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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在内分泌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分析
董闯，付建梅，高娜，白洁 （河北中石油中心医院内分泌血液科，河北廊坊  065000）

摘要：目的：分析 PDCA 循环法在内分泌科室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2019 年 1~12 月内分泌科执行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将该
阶段 10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2020 年 1~10 月内分泌科执行 PDCA 循环护理管理模式，将该阶段 100 例患者纳入观察组。比较两个阶

段的护理质量评分。统计两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价高于对照组评价分数（P＜ 0.05）。PDCA 循环

法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常规护理管理模式的护理质量评分（P＜ 0.05）。结论：在内分泌科护理管理中执行 PDCA 循环法，可提

高护理工作质量及患者满意度，为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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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是一种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最早
在美国被提出，分别包括 Plan（计划）、Do（执行）、
Check（检查）和 Act（处理）四个环节，分阶段式的
进行质量管理。在执行该管理模式的过程中，需根据
目标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严格监督计划的执行，并
定期检查执行成果，总结问题，最后处理问题；未能
在这一流程中处理的问题进入到下一个循环中，如此
循环往复 [1]。如今，在医疗护理工作中，为了使患者
多样化、差异化的需要得到满足，应不断优化护理工
作细节，提高护理人员工作素质。PDCA 循环法开始
应用于护理管理工作中，打造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工
作模式，提高全员的工作素质，为患者带来更加高质
量的护理服务是 PDCA 循环的核心目标。医院内分泌
科室在护理管理工作中建立了 PDCA 循环管理方法。
本研究分析 PDCA 循环法在内分泌科室护理管理中的
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1~12 月内分泌科执行常规护理管理模式，
将该阶段 100 例患者纳入对照组；2020 年 1~10 月内
分泌科执行 PDCA 循环护理管理模式，将该阶段 100
例患者纳入观察组。内分泌科护理工作者 16 名，其
中主管护师 3 名，护师 5 名，护士 8 名；年龄 25~49
岁，平均（36.41±2.28）岁；内分泌科工作年限 2~13
年，平均（4.25±3.69）年。对照组男性 33 例，女性
67 例；年龄 32~62 岁，平均（48.24±2.56）岁。观
察组男性 40 例，女性 60 例；年龄 29~-66 岁，平均
（48.25±3.12）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 ＞ 0.05），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常规护理管理模式：护士长通过日常巡查，通过
收集患者反馈建议等方式总结护理工作中的问题，制
定对策。

PDCA 循环护理管理模式：（1）Plan（计划）。

结合内分泌科护理工作的细则制定工作计划和目标。
进一步规范护理操作流程，提高护理安全。在为患者
用药和输液前先进行过敏试验；对危重症病人加强监
控；对待新转院的病人做到密切监护；在患者人数较
多的时段注意工作细则，防范疏漏，杜绝差错事件。
预防锐器伤害的风险，提高穿刺成功率，减少穿刺造
成的感染、疼痛；能够正确使用、存放医疗安全器械，
正确进行自我保护。优化护理服务，能够从用药护理、
卫生护理、心理护理等多角度满足患者的生理及心理
需要，优化住院体验 [2]。（2）Do（执行）。执行期间，
对护士进行护理操作培训、护理风险培训、主动护理
理念及人性化护理理念培训，学会调节工作压力。制
定严格、完善的护理工作机制。护士长和主管护师轮
换跟班，对新上岗护士及有工作情绪的护士重点管理，
要求为患者提供去情绪化服务。合理调班，交接班时
做好交接，患者人数较多的时期增加排班。如果护士
因个人原因造成护理差错，追究其个人责任。对科室
内损坏、残缺的医疗设备进行更新，引进新设备时组
织护理人员统一学习操作方法，制定锐器损伤后的紧
急处理流程。优化护理工作细节，要求护士长严抓细
节性工作，做到地面、桌面、门窗、墙壁光洁。护士
不穿硬底鞋，进出病房做到说话轻、开门轻、动作轻，
不在病房内外大声讲话。及时更换病床上的床头牌，
认真核对患者信息，发药前反复确认信息。坚持执行
洗手、消毒工作，按要求着装，对病人物品进行消毒。
对高龄患者、危重症患者给予更加严密的监视和周密
的护理，增加病房巡视的频率。尽可能满足患者需求，
在与患者沟通时坚持微笑服务，保持耐心、细心的工
作态度，不斥责患者，对部分患者给予心理必要的疏
导。通过定期组织座谈会、模拟训练活动等方式，在
内部促进护理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 [3]。（3）Check（检
查）。护士长作为主要负责人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
检查，主管护师分管各项工作的检查。护理人员同时
也进行自查和互查，以既定的工作标准来评价自身完
成工作任务的情况，相互之间监督，举报问题。每月
召开一次总结性会议，对近期出现的护理工作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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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结，抓典型，对出现严重工作失误的护士进行处
罚和二次培训。对于长期表现的优秀的护理工作者，
将其组织起来，构建一支护理质量控制小组，专门负
责督查工作。对每名护理人员的考核结果将与其薪资
待遇、晋升、职称评价相挂钩，制定激励和处罚机制，
与工作要求相结合，每触犯一条，都会受到相应的处
罚。（4）Action（处理）。在总结性会议中，将近一
阶段出现的患者投诉、护理差错事件及护士受处罚问
题集中讨论。主要问题包括护士的主动服务意识不足，
紧急事件处理能力不强，对患者的服务态度需要进一
步优化。交接班时，工作交接不详细，工作记录混乱，
不能满足患者的差异化需求。经采取执行措施后，患
者投诉减少，出现护理差错事件的几率降低，但在护
理文书书写的规范性以及护理服务的主动性上还存在
不足，将该问题纳入到下一阶段的计划中解决。

1.3  观察指标

护理质量评价内容包括基础护理、整体护理、专

科操作技术、护理文书书写 4 项，每项总分为 100 分，

根据护士长及主管护师的工作抽查结果进行评分，分

数越高提示护理质量越高。参与问卷调查的患者填写

问卷，问卷有20个条目，每个条目5分，总分100分，

总评分越高提示护理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选择 SPSS20.0 统计学软件系统进行数据统计和计

算，采用（ x ±s）表示计量数据，行 t 检验，采用 %

表示计数数据，行 χ2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标

准为 P ＜ 0.05。

2 结果

2.1 不同护理管理模式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PDCA 循环法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与常规护理管

理模式的护理质量评分相比明显较高（P ＜ 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不同护理管理模式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s，分）

项目 基础护理 整体护理 专科操作技术 护理文书书写

PDCA 循环护理管理 95.24±1.25 93.28±2.47 96.01±0.83 95.87±1.24

常规护理管理模式 92.16±0.93 89.52±1.11 92.39±0.52 88.69±1.95

2.2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对比

观察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评分为（95.16±2.12）分，
对照组护理满意度评分为（89.54±1.83）分。观察组
护理满意度评分更高（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我国医疗发展的速度是有目共睹的，在医疗科技

和课题研究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的基础上，护理服务也
开始追求更高的水准。当今患者对医疗服务水平的要
求与过去相比有明显提高，因此，护理人员只有追求
护理工作的严谨、细致，才能在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口
碑和形象。内分泌科室接收的患者具有病情复杂多变，
需求多，病情类型多样的特征，护理工作的内容也更
加繁杂，对护士的专业能力及素质都有更高要求。通
过收集患者的反馈建议，了解患者投诉及工作监督，
可以发现科室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明显问题，进一步提
高护理工作质量。

PDCA 循环法通过周而复始的重复计划、执行、
检查和处理四个环节，能够不断发现工作中的新问题，
解决问题。使工作质量能够呈阶梯式的上升，这种质
量管理方法如今已经开始应用于各个工作领域中。在
护理管理中，计划阶段主要为制定这一阶段的工作目
标，确立基本方针，制定总的工作规划。在执行阶段，
根据制定出的方案采取具体方法，并根据实际工作需
要对采取的方法进行灵活调整，但需始终围绕总目标
和计划。在检查阶段，必须分清对错，总结效果，找

出问题和原因。最后在处理阶段，需明确最初计划的
达成情况，以及部分没有达成的目标是受到哪些问题
的影响，将暴露出的问题和没有达成的目标放到下一
个循环中去解决，这就是 PDCA 循环的完整流程。

在内分泌科的护理管理中，执行 PDCA 循环法需
要全体护理工作人员的配合，护士长负责主要的监管
工作，主管护师负责分管工作。具体应当采取护士培
训、组织实训活动、制定奖惩机制、完善工作细则等
措施。制定的工作细则需要参考患者的反馈和建议，
尽可能挖掘出当前工作中的漏洞，补充细节。通过惩
罚、奖励等方式增强护理人员配合工作的积极性。

本研究中，内分泌科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下，
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评分及护理质量评分均低于实施
PDCA 循环法后，证明 PDCA 循环质量管理方法对提
高护理工作质量卓有成效，建议推广。但在执行过程
中，需要结合科室内的具体工作要求，对各个阶段的
工作方法进行优化，尤其要创新执行、检查的方法，
才能不断在循环执行的过程中解决新问题，一味的重
复同样方法可能会影响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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