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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护理对体检中心受检者的护理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何素芳　谭燕霞　熊　英

南方科技大学医院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目的：分析细节护理对体检中心受检者的护理效果及满意度。方法：抽选健康体检中心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接受体检的 60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选的方式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与细节护理。对照两

组人群的护理满意度，体检时间，护理质量，体检依从性。结果：根据数据分析对比显示，观察组护理满意度，体检时间，

护理质量，体检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本次研究中，健康体检中心各

采用细节护理能够为体检人群提供更好的体检体验感，同时减少体检过程中人群的不适感，缩短体检时间，使其更加满意

本次体检，因此值得临床推广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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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关注自身经济

的同时也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情况，大多数人都希望自

己能够健健康康，因此对每年的健康体检也更加看重，这就

使得健康体检中心的体检人群越来越多 [1]。但以往体检中心

接待的体检人群并不多，使得体检过程中并没有相应的护理

措施辅助进行，导致体检人群体验非常不好，甚至还会出现

纠纷吵架等。为了能够改善这一现象，为体检人群提供更加

满意的体检服务，体检中心逐渐开始采用相应的护理措施进

行辅助体检，尽可能地减少人群因为等待期间产生的烦躁情

绪 [2]。其中细节护理，能够更好地为体检人群提供优质体检

服务，缩短体检时间，提升体检满意度。此外，多数体检中

心很容易忽略女性体检者的隐私，根据以往数据调查显示，

大多数体检中心并没有设立相关的女性独立体检部门，甚至

一些共同的体检部分，例如：心电图，血液体检等，其中心

电图体检就需要特别设立女性体检，主要是心电图体检需要

女性裸露上半身进行检测，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男性体检

者或者男性医生，就会导致女性在体检过程中产生强烈的心

理负担，从而出现体检不配合，造成体检时间延长。虽然现

在是新社会，大概率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但是依旧会对女性

造成心理压力，如果出现小概率事件，那么对女性的伤害是

非常大的 [3]~[6]。在本次研究中，健康体检中心特别抽选 60

例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现将研究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抽选健康体检中心在 2021 年 2 月至 2022 年 2 月接受体

检的 60 例健康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抽选的方

式分为两组，分别给予常规护理与细节护理。对照组男性女

性人群比例为17:13，年龄在21~75岁，平均年龄（48.5±3.69）

岁。观察组男性女性人群比例为 18：12，年龄在 21~77 岁，

平均年龄（49.5±3.94）岁。通过数据对比分析显示，两组

患者资料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备可研究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体检人群进入后进行体检手册

分发，并讲解告知体检房间分别位置，同时叮嘱相关注意事

项等。

观察组采用细节护理：

1.2.1 环境护理：首先为体检人群提供一个良好舒适的

体检等待环境，还可以将同类型的体检区域放在一个楼层，

这样能够避免体检者来回上下跑。同时也可以设立休息区域

等待区，这样能够有效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现象，也能够更

好地提升体检人群的体验感。环境中可以放置一些绿植进行

环境柔和，增加生机感，定时进行通风，保证体检中心的空

气流通，走廊，过道上可以设置一些简单易懂的疾病科普，

疾病预防，注意事项等。休息等候区可以放置一些杂志，图

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放置电视播放一些简单有趣的

科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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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护理质量：在体检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耐心细

心地解答体检者的疑问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体检项目

进行详细介绍，告知体检者检查后可能会出现的哪些数值指

标，帮助体检者更加快速了解自己的情况，体检结束后发放

一些健康知识宣传册等提升体检者的满意度。

1.2.3 细节护理：在等待区设置热水，纸巾，消毒免洗

液等，同时针对一些需要空腹体检的房间内，放置一些巧克

力，糖果，椅子等，避免一些低血糖人群在完成体检后出现

眩晕，休克等情况。如果是年龄较大或者身体不便的体检者

就需要安排护理人员一对一帮助进行体检完成。

1.2.4 岗位教育：体检中心的护理人员需要定期进行细

节管理培训，安全护理教育，采用线上理论知识学习，线下

实操练习两个方面开展，从而帮助护理人员加强护理细节意

识，并将护理细节长期持续坚持从而养成护理细节习惯。

1.2.5 健康宣教：体检者在体检过程中，护理人员需要

根据体检者的体检情况进行健康宣教，尤其是针对一些慢性

疾病高发人群，例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体检者的讲

解指导，了解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并对错误的生活习

惯，饮食习惯进行纠正，耐心讲解诱发疾病可能产生的并发

症，临床症状等，激发体检者的危机感，从而调整自己的作

息，饮食习惯。

1.2.6 女性护理：多数体检中心并不会特别设立单独的

女性体检室，面对其他体检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一些

需要小范围裸露体检的项目，例如：心电图，腹腔等，需要

体检者将上半身或者腹部进行小范围裸露，这种情况下，就

会使得部分女性出现一些紧张情绪。虽然现在大概率不会出

现男性体检者窥视的现象，但不可避免还是会出现小概率事

件，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将一些需要裸露的体检项目进行男

女区分，这样能够更好地保护女性隐私，为女性体检者提供

更加安全可靠的体检环境。如果条件不允许，则需要为女性

体检者设立隐私保护措施，保护女性隐私安全。

1.3 观察指标

护理满意度：采用满意度调查表了解体检者的体检满

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满意，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

体检时间：对比两组体检者的整体体检时间。

护理质量：通过服务态度，注意事项，健康指导，项

目介绍。

体检依从性：对比两组体检者的体检依从性，分为非

常依从，依从，一般依从。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采用 χ2 检验，

计数资料用（n/%）表示，采用 t 检验，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对比数据存在明显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

见表 1。

表 1 护理满意度（n/%）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30） 25 5 0 100%

对照组（30） 10 16 4 86%

χ2 -- -- -- 4.2857

P -- -- -- 0.0384

2.2 体检时间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体检时间明显优于对照组，

存在明显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体检时间（ x ±s）

组别 体检时间（min）

观察组（30） 55.6±26.3

对照组（30） 74.9±35.4

t 2.3970

P 0.0198

2.3 护理质量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护理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

数据无明显差异，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表 3。

表 3 护理质量（ x ±s）

组别 服务态度 项目介绍 健康指导 注意事项

观察组（30） 91.2±1.02 92.3±1.71 91.6±1.06 93.6±1.09

对照组（30） 72.3±1.18 75.6±1.42 73.5±1.02 76.8±1.05

t 66.3696 41.1520 67.3923 60.7988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4 体检依从性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观察组体检依从性明显优于对照

组，存在明显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P ＜ 0.05。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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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体检依从性（N，[%]）

组别 非常依从 依从 一般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30） 25 5 0 100%

对照组（30） 15 10 5 83%

χ2 -- -- -- 5.4545

P -- -- -- 0.0195

3. 讨论

近几年，健康体检中心，开始进行改善，逐渐提升体

检质量并搭配相关的护理措施进行体检满意度提升，其中细

节护理作为一众护理中最具备护理优势的护理措施，能够更

好地站在体检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进行环境改善，使体

检者能够感受到贵宾级的护理服务，提升体检满意度。尤其

细节护理中，女性护理更加注意到女性体检者在体检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窘迫情况以及个人隐私情况，为女性体检者提供

一个安全可靠的体检环境。此外，细节护理能够更好地满足

各类体检者的需求，例如为低血糖人群提供巧克力，糖果，

热水等缓解护理，为老年人群，行动不便人群提供一对一辅

助体检护理等，使体检者能够全面提升对体检中心以及医院

的整体形象。在本次研究中，健康体检中心特别抽选 60 例

体检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数据分析对比显示，观察组护

理满意度，体检时间，护理质量，体检依从性均优于对照组，

数据差异明显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

综上所述，健康体检中心采用细节护理能够更好地满

足各类不同体检者的需求，同时为女性提供安全隐私的体检

环境，使其所有体检者能够拥有一个满意的体检过程中，因

此值得运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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