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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健康教育管理体检科护理健康教育的实施效果

杨 璐 黄佳丽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健康教育所 宁夏 石嘴山 753000

摘� 要：目的：分析健康体检科护理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10月石嘴山福兴医院
88例健康体检科患者开展研究，用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对照组44例，行常规护理，观察组44例，加强护理健康教
育，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生理活动、社会行为、营养保健、生活方式、日常护理知识、

护理流程、责任心、治疗效果、服务态度和护理技术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体检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
结论：在健康体检科开展护理健康教育，能有效宣传疾病知识，提升护理质量，缩短体检时间，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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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文化生活、物质生活逐渐提升，社会持续发

展，更加关注健康，从健康理念出发，体检属于前锋体

现。健康体检科的职责为予以医疗卫生服务，面对不

同人群，加强管理，提升健康水平。做好健康促进、教

育、指导和咨询等工作，针对不同健康状态者，总结其

危险因素，开展全面监测，做好维护、预测、防范等工

作，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群，均致力于改善健康状态，

令其处于最佳状态，延长寿命[1]。接受健康体检者，通常

具有前卫健康理念，较高文化层次，在健康生活方式、

防范疾病等方面，存在较高需求，其能快速了解健康内

容。采用常规护理难以切实提升干预效果，纠正不良行

为，为此加强护理健康教育至关重要。本次研究以健康体

检科患者为对象，分析加强护理健康教育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10月石嘴山福兴医院88例健

康体检科患者开展研究，用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对照

组44例，男23例，女21例，年龄为18-77岁，平均年龄
（57.25±4.16）岁；观察组44例，男22例，女22例，年龄
为19-78岁，平均年龄（57.61±4.08）岁。两组一般资料
（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健康体检科接受体检；能正常交流；有

完整资料；知情同意本次研究。排除标准：严重脏器疾

病；精神疾病；恶性肿瘤；依从性差者。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讲解健康管理项目，介绍健康

管理措施和顺序，体检前1d，提醒其不能饮酒，充血前
提为空腹，针对接受B超检查者，提醒其憋尿，维持膀胱
充盈。告知其健康管理步骤，提醒注意事项。观察组以

对照组为基础，加强护理健康教育：

1.2.1  确定服务目标
创设护理小组，组长为科室护士长，成员包括护

士、护师和主管护师等，深入学习护理内容，涵盖服务

理念、专业技术、护理礼仪和职业素养等，确定护理理

念，主要为创新、温馨和用心，为体检人员创造良好护

理环境，予以连续、全程干预。进行护理时，及时发现

潜在问题、风险也已发生问题，基于体检流程、规章制

度等多个维度，落实持续改进，提升护理效果。

1.2.2  健康教育途径
①口头宣传：因体检时间较短，体检者其需求有差

异，要求尽快取得效果，采取口头宣教，该技术最经

济、合理和有效，具有较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操作便

捷。②书面宣教：基于家庭健康、慢性病防治、饮食支

持、保健防病、日常生活和心理等层面，制作出健康知

识手册，深入了解体检者需求，对多发健康问题进行解

答。根据有关专家的知识、经验及智慧，采取生动形

象、通俗易懂的图文，拟定健康生活方案，也可以制定

健康处方，开展健康宣教。该方式无地点、时间限制，

即使是候诊时间也能阅读，体检者能将其带回家。进行

门诊教育时，采取书面材料有积极意义。③借助黑板

报：充分利用宣传栏，可通过喷彩绘、电脑等展开宣

教，创造出轻松、温馨的护理氛围，结合季节变化和当

下形式，及时更换黑板报内容，强调季节性疾病防范知

识。④应用电脑屏幕：将电脑显示滚动屏安装在候诊

大厅醒目位置，公开展示医院最新服务信息、科技动态

及医疗资源等。通过该方式，减轻由候诊等待引发的焦

躁、不安等心理，普及有关健康知识。⑤提供咨询服

务：创建咨询总台，为体检者提供指导和帮助，落实面

对面咨询，也能通过电话、专家热线和医院网站等渠

道，展开宣教。经由倾听概括，为体检者传递有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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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识，加深其认知，提高配合度。

1.2.3  健康教育内容
介绍健康体检具有必要性及重要性，经由体检能及

时识别健康隐患，例如通过测量血压、检查生化指标

等，能评估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识别其高危群体，

以“三高”为主要特征。根据患者健康状态，帮助其加

强自我保健意识，纠正不良认知，有效防范疾病，能有

效预防器质性病变。讲解医院动态知识，例如针对新投

入的技术、仪器等，进行宣教；介绍疾病知识，包括季

节性传染病，例如冬春季节容易出现呼吸系统感染，多

发病，如糖尿病、肺炎等等，提醒治疗方法，提供心理

指导；宣传健康保健知识，提醒患者规律、健康进餐，

多补充营养，养成良好睡眠状态，积极锻炼，及时清洁

个人卫生。

1.2.4  优化健康管理流程
①提前预约，开展健康管理前，先预约，无论是个

人还是个团体管理，护士长应先将预约表填好，例如参

与管理人数、预约时间、团体单位名称和健康管理时间

等，结合健康管理需求，安排各项健康管理服务，遵循

管理合约，将管理通知如实填写好，于体检前1-2d，提
醒个人或单位。②体检前1d，准备好早餐、相应管理物
品和管理表等，检查相应医疗设备，例如血压仪、真空

采血管等，检查诊断室及检查室，保证其能够管理。③

明确管理项目，健康管理涵盖多个项目，例如超声、测

量血压、胸片检查、测量身高、抽血化验等，将各个项

目检查时间安排好，防止出现拥堵现象，促使健康管理

高效、顺利进行。④标记抽血检验环节，就抽血检验而

言，其存在多个项目，无法及时将检验结果传递给管理

者。为了避免出现错误，应为每位抽血者编号，秉持三

查七对原则，对于收回管理表，将其编号，确保其和抽

血编号一致，项目一旦完成管理，均会有留存标识，避

免出现错误事件。⑤及时汇总、反馈体检信息，保管好

各种体检资料，实施精细化、优质护理。

1.3  观察项目和指标
评价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2]：用问卷调查，包括生理

活动、社会行为、营养保健、生活方式和日常护理知

识，均为百分制。评价护理质量 [3]：通过问卷调查，

包括护理流程、责任心、治疗效果、服务态度和护理技

术，每个维度0-20分，总分为100分。评价干预效果[4]：

观察体检时间；体检满意度，借助问卷展开，100分制，
满意为 > 80分，基本满意60-80分，不满意 < 60分，对
比护理满意度。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7.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

计数资料，分别行t与χ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生理活动、社会行为、营养保健、生活方

式和日常护理知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详见表1。

表1 两组健康知识知晓情况比较[n( )]

组别 例数 生理活动（分） 社会行为（分） 营养保健（分） 生活方式（分） 日常护理（分）

观察组 44 94.71±4.15 91.12±2.32 93.44±2.25 90.83±3.25 91.74±2.25

对照组 44 72.35±3.61 80.14±3.25 78.35±3.61 70.77±3.41 74.73±3.26

t / 26.965 18.240 23.531 28.247 28.48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流程、责任心、治疗效果、服务态

度、护理技术和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详见表2。

表2 两组护理质量比较[n( )]

组别 例数 护理流程（分） 责任心（分） 治疗效果（分） 服务态度（分） 护理技术（分） 总分（分）

观察组 44 18.54±1.12 18.56±1.24 18.44±1.34 18.39±1.25 17.29±1.22 93.73±2.19

对照组 44 15.40±1.13 16.24±1.26 16.23±1.27 15.41±1.17 14.72±1.36 66.29±2.16
t / 13.091 8.705 7.940 11.545 9.331 59.173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干预效果比较
观察组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体检时间明

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详见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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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干预效果和体检满意度比较[n( )/(%)]

组别 例数 体检时间（min）
护理满意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4 51.61±2.28 36 7 1 43（97.73）

对照组 44 66.45±2.61 25 11 8 36（81.82）
t/χ2 / 28.404 / / / 6.065 

P / 0.000 / / / 0.014 

3 讨论

健康问题受到人们广泛重视，接受体检人数变多[5]。

以往健康体检科多应用常规管理法，告知体检者检查项

目、时间和注意事项等，体检者未深入了解各检查项目

意义，不了解自身疾病，导致体检失去原本意义 [6]。为

此，优化护理管理模式，为体检者提供细节化、综合化

服务，有助于加强管理效果。

加强护理健康教育，由专业人员负责，结合体检者

个人差异，开展健康教育，提供护理服务[7]。进行干预

前，创建护理团队，先对成员进行专业性培训，建立

个人档案，结合检查结果，介绍有关疾病知识，制定防

治方案，加强其健康认知度及疾病认知度[8]。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和对照组比，观察组的生理活动、社会行为、

营养保健、生活方式和日常护理知识评分均更高（P < 
0.05），表明护理健康教育能加深体检者认知，帮助其
认识自身健康状况，从多个方面进行宣教，加强其健康

意识。观察组的护理流程、责任心、治疗效果、服务态

度、护理技术和总分均更高（P < 0.05），代表该模式可
提升护理质量，优化整体护理流程，小组成员均经过专

业培训，其技能水平、专业素养均较高。观察组的护理

满意度更高，体检时间更低（P < 0.05），表示实施该模
式，体检者满意度更高，可提升体检效率。说明应用护

理健康教育可以提升健康者认知，提高健康体检科服务

质量[9]。

综上，在健康管理中心开展护理健康教育，能有效

宣传疾病知识，提升护理质量，缩短体检时间，具有推

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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