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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在体检人群优质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肖静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人民医院 门诊部  山东 临沂 273400） 
 

摘要：目的：分析在体检人群的日常优质护理服务中通过开展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的实际价值。方法：病例选取自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我院，

均为健康体检者，共计 200 例，随机数字表法予以平均分组，即对照组、观察组，均为 100 例，对照组为常规优质护理服务，观察组联合应用程序

化和谐门诊护理，就 2 组体检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以及 2 组的体检护理服务质量评分进行对比。结果：体检者护理服务满意度观察组、对照组分别

为 99.00%、89.00%，P＜0.05；体检流程指导、体检秩序维护、护理服务态度以及人文关怀护理等 4 项体检护理服务质量评分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P
＜0.05。结论：对于体检人群在进行优质护理服务时积极开展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可有效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并和谐护患关系。 
关键词：体检人群；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质护理服务；价值 

 

近年来伴随人们健康意识不断提升，接受健康体检的人数呈现

逐年递增趋势，这也使得体检过程中的护理工作量增加以及护理难

度提升。体检者与住院患者存在差异，例如无法在较长时间和固定

地点对体检者进行健康宣教，多数体检者对于体检环境和体检项目

及相关注意事项等缺乏全面了解，部分体检者对于侵入性体检操作

存在一定抵抗情绪。除此以外等候时间过长、环境嘈杂等均容易引

起体检者焦躁心理和身体不适，若护理不当容易出现护患纠纷，同

时也提升了护理投诉率。近年来优质护理服务的开展在改善护患关

系以及提升体检服务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满足体

检人群的护理服务需求，还需对门诊护理程序、内容等进行优化[1]。

程序化和谐护理是指结合护理服务对象的具体特点来制定完善的

护理服务流程，进而提升护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以下将分析对体

检人群进行优质护理服务中通过开展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的实际

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常规资料 

病例选取自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我院，均为健康体检者，

共计 200 例，随机数字表法予以平均分组，均为 100 例，观察组男、

女分别为 53 例、47 例；年龄分布于 23～86 岁，均数（45.6±1.5）

岁；受教育时间 6～16 年，均数（10.6±1.5）年。对照组男、女分

别为 51 例、49 例；年龄分布于 21～87 岁，均数（45.7±1.4）岁；

受教育时间 6～15 年，均数（10.7±1.4）年。2 组以上资料均有其

可比性 P＞0.05。 

纳入标准：（1）自愿接受健康体检；（2）属于健康状态或亚健

康状态；（3）对研究方案知晓且获得知情同意；（4）相关资料完善。

排除标准：（1）患各类传染病者；（2）属于各类慢性病急性发作期

者；（3）患精神疾病等，无法进行正常语言交流者。 

1.2 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优质护理服务，具体如下：（1）优质环境护理：

营造优良、舒适、清洁的体检环境，合理设置导诊台，日常加强环

境的维护，确保整洁空气流动和卫生状况良好。调节室内的温湿度，

对于各个体检室进行醒目标识，为体检者设立休息座椅，同时合理

配置导诊人员以及悬挂指示地图等；（2）保护隐私：独立设置检查

室，以及男女体检者分别设立检查室，在检查室内应用屏风等物品，

从而确保体检者的个人隐私获得充分保护；（3）服务态度：在体检

护理服务中运用微笑式护理服务，与体检者沟通时保持充分的耐心

和爱心，在语言交流时注重语气温柔和缓；（4）提升技术水平：护

理人员需要不断接受培训并进行学习，增强自我专业技术水，提升

护理操作技能；（5）优化体检流程：对于体检流程进行合理优化设

置，确保体检者能够一目了然，做到体检流程的人性化以及针对性，

防止体检项目等候时间太长。应用绿色通道确保行动不便的老年体

检者或者儿童等能够实现优先体检，并在体检之前就相关注意事项

进行提前告知，例如指导空腹、憋尿以及去除装饰物品等。对于空

腹体检者，在完成后可为其提供餐食等。 

观察组联合应用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方法为：（1）体检前和

谐护理：在护士长的带领下组建程序化和谐护理小组，依据体检护

理服务要求以及内容等制定完善的程序化和谐护理方案并严格落

实。在护理中可结合季节、温度变化等对于体检中心的相关设施设

备进行合理调整，确保光线柔和以及设备物品充足，例如提供公共

座椅，从而便捷广大体检者。需要在醒目处对餐厅、检查室以及卫

生间等标识进行张贴，与此同时合理摆放防滑标识，确保体检者的

安全性。可创设健康宣传栏，并配备常见疾病或流行疾病的宣教手

册，通过浅显易懂的文字以及语言完成对体检者的健康宣教，使其

了解常见病的病因、发展防治措施。进一步就生活方式、活动方式、

饮食方式和自我情绪调理等进行详细讲解，可结合图片、文字以及

表格等方式进行描述，增强体检者的认知水平。在护理服务过程中

做到亲切、和蔼、细心以及耐心，对体检者的相关疑问进行及时准

确的回答，通过给予细节化的人性护理服务，尽快缓解体检者的紧

张感以及陌生感。结合体检者的个人体检条目给予逐条解释，并详

细告知相关注意事项，可为其发放体检导引单，从而节约体检者的

时间，提升其体检效率；（2）体检中和谐护理：需要提前一天对于

第二天所需要的相关物品以及材料等进行准备和检查，由专职护士

负责在体检大厅为体检者提供指导服务，体检者的体检项目给予针

对性、个性化指导，确保体检者的服务满意度。需要维持良好的排

队秩序，存在行动障碍以及年老体弱等特殊情况者，可进行一对一

负责，可安排实习护士为该类体检者进行陪伴体检。对于标本留取

室以及彩超室等特殊检查项目需要做到男女分开，尽可能保护体检

者的个人隐私。在实施静脉采血以及宫颈拭子等相关侵入性操作

时，需要与体检者做好沟通说明，使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缓解

其应激反应；（3）体检后和谐护理：结合体检者的相关检查结果给

予充分细致总结，出现病变的体检者还需给予下一步的检查指导，

帮助体检者明确具体的诊疗方案。对于单位大型体检人群，还需在

体检结束后实施综合分析，以便发现集体存在的健康问题，并开展

针对性的健康宣教。对于慢性病体检者，需充分结合其体检结果开

展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包括饮食、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习惯等，从而

控制慢性病并降低急性发作频率。 

1.3 评价准则 

（1）对于 2 组体检者开展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内容有护患

沟通、体检环境、健康宣教以及服务态度等，总分为 100 分，≥95

分为非常满意，80～94 分为满意，＜80 分为不满意。（2）评估 2

组的体检护理服务质量，内容有体检流程指导、体检秩序维护、护

理服务态度以及人文关怀护理，均为 0～1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文中数据行 SPSS22.0 分析，计量资料数据标准差为（ sx ± ），

数据实施 t 检验，计数资料表示为[n(%)]，数据实施χ2 检验，P＜0.05

代表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体检者护理服务满意度 2 组间相比 

体检者护理服务满意度观察组、对照组分别为 99.00%、89.0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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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体检者护理服务满意度 2 组间相比[n(%)] 

分组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100 82（82.00） 17（17.00） 1（1.00） 99（99.00）

对照组 100 46（46.00） 43（43.00） 11（11.00） 89（89.00）

χ2 值  17.195 16.352 7.369 7.369 

p 值  0.000 0.000 0.013 0.013 

2.2 体检护理服务质量评分 2 组间相比 

体检流程指导、体检秩序维护、护理服务态度以及人文关怀护

理等 4 项体检护理服务质量评分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P＜0.05。 

 

 

表 2 体检护理服务质量评分 2 组间相比（ sx ± ，分） 

分组 n 体检流程指导 体检秩序维护 护理服务态度 人文关怀护理 

观察组 100 9.36±0.25 9.51±0.22 9.65±0.26 9.59±0.19 

对照组 100 8.79±0.31 8.82±0.26 8.53±0.16 8.26±0.15 

t 值  6.362 7.052 6.719 5.362 

p 值  0.017 0.012 0.015 0.020 

3 讨论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升，健康意识也在不

断增强，对于疾病诊治要求明显提升，与此同时对于疾病的预防意

识也在大幅提升，例如更多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愿意定期接受健康

体检，逐渐将健康体检纳入到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进行定

期健康体检能够帮助实现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早治疗，对于

提升人群的健康水平有重要价值[2]-[4]。然而随着健康体检人数的不

断增多，对于体检护理工作也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为健康体检者

营造优良的体检环境，与此同时还应关注其精神心理状态并做好健

康宣教，确保体检者的体检工作能够顺利、高效完成，还需增强其

健康意识，帮助纠正错误健康意识以及不良日常生活行为，更好地

提升体检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并改善其健康水平[5]-[7]。近年来优质护

理服务在体检护理工作中应用广泛，对于提升体检者的护理服务满

意度以及改善整体护理服务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仍然需要对

体检护理服务流程进行优化，从而缩短体检者的等候时间，提升其

体检质量和效率。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更加注重对护理服务工作的

流程进行优化和完善，通过制定具有程序化的护理服务流程来提升

护理工作的质量、效率以及规范性。在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的应用

过程中，将程序化管理及和谐护理进行有机结合，其中程序化管理

的应用能够将原本比较复杂和杂乱的门诊护理程序进一步的整合、

优化和精简，更加注重过程护理管理，从而提升护理工作的流畅性，

有助于推动门诊护理工作的质量提升[8]-[9]。在此期间融入和谐护理

并积极从优化环境，在改善服务态度、把握细节等层面入手，有利

于促进体检流程的有序化、和谐化以及精简化。从本次研究结果可

知通过应用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观察组体检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达到 9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9%。表明，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的

应用在提升体检者护理服务满意度方面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观

察组在体检流程指导、体检秩序维护等方面的护理服务质量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表明，程序化和谐门诊护理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体

检人群的整体护理服务质量。 

综上所述，对于体检人群在进行优质护理服务时积极开展程序

化和谐门诊护理，可有效提升服务护理服务质量并和谐护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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