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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军事飞行人员精准健康科普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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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在住院军事飞行人员中开展精准健康科普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130 例军事飞行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分组，未实施精准健康科普的 65 例患者设定为对照组，以精准健康科普 65 例患者为研究组，对比各组间

患者对疾病认知情况、治疗依从性及生活质量对比。结果：科普组干预后军事飞行人员健康知识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科普组依从率为 93.85%，对照组依从率为 75.38%，两组存在差异（P ＜ 0.05）；有效提高了科普组飞行人员生活质量，与

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显著性（P ＜ 0.05）。结论：通过提供精准健康科普后，提高了住院军事飞行人员对疾病认知及治疗

依从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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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2019-2030》提出，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医院肩负保障军事飞行人员身体健康的工作，基

于飞行训练任务的需求，军事飞行人员日常训练强度及心理

压力大，所以开展住院军事飞行人员精准健康科普工作尤为

重要，通过提高住院军事飞行人员对医学的认知和了解，提

升其健康素养，为提升战斗力打牢基础 [5-6]。本文主要目的

是研究精准健康科普对住院军事飞行人员的作用效果。具体

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收入特勤科住院患

者 130 例，采用随机抽样法分组，对照组中 65 例，年龄最

大 50 岁，最小 21 岁，平均（35.61±1.10）岁，疾病类型：

甲状腺结节占 35.38%（23/65），腰椎间盘突出占 15.38%

（10/65），高血压占 7.69%（5/65），脂肪肝占 4.62%（3/65），

高脂血症占 1.54%（1/65），牙龈炎占 20.00%（13/65），

颈椎病占 12.31%（8/65），视野缺损占 3.08%（2/65）；另

65 例研究组住院患者中年龄最大 50 岁，最小 21 岁，平均

（35.58±1.19）岁，疾病类型：甲状腺结节占 41.54%（27/65），

腰椎间盘突出占 12.31%（8/65），高血压占 12.31%（8/65），

脂肪肝占 6.15%（4/65），高脂血症占 4.62%（3/65），牙

龈炎占 10.77%（7/65），颈椎病占 10.77%（7/65），视野

缺损占 1.54%（1/65）；收治研究组、对照组间住院军事飞

行人员一般资料成正比（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中针对患者只是简单地对患疾病进行健康宣教，

并以集中教育，保持健康饮食等。

研究组为患者提供精准健康科普，（1）精准健康科普

内容：主要根据飞行人员对所患疾病的认知情况，制定个性

化教育内容：准确收集资料，包含年龄、文化程度、生活

习惯和某些遗传因素，表述该疾病的发病原因、治疗方法、

所造成的危害、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等，了解飞行人员对自身

所患疾病的知晓程度和健康知识需求与愿望，根据不同情况

实施针对性的宣教。例如，①高血压疾病者：向其强调本病

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通过服药来进行控制，若是控制

不佳，将产生心脏、脑部、肾脏等各种并发症，同时鼓励其

提出质疑，及时纠正其错误理念；对害怕长期服药或对药物

不能耐受出现不良反应而中断治疗的人员，对其详细介绍高

血压的危害，同时告知其要严密监测血压，一般不会突然产

生不良反应，也可进行各种高血压防治药物的作用和不良反

应的宣教，以及向其讲述发生药物不良反应后的应急处理方

法，另外，对于疗效不佳、治疗方案复杂而不愿配合治疗的

患者，要加强与飞行人员的沟通，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进行治

疗方案的调整，，以及多注重宣教，提高治疗信心。除此之

外，根据其喜好、年龄、身体情况、心功能状况等进行合适

活动和运动，以及定期评价与改进，教会如何根据血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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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觉症状来进行运动量及时间的调节，同时告知飞行人

员要坚持长期运动，以减轻体重，促使血脂和血压降低。②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先对其病情、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对

疾病的了解进行全面评估，掌握动态心理和健康需求，以及

为其制定个性化干预，宣教内容包含发病因素、治疗措施及

腰背肌功能锻炼，同时在锻炼中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自

我应对方式进行宣教，以及如何自我调节不良情绪、如何佩

戴腰围等，并且结合图片和资料讲解。③对于甲状腺疾病者：

主动与患者沟通，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介绍甲状腺疾病

的病因、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方式、药物不良反应等方

面的知识，充分认识和了解疾病，同时交代注意事项，要少

吃乳制品、禁用咖啡、茶、辛辣刺激等食物，以及禁含碘高

食物，例如，紫菜、海带等，多食用富含钙、钾、磷等食物，

并告知常见的并发症护理，如突眼无法闭合，涂抹眼膏保护

结膜，适当运动，避免劳累，遵医嘱用药等。（3）集体式

健康知识讲座：定期召集住院军事飞行人员进行健康知识讲

座，以小组形式进行，对疑难问题进行一对一形式宣传指导

并讲解，授课者要拥有丰富的授课经验和授课技巧，其授课

内容要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例如图片、音频、多媒体、实

物等，以促使住院军事飞行人员能够互动式参与，鼓励住院

军事飞行人员积极参加讨论与提问，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

学习和监督。（4）睡眠健康知识宣教：告知睡眠的重要性

和睡眠障碍所带来的危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睡眠习

惯，保持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禁烟限酒。对睡眠环境进行

优化，保持病区睡眠环境安静、杜绝噪音，病房保持干净等，

温湿度分别处于 18℃ ~22℃、50% ～ 60%；做到早睡早起，

以及科学饮食，三餐规律，提供品种多样、营养丰富且易消

化的食物，晚餐不宜太迟，少吃油腻的食物，进食咖啡等，

在睡前 2h 做到不进食。另外，指导规律运动，精神超负荷

而体力活动不足是现阶段导致睡眠不足的常见原因，适当增

加运动量，让机体疲劳，有利于进入睡眠状态，每天进行户

外运动，至少 1h，但是睡前不可剧烈运动，过量的运动会

导致睡眠质量降低。除此之外，指导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

睡觉前尽量不在床上看电视、玩游戏等，并学会自我放松，

调整心态。

1.3 观察指标

将不同组别军事飞行人员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治疗

依从性及生活质量的对比。（1）健康知识掌握情况采用科

内自行设计的量表评价，该量表涉及以下几部分，饮食控制、

用药、疾病认知、日常活动和锻炼、预防，问卷总分 100，

分数越高代表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程度掌握越好，反之越差。

（2）生活质量的评价从干预前后采用 GQOLI -74 量表，该

量表涉及以下几部分，社会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躯体功能，总分 100 分，评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好，反之

越差。（3）针对治疗依从包含规律用药、定期复查、合理

饮食、规范作息、加重时及时入院就诊，能严格完成上述指

标，即代表为完全依从；较为依从指仅能完成 1~2 项；3 项

及以上代表未完成代表不依从。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4.0 统计分析软件，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以（÷ ±s）表示，两组间对比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两组间比较以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知识评分

研究组干预后军事飞行人员健康知识评分高于对照组，

经对比存在差异性（P ＜ 0.05），对比干预前评分，两组无

差异（P ＜ 0.05），详情见下表 1：

表 1  对照组、研究组干预前后健康知识评分对比 [n（%）]

组别

饮食控制 用药 疾病认知 日常活动和锻炼 预防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n=65） 59.11±4.15 78.99±2.51 60.48±3.05 75.63±2.15 56.63±3.

48 80.16±2.35 60.13±3.69 80.53±3.65 61.22±3.10 79.63±3.44

研究组
（n=65） 59.13±4.17 89.63±2.28 60.43±3.16 89.46±2.49 56.57±3.11 87.47±2.60 60.18±3.47 89.43±3.07 61.28±3.16 89.29±2.50

t 0.027 25.297 0.091 33.893 0.103 16.816 0.079 15.044 0.109 18.314

P 0.978 0.001 0.927 0.001 0.917 0.001 0.936 0.001 0.913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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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全依从性

军事飞行人员依从率不同组别对比，以研究组更高，

占 93.85%，而另一组是 75.38%，差异具有显著性（P ＜ 0.05），

详情见表 2：

表 2  对比对照组和研究组依从率 [（÷ ±s），分 ]

组别
 完全依从 较为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例 % 例 % 例 % 例 %

对照组
（n=65） 22 33.85 27 41.54 16 24.62 49 75.38

研究组
（n=65） 41 63.08 20 30.77 4 6.15 61 93.85

χ2 11.118 1.632 8.509 8.509

P 0.001 0.201 0.001 0.001

2.3 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干预前对照组社会功能、心理功能、物质生活状态、

躯体功能评分依次是（52.26±5.44）分、（53.47±3.47）分、

（58.40±5.17）分、（55.44±2.47）分，研究组中干预前分

别是（52.13±5.22）分、（53.48±3.56）分、（58.52±5.23）分、

（55.48±2.38）分，两组未有差异（P ＞ 0.05）；干预后研

究组高于对照组，存在差异（t=24.760、20.586、43.412、

24.942，P ＜ 0.01）， 对 照 组 分 值 为（79.88±2.48） 分、

（80.15±3.47）分、（76.89±1.48）分、（79.85±2.44）分，

研究组是（86.96±2.15）分、（90.56±2.14）分、（88.43±1.55）

分、（89.63±2.01）分。

3 讨论

3.1 精准健康科普的需求日益增长

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健康文化，

以传经诵法广而告之地播撒，健康的理念和行为落地生根、

助人类得以繁衍生息，同时并对人类生命质量滋生杂草和荆

棘，造成危害的情况 [7]。而如何精准地传播健康知识，从源

头上铲除伪健康科普，成为当代科普人的重要研究热点。军

事飞行人员的健康关系到飞行任务是否能顺利完成，对此，

做好军事飞行人员健康科普对提升战斗力水平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 [8]。但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住院军事飞行人

员对健康科普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暴露出日常的健康宣教

现已无法满足住院军事人员对健康科普知识的需求，同样也

反映出了住院军事飞行人员对精准健康科普的需求在日益

增长 [9-10]。

3.2 精准健康科普依从性更强

健康科普为健康领域基本理念与知识、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行为、健康技能与有关政策法规的内容以公众易于理解、

接受、参与的方式呈现和传播 [11]。精准健康科普要求传播

健康科普知识内容、呈现形式、人员接受程度需求等各个因

素，依据不同人群与实际情况做到因人而宜、恰到好处，达

到精准健康科普的目的 [12]。精准健康科普主要是对健康知

识传播的升华和提炼，核心在于以健康为核心的精准二字，

不仅仅停留在对信息的泛泛而谈和盲目灌输的“量”上，

而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后实施个性化的知识普及
[13]。结合本文来看，在为住院军事化飞行人员提供精准健康

科普，患者对疾病认知评分相比较干预前提高（P ＜ 0.05），

主要体现在饮食控制、用药、疾病认知、日常活动和锻炼、

预防方面，同时反映出相比较对照组未实施精准健康科普的

患者更为有效，更利于提高患不同疾病者对自身所患疾病认

知、发病机制、治疗方式、所造成的危害等；主要针对住院

军事飞行人员所患疾病采取一对一分组形式进行干预，同时

以不同方式，如视频、资料和健康讲座等向患者进行科普健

康知识，从而大幅度提高健康知识评分。另外，根据病因在

发生常见病、多发病之前进行精准健康科普，通过改变住院

军事飞行人员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手段起到疾病反复发

作情况，降低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此外，结合治疗依

从性显示，研究组治疗依从率更高，占 93.85%，说明经精

准健康科普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主要因该项措施能满足

住院军事飞行人员的真实需求，通过医务人员将严谨专业的

健康科普知识转变为“听得懂”“接地气”“易参与”的形

式传递给住院军事飞行人员，进而提高依从性 [14-15]。除

此之外，经干预后患者生活质量提高，并显示出研究组高于

对照组。

综上所述，通过提供精准健康科普取得满意疗效，不

但提高了住院军事飞行人员对疾病认知、掌握情况及治疗依

从性，且提高了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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