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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护理对初次体检患者体检效率的影响及干预效果分析 

刘小雪，李 牧* 

中日友好医院  北京 

【摘要】目的 探讨在初次体检者体检中以体检护理进行干预，对体检效率及干预效果的影响。方法 
试验者是 2021.06 至 2022.07 来院接受体检的初次体检者 200 例，采取随机信封法分组，将 100 例接受常规

护理者设为对照组，另一组设为观察组，例数为 100 例，采用体检护理，比对体检效率、健康知识认知度

及体检满意度各项指标间差异。结果 观察组体检者体检效率优于对照组体检者，，观察组体检者健康知识

认知度评分高于对照组体检者，观察组体检者体检满意度评分比对照组体检者高，P＜0.05。结论 以体检护

理进行干预，可有效提升体检效率，增强体检者对健康知识的认知度，同时还能提高其对于体检护理服务

的认可度，临床借鉴意义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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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hysical exami- 
nation efficiency and intervention effect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of first-time physical examinees. Methods the 
subjects were 200 first-time physical examiners who came to the hospital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from June 2021 
to July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by random envelope method. 100 patients receiving routine nursing 
were set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set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number of cases was 100.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hysical examination efficiency, health 
knowledge recognition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efficiency of the 
physical examin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health knowledge cogni- 
tion score of the physical examin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hysical examin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satisfaction score of the physical examin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hysical examin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interven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health knowledge of physical examiners, and improve their recognition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nursing services, 
which has a high clinical referenc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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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社会经济推动下，人们的生活水平

得到显著提升，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健

康体检属于人们了解自身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途

径，能帮助人们关注自身健康情况[1]。然而因大多

数体检者体检相关知识较为缺乏，特别是对于初次

体检者而言，若未得到有效指导，易导致体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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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顺利、有序开展，甚至还会影响到护理质量，

增加护患纠纷事件的发生风险[2]。护理服务作为体

检期间重要环节，通过由护士主动与体检者进行沟

通，为其提供有效咨询及优质性护理服务，既能够

可提升体检者满意度，同时还能够增强医院护理质

量[3]。本试验目的是分析以体检护理对体检者施护

的意义，现作出如下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资料 
对象为 2021.06 至 2022.07 进行健康体检的 200

例体检者，分组方式为随机信封法，对照组：年龄

分布及均龄 18 岁至 75 岁（45.64±8.21 岁），男性

体检者有 58 例，女性体检者有 42 例；观察组：年

龄最高 78 岁，年龄最低 18 岁，均龄 46.29±8.36 岁，

男性与女性体检者例数各 54 例及 46 例。对组间对

象相关资料实施分析后显示，P＞0.05，表明此次试

验可进行对比，且符合临床医学伦理学相关要求。 
试验者纳选要求如下：（1）年龄≥18 岁；（2）

初次体检；（3）学历在小学以上；（4）意识清晰，

可正常与他人交流；（5）了解并掌握此次试验相关

内容及相关流程，且同意参与。排除：（1）伴有恶

性肿瘤；（2）伴有心理障碍；（3）伴有精神病史；

（4）中途因其它原因无法继续配合试验开展。 
1.2 方法 
对照组提供常规护理，在体检前将体检项目、

体检流程及需注意事项等告知体检者，对体检者所

提问题进行回答等。 
（1）明确体检项目：在体检者入院后及时进行

接待，仔细询问其相关症状变现，对疾病类型展开

初步评估；在体检前 1 日做好预约登记工作，由前

台护士结合体检者个体要求制定出针对性体检套

餐，之后将体检者所选套餐录入至电脑中并打印出

指引单；在体检前由当班护士对体检者展开健康宣

教，主要包括体检前需注意事项、体检配合要点、

体检流程、体检环境及科室分布情况等，在体检前

结合体检者信息制定出针对性体检计划，并展开体

检教育，特别是对于初次接受体检者，需重点介绍

B 超检查、尿常规检查及血液化验需注意事项等，

以此来提高体检者对于体检知识的了解。 
（2）讲解相关注意事项：在体检者完成体检套

餐选择后，由护理人员向其讲解相关注意事项，比

如在接受磁共振检查前，应将身体上所佩戴金属物

品摘除；对于接受妇科 B 超检查者，需确保膀胱处

于充盈状态；对于接受阴超检查者，需叮嘱受检者

将膀胱排空；可通过向受检者发放体检宣传手册，

让其了解到体检要求并做好相应准备，以此来确保

体检工作顺利开展。 
（3）指导体检：在体检当日应由专人在现场进

行指引，在开展各项检查工作前需对受检者信息进

行仔细核对；对于体检者所提问题耐心进行解答，

做好秩序维护及人员分流等工作，避免出现排队拥

挤等情况；检验顺序以化学检验站、超声影像站、

进食早餐及其它检验站为主，做好患者体检是要求

及知识宣教工作，并做好人群疏导工作；在开展抽

血操作时，需询问受检者有无碘伏过敏或者酒精过

敏情况，避免发生意外。 
（4）分析报告：在完成体检后，由当班护士查

看体检者项目完成情况，若存在漏检项目，需指导

体检者尽快完成；告知体检者体检报告领取时间；

对于检查结果存在异常者，需指导其进一步接受检

查；结合体检报告展开健康宣教，对于心电图异常

者可能存在心血管疾病，需指导其健康饮食、合理

运动，并将心血管疾病相关知识向其进行讲解，以

此来提高受检者防治意识。 
1.3 指标观察及判定标准 
（1）体检效率，对比指标：a.体检时间；b.体

检质量，满分 10 分，分越高则体检质量越高； 
（2）健康知识认知度，对比指标：a.疾病种类；

b.发生原因；c.预防措施；d.症状表现；e.遵医用药；

f.体检意义；g.检前事项；h.检后就医，选以问卷调

查方式，单项指标 0 分至 100 分，认知度与得分呈

正比； 
（3）体检满意度，对比指标：a.选择项目；b.

讲解注意事项；c.指导体检；d.分析报告，单项指标

25 分，数值越高则满意度越高。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的分析选以统计学软件（版本为 SPSS 

22.0），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以卡方值/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sx ± ）表示，以 t 值检验，

分析后显示组间和（或）组内数据值 P＜0.05，代表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刘小雪，李牧                                               体检护理对初次体检患者体检效率的影响及干预效果分析 

- 63 - 

2.1 体检效率 
对照组体检时间为 75.26±14.21min、体检质量

评分为 6.38±1.24 分；观察组体检时间及体检质量

评分为 64.18±12.56min、8.75±0.67 分，观察组指

标比对照组优，t1=5.842，t2=16.815，P=0.000，P
＜0.05。 

2.2 健康知识认知度 
表 1 显示，观察组各项评分比对照组高，P＜

0.05。 

2.3 体检满意度 
对照组选择项目评分为 17.23±3.04 分、讲解注

意事项评分为 16.45±2.48 分、指导体检评分为 17.35 
±2.17 分、分析报告评分为 17.28±2.21 分，观察组各

项体检满意度评分为 21.21±2.72 分、20.62±2.15
分、20.78±2.32 分、21.35±2.04 分，观察组评分比

对照组高，t1=9.757、t2=12.705、t3=10.797、t4=13. 
532，P=0.000，P＜0.05。 

表 1  对比健康知识认知度（ sx ± ，分，n=100） 

组别 疾病种类 发生原因 预防措施 症状表现 遵医用药 体检意义 检前事项 检后就医 

对照

组 
78.75±3.82 79.26±3.13 78.24±4.25 78.72±3.92 76.70±6.01 76.75±5.04 72.11±4.45 73.63±4.22 

观察

组 
86.15±3.71 84.28±2.55 84.08±4.13 82.65±3.04 82.14±2.76 83.18±2.23 80.60±2.28 81.50±2.15 

t 值 13.896 12.434 9.855 7.922 8.226 11.667 16.980 16.617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现阶段中，体检作为评价个体健康状况的一种

重要方式，随着人们健康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促

使人们愿意定期至院接受体检，通过运用体检可明

确体检者健康情况，同时还能预测及预防可能出现

疾病与并发症，进而有效确保体检者健康[4-5]。然而

由于体检中心所接待的体检者人数比较多，体检项

目的种类较多，且对于初次体检者而言，由于其对

于体检项目了解较少，易影响到体检顺利开展，若

护士未能予以系统性指导，易对体检效率造成影响，

甚至还会影响到体检者对于体检中心护理服务的认

可度[6-7]。体检护理路径属于常见护理模式，是将护

理程序作为基础基础，可确保护理工作有序开展的

同时，还能更好为体检者提供护理服务[8]。本试验

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体检时间及体检质量

更优，观察组对于各项体检服务满意度评分较高，P
＜0.05，通过由护理人员结合受检者主诉症状与表

现，指导其接受针对性体检，将体检流程作为基础，

对其展开系统化护理干预，可显著缩短受检者体检

等待时间及操作时间。观察组疾病种类评分为 86.15 
±3.71 分、发生原因评分为 84.28±2.55 分、预防措施

评分为 84.08±4.13 分、症状表现评分为 82.65±3.04

分、遵医用药评分为 82.14±2.76 分、体检意义评分

为 83.18±2.23 分、检前事项评分为 80.60±2.28 分、

检后就医评分为 81.50±2.15 分，P＜0.05，显著高于

对照组各项评分，可见以体检护理施护，具备较高

应用有效性。通过帮助受检者合理选择与疾病有关

体检项目，既能够顺利完成体检，同时还能有效增

强受检者对于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 
综上所述，将体检护理应用于初次体检者中，

所得到的护理效果较为理想，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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