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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查体中护理健康教育的作用研究

宋媛媛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医院 山东淄博

【摘要】目的 实验将讨论健康查体中护理健康教育的作用。方法 针对 180名健康查体者为对象，时

间为 2021年 1月-2022年 9月，按照随机法划分为两个组别，对照组为常规查体指导，观察组为常规查体

结合健康教育，对比查体依从性、健康支持知晓率等成果。结果 从数据可见，观察组查体者的健康知识知

晓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在查体依从性和满意评价上，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健康体检期间加强健康教育，有助于提升查体依从性和满意度，提升了人们

对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值得推广。

【关键词】健康查体；护理；健康教育

Study on the role of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in health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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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bo City, Zhangdian District People's Hospital, Zibo City, Shandong Province

【 Abstract】 Objective The experiment will discuss the role of nursing health education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Methods For 180 healthy physical examinations from January 2021 to September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was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guidanc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routine physical examination combined with health education,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compliance and health support awareness rate. Results From the data,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health knowledg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Meanwhile, in terms of
physical examination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Strengthening health education during health examination
is of help to improve body examination compliance and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disease-related knowledge,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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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个人的健康

关注度越来越高，而在健康体查中，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通过体检的方式，了解自身的身体健康程度，

而医院有责任对体检者提供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并

确保健康查体的顺利进行，提升体检者的体验感。

在传统的护理工作中更多的是梳理体检流程，而健

康教育作为重要的内容，能够帮助更多人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鉴于此，针对 180名健康查体者为对

象，时间为 2021年 1月-2022年 9月，按照随机法

划分为两个组别，对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针对 180名健康查体者为对象，时间为 2021年
1月-2022年 9月，按照随机法划分为两个组别，观

察组女性 50例，男性 40例，年龄范围是 21-55岁，

平均年龄 45.12±7.33；对照组中男性 46例，女性 44
例，年龄范围是 22-54岁，平均年龄 46.01±8.34岁。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明显差异，资料可比（P>0.05）。
1.2实验方法

对照组为常规查体指导，在查体过程中为查体

者营造良好的检查环境和等候环境，要保持卫生清

洁，并张贴好相关告示，做好指引工作，为查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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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次性纸杯和开水，并且由专人负责秩序维护，

为特殊情况患者提供紧急指导，如老年群体，残疾

群体。要针对查体者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包括检

查项目的区域位置、流程，如何提交体查表。也要

针对患者询问是否有身体上的不适，及时处理突发

事件。

观察组为常规查体结合健康教育，在健康教育

指导上可以设立宣传栏，加强通用性内容的宣讲，

可定期更新内容，主要是针对常见的疾病和预防方

案，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加强对患者注意力的吸引，

同时在内容上也应当通俗易懂。其次还可以发放健

康知识宣讲手册，特别是在等候区休息区可以进行

摆放，查体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内容的知识，如常

见疾病的预防、养生保健知识、查体注意事项等等。

查体部门也应当为患者推荐一些辅助性检查，如 B
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血液检查，而不同群体所要

应对的检查，同时各个项目的注意事项不同，也需

要在查体前进行告知。除此之外，要设置导医咨询

台，以流动的形式为体检者进行口头健康宣教。在

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部分查体者是由于身体不适而

进行查体的，此时情绪较为急躁，负面情绪会影响

到检查的部分结果，还容易引起护患矛盾，由此要

重视对体察者的心理健康教育，以热情的服务和温

柔的言行，帮助其安抚情绪，缓解压力，积极地面

对检查和结果。站在查体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尽量

满足体检人员的合理需求，尽量地去避开体检人员

的敏感话题，以免加重其心理负担，进而提高体检

舒适度[1]。

1.3评价标准

本次调研将对比查体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查

体依从性和护理满意度（包括沟通能力、健康宣教、

服务礼仪、主动服务评分）。

1.4统计方法

SPSS 23.0处理数据，t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χ±s），χ2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

其表现形式是[n（％）]。P＜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就数据中看，观察组查体者的健康知识知晓率

高于对照组，即得分分别为（92.34±3.21）分和

（78.56±3.41）分，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查体依从性，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即为

97.78%（88/90）和 88.89%（80/90），差异显著（P
＜0.05）。

在体检满意度评分中观察组高于对照组，评价

存在较大差异（P<0.05）。如表 1所示。

表 1 查体者对护理人员工作质量的满意度评定（χ±s，分）

时间 沟通能力 健康宣教 服务礼仪 主动服务

对照组（n=90） 16.89±4.97 17.93±2.57 20.33±5.34 19.17±3.05

观察组（n=90） 22.46±4.82 22.86±3.91 23.69±5.72 22.89±4.23

t 5.406 6.541 3.258 5.409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长期快节奏的生活，

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比较紧张，加上食物结构不

合理，缺乏运动锻炼，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

的影响。在当下，人们对健康的需求逐渐升高，大

部分的居民定期参加健康体检，通过健康体检可以

全面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预防保健，及时发现健

康隐患，真正地实现健康筛查的效果[2]。

健康查体是评估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措施，亚

健康体检项目通常包括骨密度检查、餐后血糖水平、

心脏检查、眼底检查、防癌检查等等[3]。在查体过

程中，首先对体检中心的护理人员展开培训，强化

其理论性能与职业道德意识，以便为体检人员提供

更加全面、优质的护理服务。优化体检流程，护理

人员维持好体检秩序，确保体检顺利地展开，可以

有效地节省体检人员的体检时间。此外，在体检中

间，也要满足不同群体的体检需求，针对老人、残

障人士、中青年群体等提供多层次需求，这就要求

应用到人性化护理方案，落实为患者服务的护理理

念，坚持服务质量第一，并提升工作效率。总体而

言，在体检中心的护理管理质量中，应当采取科学

有效的管理措施，针对当下工作的症结之处进行整

改，优化护理体检流程，保障高水平的体检服务指

导。

在落实健康教育的工作中，加强了与查体者之

间的互动交流，在等候的时间内可以对患者进行身

体状况的了解，包括是否伴有慢性病、有手术史等，

针对患者个人情况给予生活中的简单建议。除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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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的关注外，也要对一些中青年群体进行指

导，如讲解亚健康状态，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与其

他高危疾病的发生，真正实现健康体检筛查的目的，

更好地维护亚健康群体的身体健康[4]。同时在健康

体检中还需要进行后期长期的健康维护工作，帮助

体检者建立健康档案和长期联络机制，为体检者提

供连续性的健康服务，调动亚健康状态人群的主动

性与积极性，使其可以养成健康的生活行为，形成

健康、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5-6]。有学者提出，在体检期间加强临床常见疾病的

宣导教育工作，通过开展知识讲座、发放健康宣传

教育手册等多种形式，增强亚健康群体的自我保健

意识，使其可以真正地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指导

更多的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管理意识，提高健康管

理的依从性，学会自我调节心理状态，选择良好生

活方式，减少健康危险因素，维护和促进健康[7-8]。

结合本次调研，观察组查体者的健康知识知晓

率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在查体依从性和满意评价上，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差异显著（P＜0.05）。可见在面对健康查体者的时

候，可以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简要了解，并开展面向

全体查体者的健康教育，不论男女老少都应该进行

关心。可采用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方式，确保更多的

人能够接收到健康知识。这对护理人员的个人能力

也有较高的要求，如自身掌握良好的沟通技巧，能

够懂得更全面的健康知识，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进行

健康宣教。在实施期间，健康教育是一个容易被忽

视的环节，更多查体人员进入医院后将直奔目的地。

护理人员在工作中首先要仪表端庄、热情接待，这

样才能够提升繁体者的信任度，在建立这一基础后

多数人乐于接受健康教育，并表述个人在生活中遇

到的健康问题，也愿意主动地阐述自身遇到的疾病

问题。健康教育的内容也应当全面，除了告知患者

体查中的注意事项外，还应当告知常见的预防方式

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对疾病的预防目的。

有学者在调研中针对健康教育地进行了归纳，一方

面，健康教育能够传授医学的科普知识，增强人们

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另一方面健康教育也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护人员在本职工作完

成后应当承担起健康教育的义务。在人们面对亚健

康、疾病前期等方面进行指导，及时排查疾病。值

得一提的是，健康教育也应当具有个性化的表达。

很多患者通过自行查阅疾病的相关知识，从而有较

大的心理压力，担心身体存在疾病，且需要全面体

检后才能够确认，而健康教育的过程，也能够帮助

患者稳定情绪状态，相信医学。健。康教育的开展

还要注意对查体者隐私的保护，并且充分体现医学

的人文关怀，通过对健康体检人体进行健康风险评

估，通过早期干预来降低健康风险。

综上所述，在健康体检期间加强健康教育，有

助于提升查体依从性和满意度，提升了人们对疾病

相关知识的了解，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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