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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人群体检后健康管理需求的调查分析

陈姝璇 李照照
连云港一四九医院 江苏 连云港 222042

摘� 要：目的：讨论体检群体对健康管理的需求，然后进行调研分析。方法：挑选2021年5月-2022年5月来医院
体检的体检者628名做为研究主体，以问卷调查方式调研分析体检者健康管理需求。结果：体检工作人员为疑是患者

沟通交流诊断和治疗需求最明显。疑是患者在诊断与治疗含有十分需求419人（66.7%），比较需求73人（11.6%），
一般需求51人（8.1%），需求比较小的37人（5.9%），无需求的48人（7.7%）；为患者给予疾病或护理专业知识中
十分需求403人（64.2%），比较需求123人（19.6%），一般需求64人（10.2%），需求并不大21人（3.3%），无需求
17人（2.7%）；制做完整的电子信息技术文档中十分需求386人（61.5%），比较需求102人（16.2%），一般需求75
人（11.9%），需求比较小的44人（7.0%），不需要21人（3.4%）；对其体检者进行随诊环节中，有着非常需求374人
（59.6%），比较需求94人（15.0%），一般需求116人（18.4%），没太多需求的28人（4.5%），并没有需求的16人
（2.5%）对其体检者进行健康管理咨询和指导中，有着非常需求370人（58.9%），比较需求101人（16.1%），一般需
求124人（19.7%），需求比较小的12人（1.9%），不需要21人（3.4%）；体检者定期随访需求很高327人（52.1%），
比较需求120人（19.1%），一般需求113人（18.0%），需求比较小的42人（6.7%），不需要26人（4.1%）；在指导
体检者自我约束中十分需求309人（49.2%），比较需求102人（16.2%），一般需求72人（11.5%），并不大需求71人
（11.3%），不需要74人（11.8%）。现场咨询612人（97.5%）和电话随访597人（95.1%），其次宣传单派发543人
（86.5%），邮件通知留意386人（61.5%），互联网平台248人（39.5％）。结论：体检负责人对健康管理要求很高，

对身体健康体检报告解读、健康管理档案、身心健康指导、健康规划、健康管理系统等多个方面有要求，医院门诊体

检工作人员要积极开展健康管理工作中，满足人们的健康管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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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管理是积极主动保护健康的有效方法，通过对

体检者进行全身检查，依据检验结果剖析对身体健康有

害的要素，立即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降低乃至清除

不利因素，确保检查者身体健康。健康管理是身心健康

的重要途径，但我国的健康管理方式起步较晚，发展趋

势还不够成熟。与西方国家对比，还有一些不够。现阶

段，大家对健康管理的需要不会改变。为了满足常规体

检群体体检后的健康管理要求，文中展开了有关调查分

析，现报导如下所示[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来医院体检的628名体检

者为研究主体，其中女士322人，男士306人，年龄20-76
岁，均值年龄（44.3±3.3）岁。全部体检者自愿问卷调
研，语言沟通无阻碍，清除认知功能障碍患者。

1.2  方法
制定问卷，并把问卷发送给每一个体检者。调研内

容包含：患者的相关情况；;年龄、性别、岗位、文凭

等；问卷上对健康服务的需要主要包含：依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建立档案信息，对体检者进行后面健康服务，提

示体检者复诊的时间也，给与患者正确健康指导等。健

康服务方法的需求包含：电话随访、派发宣传手册、短

信通知、互联网平台、预定就诊。医护问卷调查表需在

体检者填写完成后立即回收。在填写的过程当中，需要

保证每一份问卷均是由体检者自己填写的。对于一些突

发情况，如年龄比较大或无法单独填写的患者，患者的

家庭主要成员或者其工作员能够委托填写[2-4]。

1.3  统计学分析
选用SPSS 19.0软件进行剖析，计量资料比较选用χ２

检测，P < 0.05具备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体检者健康服务需求剖析
体检人员对触碰疑似患者治疗的需求最明显。疑

似病人诊治环节中，急缺419人（66.7%），比较必须73
人（11.6%），一般需要51人（8.1%），不太必须37人
（5.9%），不需要48人（7.7%）。特别需要的是403人
（64.2%），比较必须的是123人（19.6%），一般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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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64人（10.2%），不太必须的是21人（3.3%），不需要
的是17人（2.7%）。特别需要（61.5%）386人，比较必
须（16.2%）102人，一般需要（11.9%）75人，不太必须
（7.0%）44人，不需要（3.4%）21人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
技术档案资料。随诊期内，特别需要者374人（59.6%），
比较必须者94人（15.0%），一般需要者116人（18.4%），
不太必须者28人（4.5%），不需要者16人（2.5%）。对体
检人员的健康管理咨询和引导，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是370人
（58.9%），比较需求的是101人（16.1%），一般需求的是
124人（19.7%），需求比较小的有12人（1.9%），无需求

的是21人（3.4%）。提示体检人员，按时体检时会急需解
决的327人（52.1%），比较所需要的120人（19.1%），一
般需要的113人（18.0%），不太所需要的42人（6.7%），
不需要的26人（4.1%）；在具体指导体检人员开展自
我约束层面，特别需要309人（49.2%），比较必须102
人（16.2%），一般需要72人（11.5%），不太必须71人
（11.3%），不需要74人（11.8%）。

2.2  体检人员的各项健康管理需求内容的关联因素
不同健康管理需求与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人均

年收入等存在关联，见表1~4。

表1 体检人员的各项健康管理需求内容与年龄的关系

项目  < 30（n = 147） 30～39岁（n = 216） 0～49岁（n = 174） ≥ 50岁（n = 91） χ2值 P值

联络疑是患者开展诊断治疗 112 179 143 74 14.825 0.002

向患者解读疾病或护理知识 92 186 123 58 0.578 0.814
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技术档案

资料
101 171 110 54 0.926 0.783

随诊体检人员 75 152 122 68 11.842 0.003

为体检人员给予健康咨询和指导 91 156 116 52 0.219 0.852

提示体检人员定期随访 64 128 124 66 24.152 0

指导体检人员学会管理自己 122 149 64 28 74.628 0

表2 体检人员的各项健康管理需求内容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项目 初中以下（n = 143） 高中（n = 117） 专科（n = 196） 本科以上（n = 172） χ2值 P值

联络疑是患者开展诊断治疗 91 72 106 103 15.394 0

向患者解读疾病或护理知识 86 68 91 88 9.528 0
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技术档案

资料
86 62 79 87 15.647 0

随诊体检人员 82 66 76 80 10.239 0

为体检人员给予健康咨询和指导 97 72 67 66 1.547 0.935

提示体检人员定期随访 75 59 79 52 16.534 0

指导体检人员学会管理自己 94 72 66 49 29.624 0

表3 体检人员的各项健康管理需求内容与收入的关系

项目
 < 1万／季度
（n = 79）

≥ 1～2万／季度
（n = 128）

 > 2～ < 3万／季度
（n = 308）

≥ 3万／季度
（n = 113）

χ2值 P值

联络疑是患者开展诊断治疗 41 64 249 84 16.843 0

向患者解读疾病或护理知识 38 58 216 77 26.931 0

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技术档案资料 38 52 217 63 24.835 0

随诊体检人员 33 46 203 82 54.837 0

为体检人员给予健康咨询和指导 43 78 186 65 3.972 0.743

提示体检人员定期随访 32 48 188 66 47.295 0

指导体检人员学会管理自己 54 77 187 41 61.087 0

表4 体检人员的不同健康管理需求内容与职业的关系

项目 工人（n = 274） 农民（n = 47） 企事业单位（n = 307） χ２值 P值
联络疑是患者开展诊断治疗 254 29 285 48.575 0

向患者解读疾病或护理知识 253 22 255 63.95 0

创建完整的电子信息技术档案资料 246 18 254 73.6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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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工人（n = 274） 农民（n = 47） 企事业单位（n = 307） χ２值 P值

随诊体检人员 245 22 243 49.395 0

为体检人员给予健康咨询和指导 257 27 244 49.075 0

提示体检人员定期随访 228 12 243 76.862 0

指导体检人员学会管理自己 267 36 228 62.018 0

2.3  体检者体检后获得健康管理提供服务的方式
现场咨询 6 1 2次（ 9 7 . 5%），电话随访 5 9 7次

（95.1%），其次派发宣传手册（86.5%）、短信通知
（61.5%）、互联网平台（317%）和预定（39.5%）。

3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医疗能力和个体发展，大家

更加注重健康管理。健康管理能通过医疗服务资源的鼓

励、个人健康教育知识教学的开展和医疗市场需求的达

到，完成协助体检群体掌握与控制众多健康危险因素，

协助疾病诊断，推动信息系统化，从而操纵非感染性慢

性疾病产生发展趋势实际效果的管理模式。现阶段，给

予健康管理服务内容的主体包含社区卫生、商业和医疗

构造。社区卫生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体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但也存在一些难题，如居民健康难题；

信任感低，医疗欠缺。医疗由于在研发、人力、设

备等资源与著名品牌方面的优势，能够获得人民的认同

和信赖。医院体检有利于为体检人群提供更为精益化管

理、人性化、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医院门诊体检

有利于为体检群体提供更为精细化管理、个性化、专业

化的健康管理服务项目。医院体检中心利于从点到面，

从“个体”到“群体”为体检人群提供更为精细化、人

性化、科学化健康管理服务，同时还可以与社区卫生服

务协作，分摊医院护理工作压力，充分满足试验者的健

康管理要求，从而灵活运用健康管理服务项目[5-6]。

本研究表明，体检人群水平、家庭年收入、慢性疾

病总数、城镇遍布、身心健康关注度和健康管理观念全

是健康管理市场需求的关键相关因素。归根结底，体检

水准比较高的人很有可能拥有更多的医学常识贮备，比

较容易消化吸收一个新的医学常识，这会对提高他们对

于健康管理的正确对待是极为必须的。家庭年收入相对

较高的体检者无须局限在的低等健康管理方面。医治疾

患但可以为未病先治。健康管理小于城市人口数量，可

能和乡村健康管理专业知识宣传引导弱、数据来源窄、

医疗系统资源不足、认知度低相关。体检人群里慢性病

患者越大，对健康管理的需要很有可能越大。这在一定

程度上是由于多病人更重视自已的健康管理，更容易产

生按时体检的良好习惯，便于密切关注本身的健康状

况。除此之外，保健养生和健康管理意识与体检人群健

康管理要求正相关，根本原因是年纪越大病人的健康管

理要求越大。健康管理观念越高，对维护保养身心健康

的专业知识要求也就越大，与此同时就会更加关心健康

体检、健康管理咨询、医师随诊评定、心理辅导、家庭

医师等健康管理要求[7-8]。

4 结束语

健康管理是一个长期、不断、反复地全过程，应该

是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方位管理方法。主

要目的是运用高效的医疗资源，不断加强个人或人群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较大健康实际效果，推动社会

各界健康的概念水准。因为体检者对健康管理知识的掌

握水平会影响到自身健康管理水准，从而影响其心理状

态，因而需从以上要素下手，全面提高体检者健康管理

要求，体检者对健康管理知识的掌握将会对维护保养体

检者身心健康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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