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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在新疆喀什地区全民体检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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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健康管理在新疆喀什地区全民体检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10~12月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进行

全民健康体检的体检者共1000例，年龄在18~65岁之间，男性组500例，女性组500例，于体检前后进行量表测评，评估其对全

民健康体检及体检管理的认知度。结果  实施体检前后，体检者对全民健康体检及体检管理的认知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  通过将健康管理运用到全民体检中，真正有效地提高了民众的健康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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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

们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实现全民健康成为社

会及医学发展的重要话题[1]，人们的健康意识也愈加

强烈[7]。开展全民体检是国家形势及人民群众所需，

在全民体检的基础上，对体检人群在体检后采取健

康评估，健康教育，健康指导，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

措施，真正有效地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将中央的惠民

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资料选取2016年10~12月在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进行全民健康体检的体检者共1000例，年龄在

18~65岁之间，男性组500例，女性组500例，抽取健康

体检档案，发现肺结核患者65例，乙肝表面抗原阳性

者63例，高血压患者38例，心脏病患者31例，糖尿病

患者48例，泌尿系结石患者98例。选取的体检者必须

具备如下条件：意识清晰，无认知障碍；喀什地区常

住人口，愿意配合完成调查及随访。

1.2  方法

在实施体检和健康管理前后进行全民健康体检

及体检管理认知度的评估。依据我院自制的健康调

查调查问卷及调查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对自己的

健康状况是否了解；是否愿意今后每年做全民健康

体检；是否愿意今后参加公益性的健康知识讲座；医

生打电话建议您去医院复查，进一步诊治疾病，是否

愿意配合。

1.3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

析，采用配对样本卡方检验，P<0.01有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

2  结果

两组体检者对全民健康体检及体检管理的认知

度存在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论

健康管理即对个体或群体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

全面的监测、分析、评估、预测，并通过提供咨询和指

导对疾病进行预防和维护的全过程[8]。健康管理最

早起源于美国，1928年美国蓝十字和蓝盾保险公司

以对基本医疗进行补充服务为目的，对为教师和工

人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进行了健康管理时间，初步

提出并应用了健康管理理念[2]。美国将健康管理纳

入到了国家医疗保健计划[3]。健康管理在中国整体

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4]，在当前社会老龄化，慢性病

发生率不断增高以及由此造成的医疗费用持续上

涨，人们寻求控制医疗费用并保证个人健康利益的

呼声渐高的市场形势推动下，健康管理的需求和发

展潜力巨大，是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最佳选择，现代

管理的出现是时代发展和市场的需要[5]。健康管理

的目的就是通过调动个体和群体及整个社会的积极

性，最大限度利用各种有效资源来控制疾病，达到健

康促进的最大健康效果[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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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体检者对全民健康体检及体检管理的认知度

（n=1000）

项目 认知度
健康管理前

（%）

健康管理后

（%）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了解程度 了解 978（97.8） 38（0.38）

是否愿意每年做全民健康体检 愿意 1000（100） 598（59.8）

是否愿意参加健康知识讲座 愿意 889（88.9） 136（13.6）

医生打电话给出诊疗建议是否

愿意配合
愿意 912（9.12） 48（0.48）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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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服务中实施健康管理，在体检服务中

针对健康、亚健康和慢性病人群实施健康管理具有

迫切性和必要性[13-14]。本研究在2016年新疆喀什地

区进行了450余万人的全民体检的前提下，我院进行

了1万余人的全民健康体检基础上，对体检者进行健

康教育，健康指导，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措施，达到

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目的。

健康管理干预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

疾病会被及早发现并诊治，不仅降低了疾病的发病

率，更降低了人们的心理压力和经济压力[6]。目前，

人们的健康管理需求大大提高，这不仅对人们的健

康意义重大，更可以有效避免各种重大疾病的发生[7]。

尝试将健康管理服务应用于健康体检，改变以往健

康体检缺乏后续服务的状况，是真正以人为中心，以

健康为中心的一种全新服务模式[11]。转变健康服务

模式，以体检为契机，通过积极和优质的预防服务，

在疾病尚未发展程不可逆转之前预防其发生或延缓

其进程，才能将健康体检发展成健康促进的系统

工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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