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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在体检人员尿粪标本留取中的应用 

沈 华，王 敏，崔承盼，刘 琳，耿 芊*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在尿粪标本留取正确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需要留取尿粪标本的 114 例

人员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给予尿粪标本示图健康教育，比较两组人员尿

粪标本留取正确率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人员尿粪标本留取正确率及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尿
粪标本留取示图应用于需要留取尿粪标本的人员的健康宣教中，有助于提高尿粪标本留取率和正确性，提高满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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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urinary and fecal specimen retention diagram in med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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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urine feces sample in the retention rate of urine feces specimen. 
Methods The 114 patients who needed to keep urine feces sampl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ealth 
education on urine feces sample drawing, and the accuracy and satisfaction of urine feces sampl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accuracy and satisfaction of urine feces sample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retention drawing of urine feces specimen is applied to the health education of those who need to 
retain urine feces specimens, which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retention rate and correctness of urine feces specimen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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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粪标本经过物理技术、生物技术以及化学技术，

能够对其进行检测，并由此来判断患者是否存在机体

上的异常，这也是常见的诊断方式。尿粪标本正确留取

并及时送检关系到检验质量的优差﹐同时也关系到医

生的诊断以及医院病案质量[1]。在临床粪、尿标本检测

过程中应针对相应的影响粪、尿常规检验合格率的因

素进行相应的分析，在检验前进行质量控制[2]，为了能

够保证得到准确的检验结果，我们对检测前标本进行

了质量控制[3]。分析临床粪、尿常规检验标本留取不合

格因素，2023 年 9-11 月选取尿粪标本 114 份进行了分

析及观察。报道如下。 
传统的健康宣教以面对面的口头宣教形式为主，

但本科体检人员检查项目居多，相对记忆较差等使宣

教重复率高，耗时多，护士工作倦怠。本科将尿粪标本

留取量制成指导图应用于临床宣教活动中能够更好地

探索教育的方式。现汇报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法抽取 2023 年 9 月—11 月在上海

某三甲医院特需诊疗科行尿粪检查的体检人员 114 例

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所有体检行尿粪常规检查的人员；

（2）交流能力正常，能配合完成尿标本采集；（3）年

龄≥18 岁，男女不限。 
排除标准：（1）行动不便；（2）双目失明；(3)精

神系统疾病，无法进行有效沟通者[4]。根据房间单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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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纳入的 114 例体检者分组，单号分为对照组；双号

为观察组，其中男性患者 68 例，女性 46 例，年龄 28—
80 岁，平均 53.9±25.9 岁。两组人员一般资料不具有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护理，由责任护士以口头讲述的方式对

体检人员进行宣教指引。内容包括留取尿粪标本的方

法、注意事项、时间等,并强调尿粪标本正确留取并及

时送检，关系到检验质量的优差,同时也关系到医生的

诊断。向病人发放一次性尿杯、尿沉渣刻度试管和一次

性粪便样本盒，并于次日晨提醒病人留取。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用除常规的口头宣教外，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增加尿粪标本示图，具体如下:①制作尿粪标本留

取示图。组建标本留取健康教育小组，小组成员学习标

本留取相关知识及注意事项、标本留取示图制作等内

容，并收集尿粪标本的相关证据“尿标本、粪标本”为

中心关键词，向外发尿粪标本留取注意事项、留取过程、

留取时间等，同时讨论尿粪标本留取不合格的原因，根

据不合格的原因分解步骤，制作示图，详见示图。②由

另 1 名形象良好、口才良好的护士担任讲解员，并围

绕示图进行详细讲解。③干预方法：体检人员住院医嘱

下达后，由责任护士发放示图，按示图详细讲解，同时

回答体检人员的提问及遇到的困难。  
1.3 观察指标 
1.3.1 由 2 位责任护士用科室统一设计的表单记录

相关数据[5]。记录内容包括两组留取尿粪标本中污染、

过少、合格、重留、未留取标本的结果。 
1.3.2 满意度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前查阅相关文献,最终修订确定，采用自

拟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评价，该量表分为两部分，第 1
部分是对患者基础信息的统计，包括性别年龄等，第 2
部分则是对检查满意度的统计分析，在问卷的设置上

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即健康宣教的方式服务质量

以及尿粪标本的质量。 
同时也可以通过 5 级评分法来对患者的评估进行

汇总，且每一个项目为 1~5 分分值高则满意度高。在

调查前应当告知研究对象调研的内容和方式，并且以

匿名的方式进行确保。研究对象以真实的态度来回复

内容。另外在问卷填写完毕之后，从本次回收情况中看，

共计发放 114 张且全部回收。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描述，配合卡方检验，检验水准设为 0.05，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人员尿标本采集结果比较（见表 1） 
由卡方检验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尿标本采集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4.613，P<0.001）。 
2.2 两组人员粪标本采集结果比较（见表 2） 
由卡方检验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粪标本采集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7.256，P<0.001）。 
2.3 两组人员满意度结果比较（见表 3）  
由卡方检验可知，对照组与观察组满意度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2=24.886，P<0.001）。 
表 1  两组人员尿标本采集结果比较 

  污染 过少 合格 重留 未留取 卡方值 P 值 

对照组 0 17 31 9 3 24.613 <0.001 

观察组 0 3 52 0 5   

表 2  两组人员粪标本采集结果比较 

 污染 过少 合格 未留取 重留 卡方值 P 值 

对照组 12 10 29 2 7 27.256 <0.001 

观察组 2 0 51 5 2   

表 3  两组人员满意度结果比较 

 不满意 一般满意 较满意 满意 卡方值 P 值 

对照组 0 4 26 30 24.886 <0.001 

观察组 0 0 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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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可提高尿粪标本合格率 
临床尿粪标本检验过程中标本不合格的因素主要

包括标本采集量不足、标本被污染等因素[6]；标本量不

足的原因，可能体检人员检查项目多，口头宣教由于信

息量大,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掌握,导致体检人员忘记

留取，除此之外，护理人员要指导患者进行标本的采集，

确保采集过程合规，以针对性讲解帮助患者了解标本

采取的正确过程，若采集量少，也无法满足实验的确切

需求。标本污染可能与排泄物从马桶内取出引起。本研

究结果显示，尿标本观察组人员达标者为 52 例，对照

组为 31 例，对照组与观察组尿标本采集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2=24.613，P<0.001），粪标本对照组达标者

为 51 例，观察组为 29 例，对照组与观察组粪标本采

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7.256，P<0.001）。说明

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可提高尿粪标本留取率和留取正确

率。我科将尿粪标本留取示图贴在厕所墙壁上，随时提

醒体检人员留取标本；尿粪标本留取示图以图谱的形

式展现给体检人员，通过图谱可以给体检人员提供更

直观的形象，使其能有效掌握知识重点及难点，使体检

人员的接受度及依从率增加，提高了体检人员对宣教

内容的知晓率，从而提升了满意率[7]。 
3.2 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可提高满意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满意度调查中满意率高

于对照组，说明尿粪标本留取示图可提高体检人员满

意度。分析原因可能由于尿粪标本留取示图能让其对

留取尿粪标本的步骤有深入的认识及了解,从而避免体

检人员由于认识不足而导致标本留取不正确的情况发

生,并可降低其重复留取的发生率。另外,让体检人员反

复留取标本，还会导致其就医体验度和满意度下降。  
综上所述，尿粪标本留取图能提高特需诊疗科体

检人员标本留取合格率及满意率，降低尿粪标本临床

被退回发生率，提高体检人员就医体验度和满意度，在

临床宣教中值得推广[8]。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研究内容局限于尿粪标本留取污染率、不达标率等,需
进一步扩宽研究范围、扩大样本量以及进行多中心的

调查研究,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和代表性[8]。 

同时还要严格按照标本采集要求进行，避免不合格标

本产生，为临床提供真实可靠的检验结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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