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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校分校区职工健康查体行为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楚暋蓓

棬济宁医学院管理学院棳山东 日照棽椃椂椄棽椂棭

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了解某高校分校区教职工健康查体行为棳探讨相关影响因素暎方法暋对某高校分校区教职

工进行问卷调查棳通过旍旓旂旈旙旚旈斻回归筛选相关影响因素暎结果暋被调查教职工上年度健康查体的比例仅为棾棾棶
棽棩棳其影响因素有年龄暍家庭居住地暍健康的自我预判暎结论暋应加强健康查体重要性的宣传椈尽快实现健康查

体的本地化椈建立健康查体标准化流程棳消除地区差异暎
关键词暋教职工椈健康查体椈行为椈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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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健康查体是指运用医学仪器的检查和专家诊

断椲棻椵棳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的诊疗行为暎通过健康

查体得到的信息反馈棳可以实现对疾病的早发现暍
早治疗椲棽灢棾椵暎然而棳一些异地派出机构或分支机构

的职工往往放弃健康查体的机会暎这不仅造成资

源浪费棳而且会使自身的健康状况难以得到保障暎
某高校两地办学棳学校每年会在校本部所在城市给

教职工提供棻次免费健康查体棳而许多分校区教职

工却选择放弃暎本文通过对该分校区教职工健康

查体行为的调查棳探讨影响这部分教职工健康查体

行为的相关因素棳进而为异地派出机构或分支机构

合理引导职工健康查体提供相关参考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对象

某高校分校区教职工分为常住和流动棽种暎
其中棳常住教职工棽椂 名棳主要在分校区工作椈流动

教职工棽 名棳主要在校本部工作棳定期到分校区从

事教学工作暎本文以该高校分校区常住教职工为

调查对象暎共发放调查问卷棽椂 份棳收回棽椆份棳
有效率为椆椃灡椃棩暎
棻灡棽暋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和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

资料暎问卷内容分棽部分暎第棻部分是社会人口

学特征棳包括性别暍年龄暍婚姻状况暍受教育程度暍所
学专业暍家庭年收入和家庭居住地暎第棽部分是对

健康查体的认知与态度棳包括健康查体服务的满意

度暍异地健康查体的态度和健康的自我预判暎
棻灡棾暋统计学方法

采用斢斝斢斢棻椆灡棸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教职工的基本情况

棽椆位有效调查对象棳男性棻棻椂位棳占棿棿灡椄棩棳

椂棻棻



济宁医学院学报棽棸棻棿年棿月第棾椃卷第棽期

女性 棻棿棾 位棳占 灡棽棩椈平 均 年 龄 为 棬棾椃灡棻椄暲
棻灡椃棿棭岁椈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棳占椆棸灡椂棩椈受教育

程度普遍较高棳其中研究生学历占椄棻灡 棩椈所学专

业为医学及其相关专业椂棽人棳非医学专业棻椆椃人椈
家庭年收入在棻 万元以上的棿 人棳棻棸暙棻 万元

的棻棾棽人棳棻棸万元以下的椄棽人椈家庭居住地以在

分校区所在城市为主的棳占椃椄灡椂棩暎
棽灡棽暋健康查体行为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棳教职工的年龄暍家庭居

住地暍所学专业暍健康的自我预判与其健康查体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棳见表棻暎棿 岁以上组教职工

表棻暋分校区教工健康查体行为单因素分析棬旑棳棩棭
因素 总人数

查体

人数

查体

率 氈棽

性别

暋暋男

暋暋女

棻棻椂
棻棿棾

棾椄
棿椄

棾棽灡椄
棾棾灡椂 棸灡棸棻椆 椌棸灡棸

年龄棬岁棭
暋暋棽棸暙 棿椂 椆 棻椆灡椂
暋暋棾棸暙 棻棾椆 棿棿 棾棻灡椃 椄灡棾棾椃 椉棸灡棸
暋暋棿 暙 椃棿 棾棾 棿棿灡椂
婚姻状况

暋暋已婚

暋暋其他

棽棸
棿

椂椃
棻椆

棾棽灡椃
棾灡棽 棸灡棻棽棻 椌棸灡棸

受教育程度

暋暋本科及以下

暋暋研究生

棿椄
棽棻棻

棻椄
椂椄

棾椃灡
棾棽灡棽 棸灡棿椆棸 椌棸灡棸

家庭年收入棬元棭
暋暋棸暙 椄棽 棽椆 棾灡棿
暋暋棻棸万暙 棻棾棽 棿棸 棾棸灡棾 棻灡棸椆椄 椌棸灡棸
暋暋棻 万暙 棿 棻椃 棾椃灡椄
家庭居住地

暋暋分校区所在城市 棻椄 棿椃 棽灡棿
暋暋校本部所在城市 棻 棾棽 椂棽灡椃 棽灡棽棻椆 椉棸灡棸棻
暋暋其他城市 棽棾 椃 棾棸灡棿
所学专业

暋暋医学专业

暋暋非医学专业

椂棽
棻椆椃

棿棻
棿

椂椂灡棻
棽棽灡椄 棾椆灡椄棿棸 椉棸灡棸棻

健康自我预判

暋暋良好

暋暋糟糕

棽棻棽
棿椃

棿
棾棽

棽灡
椂椄灡棻 棾棻灡棿椆椄 椉棸灡棸棻

健康查体服务的满意度

暋暋满意

暋暋不满意

棽棸棸
椆

椂棿
棽棽

棾棽灡棸
棾椃灡棾 棸灡棾棾 椌棸灡棸

对异地健康查体的态度

暋暋支持

暋暋不支持

椂棻
棻椆椄

棽棾
椂棾

棾椃灡椃
棾棻灡椆 棸灡棸棽棻 椌棸灡棸

利用健康查体服务比例棬棿棿灡椂棩棭高于棽棸暙棾棸岁年

龄组棬棻椆灡椂棩棭和棾棸暙棿 岁年龄组棬棾棻灡椃棩棭椈家庭

居住地位于校本部所在城市组的比例棬椂棽灡椃棩棭明
显高于分校区所在城市组棬棽灡棿棩棭和其他城市组

棬棾棸灡棿棩棭椈所学专业为医学及其相关专业组查体比

例棬椂椂灡棻棩棭高于非医学专业组棬棽棽灡椄棩棭椈健康自我

预判暟糟糕暠的比例为椂椄灡棻棩棳明显高于暟良好暠组
棬棽灡 棩棭暎
棽灡棾暋健康查体服务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对年龄暍家庭居住地暍所学专业和健康自我预

判棿个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赋值暎
在 椊棸灡棸 的水平上棳采用非条件旍旓旂旈旙旚旈斻逐步回

归分 析 法 棬进 入 标 准 椉棸灡棸 棳剔 除 标 准 椌
棸灡棻棸棭棳经分析发现棳年龄暍家庭居住地和健康自我

预判是影响因素暎
表棽暋分校区教职工健康查体行为

影响因素的旍旓旂旈旙旚旈斻分析

暋暋暋变量 偏回归系数 斪斸旍斾 斚斠
年龄棬岁棭 棻棸灡棻 棸灡棸棸棽 棻灡椃棾棿
暋暋棾棸暙
暋暋棿 暙

棻灡棻棸棾
棻灡棿椆

灡椂棻棻
椂灡棿棾

棸灡棸棸棻
棸灡棸棸棻

棽灡棻棾棽
棾灡棸椄

家庭居住地 棻棻灡棿椃 棸灡棸棸 棸灡椃棽
暋暋校本部所在城市

暋暋其他城市

棴棸灡椆棸棻
棴棸灡棾椂棾

椃灡椃棸
棸灡椄椆椂

棸灡棸棸棽
棸灡棾椆椃

棸灡棿棸棽
棸灡棿椂椂

健康的自我预判 棸灡椂椄 椃灡椄椄棿 棸灡棸棸棽 棻灡椆椄棿
暋暋常数 棻灡椃棾棾 椆灡棿棻棻 棸灡棸棸棻 椂灡棾棽

棾暋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棳社会人口学特征中棳教职工

的年龄和家庭居住地对教职工是否进行健康查体

有显著影响暎教职工的年龄越大棳进行健康查体的

倾向越明显暎这主要是因为年龄较大的教职工患

病风险比年轻教职工要高棳并且他们中有疾病史

棬如高血压暍脂肪肝等棭的比例更大暎家庭居住地方

面棳家庭居住地在校本部所在城市的教职工进行健

康查体的比例要明显高于家庭居住地在分校区所

在城市的教职工暎这与该校健康查体定点单位有

关暎该高校教职工健康查体定点单位只有一家棳在
校本部所在城市暎分校区教职工进行健康查体必

须到主校区所在城市暎在对部分教职工的个别访

谈中棳我们了解到一些家庭居住地在分校区所在城

市的教职工虽然有健康查体的意愿棳但基于两城市

距离较远棳往来不方便棳而不得不放弃健康查体的

机会暎这个问题在女性教职工中更为普遍暎

椃棻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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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棳在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棳教职工所学专业

对教职工是否进行健康查体有显著影响暎该高校

是医科院校棳而分校区在设置上主要是跟医学相联

系的非医学专业暎所以教职工所学专业可分为医

学及相关专业和非医学专业棽种暎所学专业为医

学及相关专业的教职工基于其专业背景因素棳对自

身的健康状况更为关注棳对健康查体必要性的认识

更为理性棳因此他们进行健康查体的比例要明显高

于非医学专业的教职工暎而该因素在多因素旍旓灢
旂旈旙旚旈斻分析中被过滤掉暎究其原因棳应该是家庭居

住地和健康自我预判对该因素进行了解释暎
健康查体的认知与态度方面棳健康自我预判影

响健康查体行为暎与健康自我预判良好的调查对

象相比棳健康自我预判糟糕的调查对象更倾向于进

行健康查体暎健康自我预判的准确性受主观因素

影响暎有些表征不明显的疾病棳如果不借助医学仪

器单纯靠自我感觉发现不了棳而这些疾病一旦出现

明显表征棳再去检查棳治疗就很有可能错过了 佳

治疗时机暎
另外棳对健康查体的认知与态度中棳健康查体

服务的满意度和对异地健康查体的态度对健康查

体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暎分校区教职工对定点医

院提 供 健 康 查 体 服 务 本 身 满 意 度 较 高棳达 到

椃椃灡棽棩暎这主要因为该医院系三级甲等医院棳并且

是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知名品牌医院棳其健康查体

服务水平较高暎同时棳分校区教职工对异地健康查

体持不支持态度约为椃椂灡棿棩暎然而棳态度支持与

否对健康查体行为影响不大暎在个别访谈中棳部分

教职工表示他们虽然认为异地健康查体不变棳但对

健康查体本地化并不支持棳而是持观望态度暎究其

原因棳主要是两城市医疗水平差异较大棳他们担忧

分校区所在城市医疗水平差棳健康查体结果不准

确暎
身体健康是完成一切工作的前提棳而定期进行

健康查体是保障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暎对此棳学校

应加强健康查体知识的宣传椲棿椵棳让教职工充分认识

健康查体的必要性棳并保持有益于健康的生活习惯

和行为模式椲椵暎同时棳对异地健康查体可能出现的

不便棳学校应在分校区所在城市指定健康查体定点

医院棳尽快实现健康查体本地化暎此外棳城市间医

疗水平差异对健康查体结果影响的问题棳可以通过

建立健康查体标准化流程予以干预暎
经过前期调研棳本研究调查问卷虽然涉及了多

种可能影响因素棳但并不排除其他因素对某高校分

校区教职工健康查体行为的影响棳这有待今后更为

深入的研究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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