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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在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中应用精细化管理的价值。方法 采用精细化

方法管理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对 2014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参加某省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的

2994 例进行精细化服务，应用线性趋势 χ2 比较 5 年间体检满意度的变化差异。结果 实施精细化管

理后省直单位干部体检的满意度上升。结论 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工作中开展精细化管理，能够

有效提高满意度，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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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

健康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开展健康体检，健康

管理服务的医疗机构也逐年增加。其中，干部人

群普遍文化程度较高，相对更加重视健康体检以

及检后的健康管理服务需求［1-2］。将精细化管理

引入到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工作中，开展精细

化管理，优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细节，为他们提

供更满意的健康体检服务是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本研究对 2014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参加南方某省省直单位干部健康体检的人群进

行精细化管理，回顾分析参加体检者对检查满意

度的情况，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4年 1月－ 2018年 12月

共 5 年间参加某省直单位干部年度健康体检的人

群为研究对象，累计 2994 例。纳入标准：自愿参

加本研究且具有正常言语表达和沟通、阅读理解

能力，无神经系统或精神类疾病，当前无使用精

神类药物等。排除标准：精神类疾病患者，存在

言语沟通、文字表达或阅读理解等障碍者［3］。

1．2   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方式对参加健康体

检的研究对象进行体检后的满意度以及健康管

理服务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估。问卷编制基于干部

保健工作实践、查阅相关资料和征询保健专家意

见等。调查问卷和每年开展健康体检工作通知发

放时一并附寄至各省直单位联络员。各联络员负

责组织研究对象参加体检和体检后填写、收集问

卷，年度体检完成后提交至省干部保健中心［3］。

根据调查反馈结果对省直干部体检工作进行持续

性改进，实施精细化管理。

1．2．1  体检工作形成制度化 成立省直单位

干部健康体检管理部门，由省干部保健中心统筹

组织开展省直单位干部年度健康体检工作。省直

单位干部保健中心负责制定体检工作管理规范并

提交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下发，指导承担体检的

医院开展规范化体检服务。每年初，省直单位干

部保健中心负责组织体检的医院和省直单位联络

员召开年度体检工作会议，开展经验交流与理论

培训。对上年度体检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提

出改进建议，对本年度体检工作进行布置安排。

1．2．2  开展个性化健康体检套餐 根据参加

体检的干部需求不同，推出个性化的体检套餐。

体检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自选项目。省直单位参

加健康体检的干部在体检经费控制范围内根据需

要进行项目的增减，满足不同个体对自身健康状

况的了解。

1．2．3  优化体检流程 实行预约制，各省直单

位联络员至少提前 1 周与体检人员和医院体检

中心进行联络沟通，明确参与体检人数、体检项

目并提前开具检查单。体检中心提供舒适体检环

境，保证体检区域卫生整洁，空气流通，为体检

人员提供饮用水、纸杯和检后早餐等。对不同人

群在体检地点、时间方面进行合理调节，缩短人

员拥挤和等待时间。对体检项目安排在体检信息

表上给出指引，同一楼层的检查项目集中完成。

不同检查区域做好明显标识，方便寻找。增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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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员，为体检者提供体检流程讲解、体检路线指

引和秩序维护等。

1．2．4  做好检后服务 体检结果出来后，按照

体检者进行分类汇总，装订成册。对检查项目进

行核对，对异常结果提供答疑，指引进一步分诊

和处理。为体检人员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与其身

份证信息、手机号码等关联，方便后续就诊参考。

1．3   观察指标 体检满意度调查分析，问卷包

括的主要内容有：体检医院的指引标识、体检环

境舒适度、体检医院人员服务态度、体检项目安

排质量高低、体检医护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检后开

展健康管理服务情况等方面。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13．0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应用 EXCEL 软件录入数据与

核查。计数资料采用线性趋势 χ2 检验，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本调查回顾 2014年 1月－ 2018

年 12月共 5年间情况，有效地回收调查表数量各

年度为：471份、507份、571份、725份和 720份，

总计 2994 份。主要调查内容及编码见表 1。

2．2   体检满意度情况 各年度体检满意度水平

比较，多项指标满意率总体上随年度呈上升趋势，

趋势变化差异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中，对医院体检标识或指引的总体满意率最高，

各年度均在 89% 以上。对体检医院的健康管理服

务水平方面满意率总体偏低，在 25．8% ～ 53．8%，

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见表 2。

表 1 某省省直单位健康体检满意度问卷调查内容编码 
问卷编码 问卷内容

问 1 体检医院的指引标识是否清晰

问 2 您对体检医院的环境是否满意

问 3 您对体检医院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问 4 您对医院体检项目安排的质量方面是否满意

问 5 您对体检医院的医护检查技术水平方面是否满意

问 6 体检医院是否有提供检后的健康管理服务（如开展健康讲座、健康咨询，建立健康档案）

问 7 您对体检医院检后健康管理服务总体上是否满意

表 2 2014 年 1 月－ 2018 年 12 月某省省直单位干部体检满意水平年度变化

项目

2014 年（n=471） 2015 年（n=507） 2016 年（n=571） 2017 年（n=725） 2018 年（n=720） 线性
趋势
χ2 值

P 值
例数

占比
（%）

例数
占比

（%）
例数

占比
（%）

例数
占比

（%）
例数

占比
（%）

问 1 425 90．2 453 89．3 520 91．1 671 92．6 674 93．6 8．1 <0．01

问 2 312 66．2 305 60．2 371 65．0 528 72．8 526 73．1 20．9 <0．01

问 3 319 67．7 345 68．0 433 75．8 568 78．3 561 77．9 27．5 <0．01

问 4 309 65．6 319 62．9 363 63．6 510 70．3 508 70．6 9．2 <0．01

问 5 331 70．3 330 65．1 380 66．5 551 76．0 562 78．1 24．0 <0．01

问 6 259 55．0 262 51．7 405 70．9 569 78．5 595 82．6 187．0 <0．01

问 7 133 28．2 131 25．8 228 39．9 374 51．6 387 53．8 29．6 <0．01

3  讨  论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保健水平不断

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加剧，慢病

人群也在增加。健康体检在疾病三级预防方面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健康体检，可尽早发

现慢性疾病，为早期干预提供指导，保障受检者的

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4］。进一步的检后服务可

以指导受检者开展健康管理，有利于调节其日常

生活方式，对于保障受检者健康具有良好的指导

作用［5］。省直单位干部群体普遍重视健康体检，

对健康体检服务需求较大，对体检主管部门和承

担体检任务的医院均提出较高要求。做好干部年

度健康体检工作，是党和政府对干部群体关怀的

具体体现，是干部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省

直单位年度体检工作涉及多家不同单位，组织难

度较大，检查项目较多，需要科学统筹，合理做好

安排［2，6］。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既需解决好省

直单位干部关注的体检项目选择，又需积极引导

树立科学保健观。引入精细化管理可优化健康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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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及满意度。

精细化管理是应社会分工细化和服务水平提

升而出现，也是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常规

管理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技术工具和有效的管

理方法，管理模式精细化。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

管理模式，精细化管理要求以人为本，在实践工作

中更加注重细节方面的服务［7-9］。在医院管理中

应用精细化管理能够有效地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减少工作中的差错事件发生，降低投诉率，有利于

医疗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7，10］。开展精细化健康

体检管理模式，其不同于既往常规管理的模式。

要求医疗机构从体检者角度出发，在其进入医院

之前，就需要做好各种标识和指示，或者是在相关

人员的引领下完成项目检查，更能体现人性化的

特点。相比较于常规健康体检管理，实施精细化

管理后具有以下方面特点：①体检形成制度化。

通过对既往体检工作进行总结，结合省直单位需

求和承担体检单位医院特点，组织修订省直单位

人员健康体检规范。按照规范开展工作，做到有

章可循。②体检流程优化。科学合理安排体检项

目，优化检查顺序，增加体检标识指引和导医服

务，使参检的省直单位干部职工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完成检查项目，同时完善检后管理服务。③加

强组织和团队协作能力。省直单位干部体检工作

涉及多个部门，参加检查的人员来自多家单位，

均由省干部保健中心进行组织协调。在开始每

年度健康体检工作前，召开年度体检工作会议。

明确各部门职责定位，协调好不同省直部门之间

的任务分工，保障了体检工作顺利进行。④做好

总结分析。每年度体检后总结分析体检情况，发

现问题及时改进，在下一年度体检工作开始前做

好部署安排。根据省直单位需求、财政预算支付

情况，适时调整个体化体检项目，不断提高服务

水平。

本调查研究显示，通过引入精细化管理，持

续改进健康体检工作，省直单位干部各项体检满

意率总体上呈现出逐年升高趋势（P<0．05），各

项体检满意率五年升幅多在 10% 左右，与同类研

究结果相比略低［11-12］。其中，承担体检的医院在

体检标识和指引方面做得比较好，满意度相对其

他项目要高。参检服务各部门，尤其是承担体检

任务的医院在体检服务态度、体检项目质量和医

护专业技术水平、体检后的健康管理服务方面还

需进一步加强，改变既往只检查、不干预或轻干

预的情况。提升医院健康体检服务水平和健康管

理能力，把“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真正落到实

处［13］。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在多方面持续布

局，如政策支撑、管理细则、队伍建设、财政支持

等，推动健康体检工作规范有序发展，保障健康体

检的质量［14］。

综上所述，精细化管理使干部健康体检服务

流程得到了优化，为省直单位干部体检提供了个

体化服务，提高了体检满意度，对于提高干部保健

健康管理服务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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