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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在医院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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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戴明环(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在医院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记录并

比较深圳市人民医院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2020年 1至 6月)、实施后(2020年 7月至 2021年 1月)护理

人员的技能操作成绩、护理质量评分，以及实施前后患者的病房不良事件发生率及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后，护理人员的静脉输液、氧气吸入法、心肺复苏、无菌操作评分分别为(97.21±1.76)分、

(98.33±1.36)分、(98.74±1.20)分、(98.42±1.31)分，明显高于实施前的(85.73±6.08)分、(90.02±3.45)分、(92.15±3.76)分、

(89.67±5.2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施后，护理人员的基础护理、优质护理、病区管理、危重患者管理、

药品/物品管理、护理文件书写、行为操作规范以及护理安全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实施后患者的病房不良事件发生率为0.16%，明显低于实施前的0.34%，患者的总满意度为92.13%，明显高于实施

前的80.9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有助于提高医院护理质量，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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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deming cycle (PDCA) circular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measures in hospital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The skill operation, nursing quality scores of nursing staff

before implementation of PDCA circular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measures (January to June 2020) and after imple-

mentation (July 2020 to January 2021) in Shenzhen People's Hospital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inci-

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Result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DCA circular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intravenous infusion, oxygen inhalation, cardiopulmo-

nary resuscitation, and aseptic operation scores of nursing staff were (97.21 ± 1.76) points, (98.33 ± 1.36) points,

(98.74±1.20) points, (98.42±1.31)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5.73±6.08) points, (90.02±3.45) points,

(92.15±3.76) points, (89.67±5.27) points before implementation (P<0.05); after implementation, the basic nursing, high

quality nursing, ward management, critical patients management, drug/article management, nursing document writing,

behavioral operation standard, and nursing safety score of nursing staff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P<0.05);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as 0.1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0.34%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P<0.05); after implementation,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patients was

92.13%,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0.93%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P<0.05). Conclusion PDCA circular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measures ar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ospital nursing, and have a high clinical appli-

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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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就医人群的不断增
加，人们对医院护理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护理工
作的有效开展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1-2]。目前，越来越
多的医院护理管理工作也逐渐沿着科学、优质、系统、
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以适应临床工作需求[3-4]。戴明环
(PDCA)循环管理法最先由美国的质量管理专家所提
出，主要是按照计划(P)、实施(D)、检查(C)以及处理(A)

这几个顺序来开展管理工作，且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
可发现问题，并在下一个循环予以解决，在提高管理

质量中有较好的应用优势 [5-6]。本研究将 PDCA 循环
质控管理措施应用于医院护理质量管理过程中，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深圳市人民医院住院部病区共
计 20个，开放床位 800余张，患者与护士配比 1∶0.4，
所开展培训专业的质控人员均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
经验。其中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为 2020

年1至6月，实施后为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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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中，主要分

为P、D、C、A四个阶段。P阶段：首先对既往护理工作

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了解出现问题的原因。主

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①护理人员的综合知识和护理

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护理人员的护理经验较为落后；

②护理质量管理工作实施不到位，包括流程不合理、

规章制度不完善、临床问题反馈不及时等；③未将患

者放在护理工作的核心位置，不能充分满足患者需

求，是导致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较低的重要原因。根据

上述问题制定合理性的处理方案，并严格制定每个病

区的管理目标，将计划分为月、周计划，并将本月所出

现的问题再次进行归纳总结，提出处理方案，再列入

下个月管理工作的检查重点，持续改进护理质量。D

阶段：①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对医院相关护理人

员、业务骨干等定期进行院内、院外的相关培训，培训

内容可根据学历而定，例如中专、大专的护理人员可

重点培训理论基础和临床技术操作，而护师以上、本

科学历的护理人员可重点扩展科研能力，发挥各级护

士的优势，积极倡导护理人员进行在职学习，提高整

体综合素质；②积极完善护理质量管理工作：结合临

床实际情况，对既往的护理管理内容加以完善，制定

一套详细、合理的护理管理目标，做到“技术操作规

范、服务流程标准”；③指导护理人员将患者当做护理

工作的核心主体，在护理期间，对患者提出的要求应

尽量满足，加强对患者的疾病宣教知识等，日常多和

患者沟通，提高患者对自身护理的积极性，并定期询

问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C阶段：每周、每月定期对护

理质量进行监督及检查，评估每个阶段的护理结果。

A阶段：召开集体会议，对上一阶段的护理质量管理情

况进行讨论，提出薄弱的环节，并对照问题加以整改，

再实施到下一个周期的护理内容中。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技能操作成绩：随

机选择 400名同批护理人员进行检查，比较PDCA循

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 (2020 年 6 月评价)、实施后

(2021年1月评价)技能操作成绩。技能操作成绩主要

包括静脉输液、氧气吸入法、心肺复苏、无菌操作，满

分均为 100分，分值越高则代表结果越好。(2)护理质

量评分：随机选择400名同批护理人员进行检查，比较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前后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

质量评分内容主要包括基础护理、优质护理、病区管

理、危重患者管理、药品/物品管理、护理文件书写、行

为操作规范以及护理安全，满分均为100分，分值越高

则代表结果越好。(3)病房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PDCA循环质控管理实施前(患者共计 9 731例)、实施

后(患者共计9 820例)常见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包括

跌倒、坠床、压疮、误诊等内容。(4)患者的满意度：于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前后发放 500 份问卷调查

表，其中实施前收回 451份有效问卷，实施后收回 470

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主要记录患者对护理的满意情

况，包括十分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总满意度=十

分满意+一般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两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技能

操作成绩比较 实施后，护理人员的静脉输液、氧气

吸入法、心肺复苏、无菌操作评分明显高于实施前，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护理

质量评分比较 实施后，护理人员的基础护理、优质

护理、病区管理、危重患者管理、药品/物品管理、护理

文件书写、行为操作规范以及护理安全评分明显高于

实施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技能操作成绩比较(x-±s，分)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t值
P值

例数

400

400

静脉输液

85.73±6.08

97.21±1.76

36.274

<0.05

氧气吸入法

90.02±3.45

98.33±1.36

44.817

<0.05

心肺复苏

92.15±3.76

98.74±1.20

33.394

<0.05

无菌操作

89.67±5.27

98.42±1.31

32.226

<0.05

表2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护理质量评分比较(x-±s，分)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t值
P值

例数

400

400

基础护理

90.34±2.85

96.88±2.15

36.639

<0.05

优质护理

88.65±4.17

95.82±3.06

27.725

<0.05

病区管理

91.32±3.63

97.30±2.11

25.591

<0.05

危重患者管理

89.32±4.66

97.14±1.51

31.928

<0.05

药品/物品管理

90.02±3.74

98.05±1.75

38.894

<0.05

护理文件书写

91.34±3.08

97.63±1.52

36.627

<0.05

行为操作规范

89.12±3.73

96.59±2.11

34.862

<0.05

护理安全

91.21±2.98

97.31±1.60

36.069

<0.05

2.3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病房

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实施后患者的病房不良事

件发生率为 0.16%，明显低于实施前的 0.34%，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6.069，P<0.05)，见表3。

表3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的病房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

较(例)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例数

9 731

9 820

跌倒

10

5

坠床

9

4

压疮

11

6

误诊

3

1

总发生率(%)

0.3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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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DCA 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患者满

意度比较 实施后患者的总满意度为92.13%，明显高

于实施前的80.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934，P<

0.05)，见表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健

康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强，病患对护理质量管理工作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积极加强护理质量在提高患者满意

度、促进护患和谐中作用关键，且有助于提高医院的

整体管理水平[7-8]。要想从根本上提高护理质量管理

情况，除了加强对专业护理知识的培训力度之外，也

需提高对其的护理继续教育内容，应从总体上提高护

理人员的综合素质。

目前的医院护理管理内容中仍存在着较多问题，

不仅容易影响到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让患者难以接

受有效的护理，还会降低总体治疗效果，影响患者对

医院的满意度[9-10]。PDCA循环是近年兴起的一种管

理方式，该模式主要是通过分析问题、制定计划、实施

计划、检查、处理问题等步骤，发挥控制管理质量的作

用，已普遍应用于较多科室的管理之中[11-12]。临床研

究显示，PDCA循环就像是一个螺旋桨，每进行一次循

环，就可发现管理过程中的问题，并在下一个循环过

程中加以纠正，有助于指导临床工作，达到护理质量

持续改进的目的[13-14]。

本研究对既往护理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分

析后发现，问题主要集中在护理人员的综合知识和护

理能力参差不齐、护理质量管理工作实施不到位、未将

患者放在护理工作的核心位置这三个方面，这也是较多

医院管理过程中较为常见的问题。而在本研究的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的中，根据上述问题提出对于

的处理措施，包括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积极完善护

理质量管理工作、指导护理人员将患者当做护理工作的

核心主体等内容，目的是提高总体的护理管理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

后的技能操作成绩、护理质量评分均得到了明显的提

升，且病房不良事件的总发生率也更低。通过分析，

是由于PDCA管理措施中更具有流程性、规范化，可对

既往的问题进行分析，及时发现管理工作中所出现的

薄弱环节，再提出针对性的方案应用于实际的临床之

中，并在实施过程中继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定期对

护理工作质量进行总结和评估，可保证工作落实到

位，让整个管理过程在不断改进中变得越来越完善，

从根本上提高管理质量，积极减少相关不良事件的发

生。郑松娅等[15]报道也认为，PDCA循环有助于持续

性的提升医院的管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推广价值。此

外，本研究也显示，实施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后患

者的满意度高达 92.13%。通过分析是由于在既往的

护理工作中，存在着整改效率低下、追踪时效性不足

等缺点，有时会忽略到患者的需求；而在PDCA循环质

控管理措施中，将患者当做了护理工作的核心主体，

积极满足其需求，有助于提高患者对医院的好感度，

且在改善护理质量后也有助于加强对患者的满意

度。但本研究也存在部分不足，例如研究时间过短、

未详细分析每个科室的护理质量情况等，针对此部分

缺陷今后也将开展更高质量的实验来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的应用效果

显著，有助于提高医院护理质量，减少病房不良事件

发生率，并提高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具有较高的临

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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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DCA循环质控管理措施实施前后患者满意度比较(例)

时间

实施前

实施后

例数

451

470

十分满意

200

281

一般满意

165

152

不满意

86

37

总满意率(%)

80.93

92.13

··2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