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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人群护理工作中沟通技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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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沟通技巧用于健康体检人群护理的价值。方法 随机均分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本科接

诊健康体检者（n=50）。试验组采取沟通技巧护理，对照组行常规护理。对比不良事件等指标。结果 关于满意

度：试验组 96.0%，对照组 76.0%，前者相较于后者更高（P＜0.05）。体检时间：试验组只有（57.64±9.25）min，
对照组却长达（70.35±12.68）min，试验组的时间更短（P＜0.05）。不良事件：试验组低于对照组（P＜0.05）。

护理质量和 SAS 评分改善情况：试验组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健康体检护理工作中用沟通技巧，体检者

的满意度更高，体检时间更短，不良事件也更少，护理质量改善更加显著，焦虑情绪缓解更为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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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nursing care for people undergoing health 
examinations. Methods Undergraduat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ealth examination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were randomly divided and evenly divided (n=5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communication skills nurs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ompare indicators such as adverse events. Results Regarding satisfaction: 
96.0%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76.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being higher than the latter (P＜0.05). Physical 
examination tim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only took (57.64±9.25) minut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took (70.35±12.68) 
minutes, which was short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05). Adverse events: The incidenc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and SAS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health check-up 
nursing work can lead to higher satisfaction of the examinees, shorter examination time, fewer adverse events,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nursing quality, and faster relief of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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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健康体检作为医院中具有极高价值的一种

医疗服务，能让病人知晓其当前的健康状况，并能及时

发现和干预一些疾病，以改善病人身体素质，改善病人

预后[1]。但健康体检的项目也比较多，流程繁琐，若体

检者不能得到护士专业化的指导，将极易出现各种问

题，进而对其体检效率造成了影响[2]。一直以来，常规

护理作为一种比较传统的护理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医

院的各个科室当中，但此法的主体是护士，需要护士凭

借着自身的经验，对体检者进行护理，导致体检者在整

个体检的过程当中，都无法享受到更加专业化与全面

性的护理，进而对其体检效率造成了影响[3]。另外，常

规护理也并不重视人文关怀，护士在整个工作的过程

当中，无法根据体检者的实际需求，对其施以细致性与

持续性的护理，导致体检者的护理质量降低，同时也会

增加体检者发生各种不良事件的几率[4]。而沟通技巧则

是一种专科护理方式，需要护士根据体检者的实际情

况，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增强彼此间的交流，让护士能充

分了解体检者当前的需求，帮助体检者解决当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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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让体检者能够更加快速地完成体检，从而有助

于提高体检者的体检效率[5]。本文选取健康体检者 100
名，研究对象选取时间是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

旨在分析健康体检护理用沟通技巧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本科接诊健康体检者

50 人。随机分 2 组。试验组：女 10 人、男 15 人，年

纪下限 18、上限 64，均值（39.74±9.15）岁。对照组：

女 11 人、男 14 人，年纪下限 18、上限 65，均值（39.23
±9.04）岁。入组的体检者都有齐全的一般资料。体检

者知情本研究。排除精神病、沟通障碍、意识不清、中

途退出研究和认知障碍[6]。2 组年纪等相比，P＞0.05，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护理：体检引导、注意事项告知与体

检单发放等。 
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之上加用沟通技巧干预法，

详细如下：（1）护士需重视自己的仪容仪表，上班期

间化淡妆，衣着整洁，不佩戴夸张的首饰，不披头散发。

护士要保持良好的态度，要面带微笑，说话亲切。（2）
护士在和体检者交谈时，要双眼注视体检者，且其表情

也要自然。体检者说话期间，护士切勿打断体检者的话，

可在恰当的时机通过点头等方式向体检者表达肯定与

鼓励。（3）强化沟通力度，护士需告知体检者相关的

体检内容、注意事项与体检流程等。若体检者有需要空

腹体检的项目，需安排体检者优先完成这些项目，并告

诉体检者原因，然后在检查结束后，为体检者提供一些

食物，如：面包和牛奶等，以免体检者因长时间空腹而

出现低血糖晕倒等问题。（4）注意观察体检者的精神

与面色等情况，耐心解答体检者所提出的问题，嘱体检

者无需过于紧张。若体检者的年纪比较大，可在沟通过

程中适当放慢语速，让体检者能听清楚护士说的每句

话。询问体检者在体检的过程中是否遇到问题，若体检

者遇到问题，需及时帮助其解决问题，让体检者能顺利

完成各项体检项目。（5）积极安抚体检者的情绪，酌

情使用肢体语言，主要有拍背与握手等。了解体检者的

心理诉求，引导体检者说出内心的想法。保护体检者的

隐私，并通过手势鼓励与微笑等方式，拉近和体检者之

间的距离。  
1.3 评价指标 
1.3.1 满意度评估：其涉及的内容有体检舒适度、

服务态度与宣教情况等。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最终结果计算：（一般+满意）

/n*100%。 
1.3.2 记录 2 组体检时间。 
1.3.3 统计 2 组不良事件发生例数。 
1.3.4 护理质量评估：其涉及的内容有沟通效率、

解决问题及时性与护士服务态度这三个方面，各方面

的总分都是 100。 
1.3.5 焦虑情绪评估：工具选择 SAS 量表，其标准

分是 50。超过标准分，说明体检者有焦虑情绪，并且，

评分越高，体检者就越焦虑。 
1.4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使用的软件是 SPSS 24.0 ，χ²与 t 依次检

验的资料是计数与计量资料，并且，计数和计量资料也

用（%）和（x�±s）表示。统计学意义显著时，P＜0.05。 
2 结果 
2.1 满意度分析 
调查后发现：满意度数据，试验组 96.0%，对照组

76.0%。分析后发现：试验组数据更高（P＜0.05）。相

关数据都在表 1 中进行表示。 
表 1  观察满意度数据[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25 1（4.0） 7（28.0） 17（68.0） 96.0 
对照组 25 6（24.0） 10（40.0） 9（36.0） 76.0 
χ2     6.9014 
P     0.0319 

 
2.2 体检时间分析 
对比体检时间的数据：试验组只有（57.64±9.25）

min，对照组却长达（70.35±12.68）min。分析后发现：

试验组的体检时间更短（t=7.9214，P＜0.05）。 
2.3 不良事件分析 
统计后发现：不良事件的数据，试验组有 1 人，占

比是 4.0%，为护理纠纷者；对照组有 6人，占比是 24.0%，

包含护理纠纷者 3 人、服务不到位者 2 人及护理投诉

者 1 人。分析之后发现：试验组发生率更低（χ2=6.9148，
P＜0.05）。 

2.4 护理质量分析 
对比评估后获得的护理质量数据，试验组：沟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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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95.39±2.71）分、解决问题及时性（97.02±1.58）
分、护士服务态度（98.65±1.39）分；对照组：沟通效

率（84.68±4.59）分、解决问题及时性（82.41±5.37）
分、护士服务态度（87.44±4.16）分，对 2 组的相关评

估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试验组数据高于对照组

（t1=9.2451，t2=10.3982，t3=9.7315，P 均＜0.05）。 
2.5 焦虑情绪分析 
对比评估后获得的 SAS 数据：未干预，试验组（54.06

±6.74）分，对照组（54.23±6.95）分，差异不显著

（t=0.1942，P＞0.05）；干预后：试验组数据低至（30.17
±4.17）分，对照组高达（44.39±5.03）分，对 2 组相关

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试验组数据更低（t=12.3167，
P＜0.05）。 

3 讨论 
通过健康体检能了解体检者的身体状况是否有异常，

以便于向体检者提供及时的干预措施，但体检者在实际

体检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若不积极预防，将会延

长体检者的体检时间，情况严重时，也可导致体检的中断
[7]。而护理则是医疗服务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

对体检者的体检效率造成直接性的影响，但多年临床实

践表明，常规护理在健康体检中的运用并不能满足体检

者在现阶段中的实际需求，且此法也并不重视体检者的

心理健康，无法及时帮助体检者解决问题，使得体检者的

体检时间延长，同时也增加了体检者发生护理纠纷等不

良事件的几率[8]。沟通技巧干预乃新型护理方式，融合了

“以人为本”理念，可强化护士和体检者之间的交流，让

护士能及时掌握体检者的想法，从而有助于改善护士和

体检者的关系，减少不良事件发生几率[9]。通过及时、有

效的沟通，能让护士知晓体检者当前的状况，同时也能对

护士各项护理操作的实施提供重要指导，让护士能更好

地服务体检者，从而有助于提高体检者的护理质量，同时

也能有效预防各种不良事件的发生[10]。强化沟通力度，

能消除体检者的焦虑情绪，改善体检者的舒适度，从而有

助于提高体检者的依从性，让体检者能更好地进行体检。

在实际沟通的过程中，护士也需做好体检者的宣教工作，

如此一来，就能加深体检者对健康体检知识的认知程度，

让体检者能更加主动地配合体检。 
麦燕芬的研究[11]中，对 188 名健康体检者进行了常

规护理，并对其中 94 名健康体检者加用了沟通技巧护

理，结果显示：沟通技巧组的体检时间只有（48.6±2.9）
min，比常规组（69.4±3.6）min 短；沟通技巧组的满意

度高达 93.6%，比常规组 83.0%高。表明，沟通技巧护理

对缩短体检者的体检时间和提高体检者的满意度具有显

著作用。在体检者进行各项体检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落

实各项常规护理措施，还需要合理运用沟通技巧，以强

化护士和体检者的沟通效果，让护士能够及时了解并帮

助体检者解决各种问题，以缩短体检者的体检时间，提

高体检者的满意度。本研究，对比体检时间的数据：试

验组短于对照组（P＜0.05）；对比调查之后获得的满意

度：试验组更高（P＜0.05），这和麦燕芬的研究结果相

似。对比统计之后获得的不良事件数据：试验组更低（P
＜0.05）；对比评估之后获得的护理质量：试验组更高（P
＜0.05）；对比 SAS 数据：干预后，试验组更低（P＜
0.05）。体检者在经过沟通技巧护理之后，体检时间得到

显著缩短，满意度显著提升，护理质量显著改善，极少

出现护理纠纷等不良事件。 
综上，健康体检护理用沟通技巧，体检者的满意度

更高，体检时间更短，不良事件发生率也更低，护理质

量改善更加显著，焦虑情绪缓解更为迅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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