并

进一步促进健康体检护理质量的整体提升[4-5]。 

综上所述，对健康及亚健康人群施行改良的健康体检护理可进一步

缩短其体检用时，提升护理满意度及质量，并且加强他们对于健康体检

的认知程度，使之更愿意定期接受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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