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 Women's Health 《健康女性》 

Women's Health 《健康女性》 ·41·

2021年 4月第 13期

健康体检中漏检与弃检的原因分析与管理策略 

杨运慧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四川德阳  618000 

摘要：目的：分析在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生漏检和弃检的原因，寻找管理对策，提高服务质量。方法：随机抽取我院体检报告 3270 份作为研究对象，

对漏检、弃检的项目进行统计处理，分析漏检和弃检的主要原因。结果：3270 份体检资料中，漏检率为 16.02%，弃检率为 8.13%，漏检、弃检率为 24.15%。

原因为体检人员健康意识薄弱，工作忙、怕泄露隐私以及体检组织单位管理不完善等。结论  体检时，弃检、漏检等情况普遍存在，应加强对受检人员

的体检管理，使其能够积极主动完成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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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健康体检是利用医学的技术和方法，对受检人群进行身体检查，了

解受检人员的身体健康水平，及早发现疾病的线索和健康隐患的一种诊

疗行为，也是疾病二级预防的重要实现方案。随着近年来人们健康意识

的不断提高，对于疾病的预防意识也不断增强，健康体检也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1]。在国家“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大环境条件下，以团体为组

织形式，来进行健康体检已经成为行业规则，而越来越多的单位也将健

康体检作为员工的一种福利措施。但实际团体体检与个人体检有着一定

的区别，其不同于个人体检时的主动性，故而常出现弃检、漏检项目的

情况，导致检测结果无法真实、准确的反映出受检人群的健康状况，影

响了对受检者身体全面评估；甚至由于漏检、弃检等情况的发生，导致

疾病未能被及时检出，从而耽误了疾病的早发现、以及早治疗。本次将

就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生漏检和弃检的原因进行分析，寻找相关接近管理

对策，以期提高健康体检服务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 2017年 6月-2017年 12月期间在我院行健康体检人群

共计 3270例，涉及体检报告共计 3270份。其中男性 1268人，女性为 2002

人。年龄为 20-69 岁，平均年龄为 46.38±2.93 岁。3270 份体检资料中，

共计出现漏检 524例，其中男性 382例，女性 142例，漏检率为 16.02%，

弃检 266例，其中男性 169例，女性 97例，弃检率为 8.13%。漏检、弃

检率为 24.15%。 

1.2方法 

对存在着漏检、弃检情况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并在受检人群体检

后 1个月内，通过电话随访等方式给予患者问卷调查，了解其出现弃检、

漏检等情况原因。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以 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性。 

2 结果 

2.1年龄与性别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弃检、漏检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且不同年龄段男性与女性的弃检、漏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2. 

表 1  不同年龄和性别人群漏检情况分析 

男性 女性 
年龄 

例数 漏检率 例数 漏检率 
X2 P 

20-29 132 32.12% 51 9.11% 21.382 0.000 

30-39 101 24.46% 36 7.30% 19.231 0.000 

40-49 75 19.58% 26 6.13% 17.497 0.000 

50-59 49 18.56% 15 4.46% 16.875 0.000 

60-69 25 13.97% 6 1.86% 32.185 0.000 

合计 382 23.15% 142 7.09% 31.394 0.000 

表 2  不同年龄和性别人群弃检情况分析 

男性 女性 
年龄 

例数 弃检率 例数 弃检率 
X2 P 

20-29 46 16.03% 29 6.79% 23.481 0.000 

30-39 44 14.57% 20 4.04% 29.582 0.000 

40-49 41 11.33% 22 3.69% 22.713 0.000 

50-59 29 9.54% 18 5.31% 15.683 0.000 

60-69 9 4.95% 8 3.31% 4.281 0.141 

合计 169 11.76% 97 4.85% 38.394 0.000 

2.2体检项目 

在不同体检项目中，受检人员漏检、弃检发生率具有着显著的差异

性，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4. 

表 3  不同体检项目漏检情况分析 

项目 漏检例数 漏检率 

眼耳鼻喉口腔 97 2.97% 

内外科 69 2.11% 

身高体重血压腹围臀围 88 2.69% 

妇检 61 3.05% 

胸部 X 线检查 39 1.19% 

尿常规 66 2.02% 

心电图 37 1.13% 

B 超检查 35 1.07% 

血液检查 32 0.98% 

合计 524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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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体检项目弃检情况分析 

项目 弃检例数 弃检率 

眼耳鼻喉口腔 45 1.38% 

内外科 32 0.98% 

身高体重血压腹围臀围 49 1.50% 

妇检 41 2.05% 

胸部 X 线检查 26 0.80% 

尿常规 21 0.64% 

心电图 19 0.58% 

B 超检查 18 0.55% 

血液检查 15 0.46% 

合计 266 8.13% 

2.3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出现漏检、弃检情况的的人群，主要原因是自

认为身体状况良好，无明显不适感，故而无需体检等，见表 5、6。 

表 5  问卷调查漏检发生原因分析 

项目 漏检例数 百分百

工作太忙，选重要的项目检查 124 23.66%

自认为掌握较全面的医疗知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

况 

78 14.89%

怕麻烦、不能忍受检查造成的不适或疼痛 114 21.76%

排队等候时间过长 63 12.02%

害怕查出严重疾病或担心泄露隐私 91 17.37%

体检中心管理不善（收表不检查项目完成没有） 54 10.31%

合计 524 100.00%

表 6  问卷调查漏检发生原因分析 

项目 弃检例数 百分百

工作太忙，选重要的项目检查 68 25.56%

自认为掌握较全面的医疗知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55 20.68%

怕麻烦、不能忍受检查造成的不适或疼痛 56 21.05%

排队等候时间过长 27 10.15%

害怕查出严重疾病或担心泄露隐私 36 13.53%

受检单位管理不善（主要是单位部门多，没得到通知） 24 9.02% 

合计 266 100.00%

3 讨  论 

3.1资料特点分析 

3.1.1漏检、弃检发生率较高 

本次研究纳入的 3270例受检人员中，共计发生漏检 524例，漏检率

为 16.02%，弃检 266例，弃检率为 8.13%。漏检、弃检率为 24.15%。其

中漏检、弃检人群中，以男性人群为主。 

3.1.2漏检、弃检发生以年轻人为主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出现漏检、弃检情况的年龄段覆盖了本次研究

所有年龄段，但其中以年轻人为主，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漏检、弃检发

生率有所下降[2]。 

3.1.3漏检、弃检发生原因分析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出现漏检、弃检等情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①健康意识薄弱：本次研究中出现漏检、弃检情况的人群中，

大多在不同程度是认为自己身体情况较好，不存在疾病，无需进行体检，

而这部分人群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男性人群。②轻视手工检查：部分

受检人群在参加健康体检时，主要检查超声、心电图、血液等，认为其

他体格检查不重要而弃检，尤其是存在隐私等情况的检查，如妇科检查、

肛检等，导致无法完整的收集到受检人员的体检资料，影响整体健康评

估[3]。③工作忙或怕麻烦：部分受检者由于工作岗位特殊或者经常出差，

及时指导自身健康状况不佳，也由于时间问题而只选择做几个项目的体

检，或者部分受检者干脆放弃体检，以以后有时间再做来安慰自己。④

害怕隐私泄露：部分受检人员担心自身的体检结果（如乙肝、生殖系统

疾病等）被他人知道，影响自己的正常交际和工作前途，故而有意识的

放弃部分检查项目，导致体检资料不完整。⑤受检单位及责任人管理意

识不足：部分企业或者单位由于对健康体检的重视程度不足，未能及时

认真的组织好体检工作，对受检人员也未能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思想教育，

导致部分受检人员出现漏检、弃检等情况[4]。⑥导诊人员、收表人员责任

心欠缺，没仔细核查体检项目，导致体检人员不知道自己还有项目没做，

电话通知后又不愿来补检，这是老年人漏检、弃检的主要原因。 

3.2策略 

3.2.1加强体检工作的组织管理力度 

受检单位应提高健康体检的管理意识，提前做好体检准备工作，认

真通知核实受检人员体检日期，明确体检项目，以便其能够做好工作的

安排。医院体检中心也应帮助受检单位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在条件允许

情况下可通过举办健康讲座等形式，让单位责任人和受检人员充分认识

到体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普检项目体检的重要性，不要轻视每一

个检查项目。同时体检中心做好体检医务人员的安排工作，做好导诊，

收表时仔细核查，指导受检人员完成体检工作，对于受检人员的疑问要

认真解答[5]。最后体检中心要及时安排补检，争取让漏检、弃检的人员及

时完成体检。 

3.2.2严格做好保护行医疗制度 

体检过程中要严格做好个人隐私的保护工作，超声检查时实行男女

分区检查，体检报告一人一份，放置于体检档案专用袋内。医务人员做

好自身管理工作，严禁公开谈论患者体检结果。 

结  论 

临床体检时，弃检、漏检等情况普遍存在，影响了患者的对身体健

康状况的全面评估，甚至耽误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故而体检组织单

位以及医院体检中心应加强对受检人员的体检管理，提高其健康意识，

使受检人员能够认识到，每年定期做全面的体检是非常必要的，从而积

极主动完成每次的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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