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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中心护理标准化服务模式的应用效果 

吴 颖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健康管理中心用护理标准化服务所起到的作用。方法 2024 年 1 月-7 月本院健康管理中

心未开展护理标准化服务工作期间接诊的健康体检者 200 名为对照组，2024 年 8 月-2025 年 2 月本院健康管理中

心开展护理标准化服务工作期间接诊的健康体检者 200 名为试验组。对比体检时间等指标。结果 关于体检时间：

试验组只有（1.57±0.41）h，对照组长达（2.04±0.63）h，差异显著（P＜0.05）。护理质量：试验组高达（98.74
±0.93）分，对照组只有（92.04±1.41）分，差异显著（P＜0.05）。不良事件：试验组 1.0%，对照组 8.5%，P＜
0.05。满意度：试验组 96.5%，对照组 85.5%，P＜0.05。结论 健康管理中心用护理标准化服务，效果显著，且体

检者的满意度也更高，体检时间更短，不良事件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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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ole of standardized nursing services in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s. Methods 
From January to July 2024, during the period when our hospital's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did not provide standardized 
nursing services, 200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health check-up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From August 2024 
to February 2025, during the period when our hospital's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provided standardized nursing services, 
200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health check-ups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on 
indicators such as examination time. Results Regarding examination tim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1.57 ± 0.41) 
hour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had (2.04 ± 0.63) hours,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Nursing qualit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cored (98.74 ±  0.93) poin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scored (92.04 ±  1.41) points,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Adverse ev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1.0%,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8.5%, with 
P <0.05. Satisfactio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96.5%, and the control group had 85.5%, with P <0.05. Conclusion 
Standardized nursing services in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s have shown significant effects, leading to higher satisfaction 
among examinees, shorter examination times, and fewer adverse events. 

【Keywords】Standardized nursing service; Physical examination time; Health management center; Satisfaction 
 
医院组织结构当中，健康管理中心占据着一个至

关重要的地位，肩负着科室管理、采血体测、咨询问诊、

报告发放、前台接待、分诊导检与健康宣教等重任，需

要护士的积极参与[1]。但多年临床实践却表明，常规护

理服务作为一种传统的护理模式，虽能向体检者提供

一些最为基础的护理服务[2]，但此法的总体实施效果却

并不显著，且此法也并不能满足体检者当前的需求，导

致护理质量降低[3]。而护理标准化服务则是一种比较新

型的护理模式，能弥补常规护理的缺陷，并能满足体检

者对护理服务的需求，能提高体检者的护理质量。本文

选取的都是健康体检者，共计 400 人，截取的时间范

围是 2024 年 1 月-2025 年 2 月，旨在剖析健康管理中

心用护理标准化服务所起到的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4 年 1 月-7 月本院健康管理中心未开展护理标

准化服务工作期间接诊的健康体检者 200 名，设置为

对照组，女 93 人，男 107 人，年纪上限 72，下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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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43.17±11.25）岁；体重上限 84kg，下限 38kg，
平均（59.35±9.21）kg。2024 年 8 月-2025 年 2 月本院

健康管理中心开展护理标准化服务工作期间接诊的健

康体检者 200 名，设置为试验组，女 91 人，男 109 人，

年纪上限 75，下限 18，平均（42.85±11.79）岁；体重

上限 85kg，下限 39kg，平均（59.02±9.73）kg。研究

获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入组的体检者都有齐全的临床

资料。本次研究均排除了沟通障碍、精神心理疾病、传

染病、认知障碍、孕妇与中途退出研究的体检者[4]。各

组基线资料相比，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本院健康管理中心自 2024 年 8 月开始在完善常规

护理服务（为体检者发放体检单；告诉体检者体检期间

的一些注意事项；引导体检者完成相关的体检项目）的

基础之上，增加使用了护理标准化服务，措施如下：（1）
根据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与职能特点，组建六个护理

小组，主要包含护理技术、检前预约、采血、录入、前

台和导检，并在每个小组中选出 1 名护士担任组长。

组长需负责特殊时间的处理、组员日常工作安排、考勤

与质量控制等工作，而护士长则主要负责协调各项工

作。（2）根据护士的学历、性格特征、工作年限、职

称与综合能力等，对其工作内容与职责进行明确，并全

面落实护理责任制。（3）强化培训与考核力度，一般

情况下，需每月考核 1 次，并根据考核结果，对护士

进行适当的奖惩，以提高护士工作的热情。至于培训，

除了需让护士学习专科知识与技能之外，还应重视护

士礼仪的培训。（4）做好环境管理工作，需对物品的

摆放进行规范，并制定健全的库房管理标准，合理划分

公共区域和前台及检查室。强化空气、地板与物品等的

消毒工作，室内要保持光线的柔和，且温湿度也要适宜。

（5）制定健全的护理管理体系，并对健康管理中心中

现行的规章制度进行完善。要求护士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与标准完成各自的工作，另外，还应让护士做好自身

的手卫生工作。（6）做好体检者的情绪安抚与宣教工

作，为提高宣教效果，可充分利用宣教图册、PPT 或宣

教短视频等。耐心解答体检者的提问，并注意观察体检

者是否有不良情绪。若体检者有焦虑和烦躁等不良情

绪，需立即安抚。（7）对急救物品与药品进行准备，

同时做好消毒隔离工作。向体检者提供暖心的服务，如：

热水、纸巾与一次性纸杯等。若体检者年纪比较大，或

行动不便，也可向其提供轮椅。（8）每周开展 1 次护

理会议，需会议上，不仅要对本周的护理操作的执行效

果作出评估，还要汇总护理问题，并通过咨询专家及查

阅文献等途径，对护理问题进行解决，以不断完善护理

方案。 
1.3 评价指标[5] 
1.3.1 记录 2 组体检时间。 
1.3.2 护理质量评估：涉及操作技术、环境管理与

护士培训等，总分 100。 
1.3.3 统计不良事件，主要涉及护理差错与护患纠

纷等。 
1.3.4 满意度评估：主要涉及环境舒适度、护士工

作态度与沟通情况等。此次调查的结果用以下形式进

行表述：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结果计算：（一般+满意）/n*100%。 

1.4 统计学分析 
处理本文中所列举的数据之时，都选择 SPSS 24.0。

分析 χ²与 t 的作用，前者检验计数资料，后者检验计量

资料，而这两种资料的表现形式则是（%）、（x�±s）。

差异符合统计学设定的标准时，P＜0.05。 
2 结果 
2.1 体检时间分析 
对比体检时间的数据：试验组只有（1.57±0.41）

h，对照组长达（2.04±0.63）h，差异显著（t=3.2561，
P＜0.05）。 

2.2 护理质量分析 
对比护理质量：试验组高达（98.74±0.93）分，对

照组只有（92.04±1.41）分，差异显著（t=4.6252，P＜
0.05）。 

2.3 不良事件分析 
对比表 1 内的不良事件数据：试验组 1.0%，对照

组 8.5%，P＜0.05。 
2.4 满意度分析 
对比表 2内的满意度：试验组 96.5%，对照组 85.5%，

P＜0.05。 
3 讨论 
由于健康管理中心具备人流量大与工作繁杂等特

点，若仅采取常规护理法来对体检者进行干预，将无法

达到最佳的效果[6]，且护士在工作过程中也更容易出现

护理差错等问题，进而对体检者的体检效率造成了不

利影响[7,8]。而护理标准化服务则是一种新型的护理模

式，不仅涵盖以人为本理念，还十分重视护士综合素养

的培养，并能对护士的行为进行规范，以提高护士的工

作效率。护理标准化服务能对整个护理流程进行优化，

并能让护士更快适应其当前的工作氛围，从而有助于

预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同时也能提高护理质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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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良事件显示表  [n，（%）]  

组别 例数 护理差错 护患纠纷 护理投诉 发生率 

试验组 200 1（0.5） 1（0.5） 0（0.0） 1.0 

对照组 200 7（3.5） 6（3.0） 4（2.0） 8.5 

χ2     6.5039 

P     0.0372 

表 2  满意度显示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200 7（3.5） 46（23.0） 147（73.5） 96.5 

对照组 200 29（14.5） 73（36.5） 98（49.0） 85.5 

χ2     6.7103 

P     0.0305 

 
贺玲等人的研究[10]中，对健康管理中心开展护理

标准化服务工作前/后接诊的健康体检者各 400 人进行

了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标准化服务组的体检时间只有

（1.63±0.48）h，比常规组的（2.03±0.8）h 短；护理

标准化服务组的满意度高达（80.07±6.04）分，比常规

组的（73.16±7.96）分高。表明，护理标准化服务对缩

短体检者的体检时间和提高体检者的满意度具备显著

作用。本研究，对比体检时间的数据：试验组更短（P
＜0.05）；对比调查获取的满意度：试验组更高（P＜
0.05），这和贺玲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对比评估获取

的护理质量：试验组更高（P＜0.05）；对比统计获取

的不良事件数据：试验组更低（P＜0.05）。护理标准

化服务能把护士当前所在的岗位与其工作经验、综合

能力与学历等更好的匹配在一起，让护士能更加充分

的了解其所处科室的工作性质与流程，从而有助于提

高护士的工作效率。另外，护理标准化服务也能对护士

的工作能力进行认可，可在较大限度上提高护士的工

作热情[11]。通过在健康管理中心内开展护理标准化服

务，可取得显著成效，且此法也能减少护理纠纷等不良

事件发生的几率，能改善体检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综上，健康管理中心用护理标准化服务，效果显著，

且体检者的不良事件也更少，体检时间更短，满意度更

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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