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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在妇科体检护理中的价值

叶 君

北亚骨科医院 北京

【摘要】目的 探究人文关怀在妇科体检护理中的价值。方法 于我院接受妇科体检的人员中选取 128
例，时间：2019年 10月~2022年 10月，以干预不同手段为依据将 128例患者分为两组，将常规干预、人

文关怀分别给予对照组（64例）、观察组（64例），对比组间干预效果。结果 干预后，对比组间 SAI评
分、护理服务质量、体检效率、满意度，观察组均较对照组优（P<0.05）。结论 将人文关怀开展在妇科体

检中，获得了较为确切的效果，体检效率提升，受检者负面心理改善，护理服务质量、满意度提升，值得

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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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humanistic care in gynecological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Jun Ye

North Asia Orthopaedic Hospital, Beij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humanistic care in gynecological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Methods 128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gynaecological physical examination personnel in our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2. 128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ntervention methods. Routine interven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were given to the control group (64 cases)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64 cases) respectively to compa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between groups.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SAI score, nursing service quality, physical examination efficiency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in gynecological physical examination has achieved more accurate results. The efficiency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has been improved, the negative psychology of examinees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ervices have been improved. It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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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生活质量最近几年持续提升，健康意识提

升，有些女性可定期参与健康体检，便于及时掌握

自身健康状况，施以预防相应手段。因每日体检中

心需接待较多体检者，多样的体检项目，加之受检

者欠缺项目了解，极易有浪费时间、漏检等情况出

现，需护理人员积极引导。且相较与常规体检，妇

科体检流程更为严苛，存在较强的隐私性，且常存

在检查有创项目，所以，检查期间辅以有效干预尤

为关键。护理常规手段属基础性干预，干预欠缺针

对性、全面性、人文性，因而干预价值不甚理想。

有关资料显示[1]，将人文关怀开展在妇科体检中，

可给予受检者体贴、关心，使之精神、心理需求得

以满足，与生物、心理、社会干预模式的理念相符。

为明确其实际价值，本文将其给予我院患者，对其

开展效用展开分析，详细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于我院接受妇科体检的人员中选取 128例，时

间：2019年 10月~2022年 10月，以干预不同手段

为依据将 128例患者分为两组，对照组 64例，年

龄 21~54岁，平均（37.30±4.28）岁，文化程度：4
例小学、初中，20例高中，40例大专及以上；含

45例已婚，19例未婚；观察组 64例，年龄 23~58
岁，平均（39.25±4.59）岁，文化程度，6例小学、

初中，22例高中，36例大专及以上；含 48例已婚，

16例未婚。组间一般数据对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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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年龄大于 18岁者；一般资料完整，

体检者均知晓本次研究，自愿加入，并签署了同意

书。

排除标准：有精神类病症存在者；认知存在障

碍者；伴恶性肿瘤者。

1.2方法

将常规干预给予对照组，将准备时间、体检时

间提前 1d通知体检者，体检期间给予体检者有效

引导，结束体检后，将报告单领取地点、时间通知

体检者。

将人文关怀给予观察组，（1）开始前完善沟

通，前 3d，受检者不可食用刺激、辛辣类食物，

劳逸结合，不可剧烈运动、避免情绪波动等，体检

当日衣服应宽松，便于检查，了解其详细病史，创

建体检档案，将体检项目详细讲解给受检者，包括

子宫、宫颈、盆腔、引导、外阴等，赢得其配合，

将指引单发放给受检者，上面详细讲解了需注意的

事项、体检流程等。强化培训护理人员相关医师，

强化培训人文关怀，标识管理应强化，男性谢绝入

内。（2）创建人性化环境，创建就医温馨环境，

主选暖色系，可使受检者心理压力缓解，安置空调

在体检区，选择柔和音乐，休息室提供饮用水、报

刊、电视、沙发等，体检时，借助一次性的扩阴器、

手套、床单、坐垫，避免交叉感染情况出现。（3）
维持秩序，将提示语设置在体检室门口，专门护士

负责维持等候期间的秩序，引导以此就诊排队，不

可交头接耳，以致于产生不必要的忧虑、担心，若

有病变存在，及时通知展开下一步检查。（4）重

视隐私保护，体检期间若需暴露隐私时，需提前告

知受检者，并告知其必要性，同时使用屏风遮挡或

关上门，完善隐私保护，应达到一室、一体检者、

一医，公共场合禁止谈论体检者隐私。（5）将人

文关怀渗透在各体检项目中，优先考虑体检者利益，

考虑其自尊与隐私，与之沟通时，语气应和蔼，面

带微笑，多应用鼓励性话语。（6）一条龙管理体

检报告，由专人收集、保存、整理、发放体检报告，

防止人员转手过多，加大泄露体检者隐私风险，体

检报告单还需密封。

1.3观察指标

（1）对比组间干预前后 SAI评分，以斯皮尔

伯格编制的 STAI（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的 SAI
（焦虑量表）对患者心理干预前后状态实施评估，

含条目 20个，各项 1~4分，含负向条目 10个，状

态越好，分值则越低，含正向条目 10个，状态越

好，分值则越高，在其中选取据代表意义的烦乱、

紧张、安全、心情平静实施对比，其中安全、心情

平静属正向条目，而烦乱、紧张乃负向条目[2]。

（2）对比组间护理服务质量。以 SERVQUAL
（服务质量量表）对干预质量实施评估，涵盖而论

5个维度，即移情性、有形性、反应性、保证性、

可靠性，各维度 5分满，质量越好，分值则越高[3]。

（3）记录并对比组间体检效率，包括服务态

度、隐私保护、体检时间等。

（4）对比组间满意度，以电话回访形式调查

满意度，涵盖了 5个方面，即就餐、体检质量、团

队服务人员、服务态度、体检流程，各维度 10分
满，总分值 50分满，总分值大于 40分，即为满意，

总分值在 30~40分间，此为基本满意，总分值低于

30分，此为不满意[4]。

1.4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4.0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χ2（%）检验，计量进行 t检测（χ±s）检验， 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SAI评分

干预后，组间 SAI评分对比（P<0.05），见表

1。

表 1 SAI评分分析（χ±s，分）

组别 时间 烦乱 紧张 安全 心情平静

对照组
干预前 2.97±0.32 3.11±0.26 1.71±0.32 1.84±0.24

干预后 2.14±0.29 2.08±0.27 2.86±0.28 2.83±0.25

t 4.173 6.314 4.334 4.011

P <0.05 <0.05 <0.05 <0.05

观察组 干预前 1.78±0.28 1.64±0.27 3.03±0.31 3.00±0.28

干预后 3.11±0.26 3.07±0.30 1.80±0.25 1.86±0.31

t 4.971 4.661 4.574 4.661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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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护理服务质量

两组移情性、有形性、反应性、保证性、可靠

性分别为：对照组（4.10±0.23）分（3.95±0.26）分

（4.02±0.24）分（4.07±0.30）分（4.19±0.24）分，

观察组（4.36±0.25）分（4.38±0.24）分（4.49±0.26）
分（4.52±0.25）分（4.58±0.23）分，组间护理服务

质量对比

（t=4.361,4.974,4.664,4.747,4.991,P<0.05）。

2.3体检效率

两组服务态度、隐私保护、体检时间分别为：

观察组（8.64±0.35）分、（8.63±1.25）分、

（56.24±13.05）min，对照组（6.05±1.26）分、

（6.34±1.08）分、（78.56±16.38）min，组间体检

效率对比（t=4.614,4.974,4.334,P<0.05）。

2.4满意度

两组满意度情况分别为：对照组 10例不满意，

占比 15.6%，26例基本满意，占比 40.6%，28例满

意，占比 43.8%，满意度 84.4%；观察组 1例不满

意，占比 1.6%，31例基本满意，占比 48.4%，32
例满意，占比 50.0%，满意度 98.4%。组间满意度

对比（χ2=16.974,P<0.05），见表 4。
3讨论

妇科疾病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现阶段医疗

水平明显提升，可借助妇科体检预防多类女性疾病，

但因该体检与其他检查不同，涉及隐私部位，价值

受检者认知妇科检查不足，极易有负面情绪产生，

如抑郁、焦虑等[5]。护理传统服务中，部分患者因

等待时间过长，有昏迷、低血糖等情况出现，海印

憋尿引发不适，可能择期待检或终止检查等，以致

于往返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对整体满意度产生严

重影响。为防止发生上述状况，与妇科体检中引入

人文关怀，重视受检者隐私保护，向其提供护理贴

心周到、全方位的干预，体检效率提升，干预质量

提高，受检者满意度提升[6-9]。

本次结果：干预后，对比 SAI评分、护理服务

质量、体检效率对比，观察组均较对照组优，且满

意度对比，观察组 98.4%较对照组 84.4%高，提示

了人文关怀取得了较为确切的疗效。据彭兰[10]研究

显示，其选取女性体检者 100例展开分析，以随机

数字表达为依据将 100例体检者分为两组，研究组

50例、对照组 50例，分别接受人文关怀、常规干

预，结果：研究组满意度 98.00%较对照组 84.00%

高，数据与本文基本相符，验证了本文的真实性。

可见，妇科体检中开展人文关怀，可将人性化

服务提供给受检者，保护其个人隐私，使之内心焦

虑减轻，护理质量提升，满意度提高，值得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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