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护理研究 2022年 11月第 32期中旬 Healthmust-Readmagazine《健康必读》

Healthmust-Readmagazine·94·

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在体检中心护理中的应用方法及效果探讨

饶浴湘

云南省滇南中心医院（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 云南 蒙自 661100

【摘要】目的：分析与研究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在体检中心护理中的应用方法及效果。方法：选择 2018.10～2020.10月我院接受健康体检的 860例体检者，
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n=430）和观察组（n=430）。在健康体检阶段，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用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将两组不良
事件发生情况、体检情况、护理质量评分及护理满意度进行对比。结果：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体检时间、等待报告
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漏检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结论：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在体检中心护理中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有助于提高体检效率，改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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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健康意识明显增强，身体健康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因此对健康体检的需

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定期接受健康体检。部分疾病在

早期发病阶段的症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确诊时多进展至中晚期，而健康

体检能够及时发现病情，帮助体检者早期接受治疗，避免病情恶化 [1]。健

康体检的主要目的便是检查身体各项功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全面了解

体检者健康状况，为疾病防治、诊断提供重要依据。目前体检中心已成为

医院的主要组成部分，医院体检中心对于及时发现患者疾病具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进行健康管理，为人们的健康提供保障。但是，体检中心的主要工

作内容为项目检查，缺乏对护理工作的重视，体检者受到环境等因素影响，

极易产生生理或心理层面的不适感，甚至导致纠纷问题 [2]。因此，加强对

体检中心的护理质量管理十分必要。环境质量控制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护理

质量管理模式，能够全面监控质量产生过程，对护理阶段存在的问题进行

总结，通过持续改进不断优化护理方案，通过严格的控制有效提高护理服

务质量 [3]。该方法多用于手术室、专科病房等护理管理中，而关于体检中

心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对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在体检中心护理

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详细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10～2020.10月我院接受健康体检的 860例体检者，将其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n=430）和观察组（n=430）。两组基线资料无显著差异（P
＞ 0.05），如表 1所示。

表 1 两组基线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性别（男 /女） 年龄（x±s，岁）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高中 大专及以上

观察组 430 232/198 40.27±5.09 142 186 102

对照组 430 235/195 40.92±5.42 145 190 95

t/x2 0.027 0.815 0.722

P ＞ 0.05 ＞ 0.05 ＞ 0.05

纳入标准：（1）均在我院体检中心完成健康体检；（2）知晓研究内容，
自愿参与；（3）精神、认知正常。排除标准：（1）合并传染性病症；（2）
合并重要器官严重损伤；（3）具有严重精神、意识障碍，难以有效沟通；
（4）凝血功能障碍。

1.2 方法
对照组：体检阶段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待体检者到达体检中心后，护

理人员及时接待，进行健康教育，告知其体检流程，为其发放项目记录表，

引导体检者有序排队，依次完成各项目的体检，检查时护理人员告知其相

关注意事项，指导其配合完成各项检查项目。

观察组：采用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实施前，构建专门的护理小组，

由体检中心医师、主管护师、护理人员构成。组内成员加强对质量控制模

式的学习，结合目前体检中心流程明确各环节的护理标准，体检中心医师

与主管护师共同制定护理方案及目标，为组内成员分配质量监管任务，发

放质控标准检查表，实施过程中，护理人员负责对体检中心护理工作各环

节的管控。具体实施：（1）检查前干预措施。体检中心导检台护理人员应
全面了解各科室的实时候检情况，引导体检者在登记处填写相关信息，护

理人员可以结合体检者的检查项目，采取错峰检查方法，避免体检者等候

过长时间，进一步优化体检流程，针对存在晕血、低血糖等风险的体检者，

应采取针对性预防措施，在表格中重点记录相关信息，加以重视。体检中

心护理人员应充分结合人流量安排流动导检，对室内温湿度等参数进行合

理调控，接待时，护理人员应保持热情、耐心的态度，充分满足体检者的

护理需求，注意行为规范、语言得体，提醒体检者注意人身财产安全。针

对不了解各科室位置的体检者，应通过指引单为其详细介绍体检中心各科

室分布情况；针对行动不便的体检者，应为其提供轮椅。体检中心在显眼

位置设置指引标识，针对一些危险区域、设施，应张贴显眼的标识，监控

设施应处于持续、正常的运行状态，为体检者营造安全、便捷的体检环境。

在体检者等候过程中，可以为其发放健康手册，加强健康教育，引导其浏览，

或者通过大屏幕播放健康知识科普视频。（2）检查中干预措施。建立培训
机制，对全部参与体检中心护理工作的护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具体包括

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通过考核后方可上岗，体检中心定期组织理论

学习及技能训练等活动，不断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每日定时检查室

内设备情况，用具是否齐全，做好消毒工作；检查前，护理人员应加强与

体检者的沟通，了解其护理需求，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告知其体检项目、

流程等，使其认识到各项操作的必要性，得到体检者的信任和理解，检查

时尊重体检者个人意愿及隐私。如果发生纠纷问题，护士长及管理人员应

及时了解情况，安抚体检者情绪，待其情绪稳定后进行详细解释，避免纠

纷严重化。（3）检查后干预措施。待体检者完成项目检查后，检查前要求
禁食禁饮的体检者可安排其前往体检中心餐厅进食，及时补充水分；体检

报告出具后，多数体检者对其中的内容存在疑问，应安排专人耐心、详细

解答体检者的疑问，为其提供针对性指导，提高其自我护理水平；如果检

查疾病，应告知其疾病相关知识，建议其及时就医接受治疗，提供协助。另外，

应建立相应的反馈机制，及时改进相关方案。小组成员定期检查护理工作

情况，详细记录相关问题，通过组织会议探讨解决对策，督促各环节负责

人及时改进相关工作，全面收集后期反馈意见。

1.3 观察指标
（1）将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进行记录，统计发生率，常见不良事件

包括物品遗失、晕血、低血糖及采血出血等。（2）体检情况。具体包括体
检时间、等候报告时间及漏诊率。（3）通过自制量表评估两组护理质量，
主要内容包括护理结构、护理过程、护理结果，分数与护理质量呈正相关

关系。（4）采用本院自制调查问卷评估两组满意度，包括满意、一般满意
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22.0对本次研究收集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使用（x±s）

表示计量资料，使用 t进行检验，使用%表示计数资料，使用 x2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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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如表 2所示。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 [n（%）]

组别 例数 遗失物品 晕血 低血糖 采血出血 发生率

观察组 430 5（1.16） 3（0.70） 3（0.70） 4（0.93） 15（3.49）

对照组 430 12（2.79） 10（2.33） 9（2.09） 10（2.33） 41（9.53）

x2 12.912

P ＜ 0.05

2.2 两组体检情况对比
观察组体检时间、等待报告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漏检率低于对照组（P

＜ 0.05）。如表 3所示。
2.3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护理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如表 4所示。
2.4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如表 5所示。

3 讨论

医院体检中心的职能与其他科室部门存在明显差异，护理工作内容也

与其他科室的护理工作内容存在明显不同。体检中心的日人流量较大，且

不同项目检查所需时间各不相同，可能存在部分科室人满为患、排队等候

时间较长等情况，因此检查效率低下 [4]。同时，因为人流量较大，因此人

员管控困难，极易导致秩序混乱，伴随一定的风险隐患。另外，因为体检

中心的检查项目繁多，科室分布位置不同，体检者对环境较为陌生，如果

没有进行专业引导，极易导致体检者浪费大量时间候检，导致其满意度下降。

因此，加强对体检中心的护理质量管理十分必要，有助于提高体检效率及

护理质量 [5]。

表 3 两组体检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体检时间 x±s，min） 等待报告时间 x±s，min） 漏检率 [n（%）]

观察组 430 30.05±10.71 10.57±4.43 4（0.93）

对照组 430 48.03±12.25 17.82±6.52 19（4.42）

t/x2 22.598 19.072 10.051

P ＜ 0.50 ＜ 0.05 ＜ 0.05

表 4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x±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结构 护理过程 护理结构 总分

观察组 430 35.57±3.42 67.80±2.42 32.55±4.17 135.97±18.35

对照组 430 27.92±5.53 59.08±6.15 26.81±7.29 114.20±22.07

t 24.397 27.360 14.173 15.728

P ＜ 0.50 ＜ 0.05 ＜ 0.50 ＜ 0.05

表 5 两组护理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430 318（73.95） 106（24.65） 6（1.40） 424（98.60）

对照组 430 172（40.00） 231（53.72） 27（6.28） 403（93.72）

x2 13.897

P ＜ 0.05

过往，体检中心的护理工作以常规护理干预为主，内容单一，主要通

过导检台为体检者提供指引服务，并无其他护理服务内容，同时对医护人

员的专业能力无规范化要求，伴随一定的风险隐患；体检者进入体检中心后，

多伴随程度不一的不良情绪，如焦虑、紧张、恐惧等，对其检查依从性造

成影响，而常规护理缺乏对患者心理因素的考虑，护理方案的制定不具备

人性化特点。环境质量控制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新型护理质量管理模式，该

模式将整体护理工作划分为多个环节，针对不同环节制定明确的管理目标，

通过检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督促护理人员进行改进，进而提高护理水平，

符合现代医疗护理服务理念 [6]。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
观察组体检时间、等待报告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漏检率低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理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且观察
组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说明采用环节质量控制护理
模式效果确切。实施该模式的过程中，通过加大对护理人员的管理、培训

力度，有助于提高其专业能力，保证体检效率及体检者的安全。导致医患

纠纷发生的主要因素为医护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缺乏与患者的沟通、人文

关怀缺失、患者个人素质及认知水平等。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树立“以

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原则，能够从体检者角度出发，检查前积极、诸多为

体检者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充分了解其护理需求；检查过程中，护理人员

积极与体检者焦虑沟通，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告知其相关注意事项，时期

认识到检查项目及相关操作的必要性，得到体检者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

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避免发生纠纷问题 [7]。完成体检后，护理人员持续

关注体检者情况，通过健康教育等方式缓解体检者等待检查报告时间存在

的焦虑、紧张情绪，待出具检查报告后，详细解答体检者存在的疑惑，为

其提供指导。质量控制小组全面监督护理各环节工作情况，及时发现不足，

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8]。

综上所述，环节质量控制护理模式在体检中心护理中具有极高的应用

价值，有助于提高体检效率，改善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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