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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影响 

韩天兰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摘要】目的 观察 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影响。方法 设定本院 2023 年

4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收诊的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作为统计对象，筛选共计 72 例。通过“双色球分组法”平

均分成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36 例。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实验组增加予以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对比两

组患儿的治疗有效率、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家长护理满意度、治疗前后肺功能水平。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儿的肺

功能水平无差异，比较 P＞0.05。治疗后，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常规组，比较 P＜0.05。实验组的临床症状缓

解时间低于常规组，比较 P＜0.05。实验组的家长护理满意度、肺功能水平高于常规组，比较 P＜0.05。结论 对
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实施 PDCA 循环护理能有效缓解病症，加强肺功能恢复并改善预后，保证治疗效果，建议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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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DCA cycle nursing 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pediatric 

Mycoplasma pneumonia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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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DCA cycle nursing on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pediatric 
Mycoplasma pneumonia patients. Methods A total of 72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atistical subjects. Divide into a conventiona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using the "dual color sphere grouping method", with 36 cases in each group.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PDCA cycle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clinical symptom relief time,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lung functio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lung fun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 < 0.05). The remission time of clinical symptoms in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onventional group (P < 0.05). The level of parental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lung fun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DCA cycle nursing for children with mycoplasma 
pneumonia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disease, strengthen the recovery of lung function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and 
ensu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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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肺炎（MMP）是指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

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好发于学龄前期、学龄期儿童人

群，发病以高热、咳嗽等症状为主，若不及时治疗可能

会引发溶血性贫血、心肌损害等其他疾病[1]。而且，

MMP 的临床发病率随着环境质量的下降、疾病传播率

加大，每年有升高趋势，虽主要患病人群为小儿，病情

发展缓慢、不确定性强，但通过系统的对症治疗能够明

显改善病症。而小儿年龄较低，缺乏一定的自主认知能

力，在治疗过程中难免有过分哭闹、不配合等情况，健

康认知能力较低，会影响治疗效果，所以需要辅以护理

工作来增加患儿配合度。PDCA 循环护理保证了服务

的完整性，非常适合小儿患者的健康恢复促进[2-3]。基

https://cn.oajrc.org/


韩天兰                                                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原体肺炎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的影响 

- 137 - 

于此，本研究围绕 PDCA 循环护理的应用表现展开分

析，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72 例小儿支原体肺炎病例作为本院 2023 年

4 月——2023 年 12 月研究对象，以双色球分组法分出

两组后，分别实施不同护理方案。所有患儿家属均知晓

统计目的，参与满意评价调查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资

料递交伦理委员会审核。 
常规组：男患儿 20 名、女患儿 16 名；年龄 6 个

月-8 岁，平均年龄（5.41±2.05）岁；病程最长 15d、
最短 4d，平均病程（8.57±2.00）d。实验组：男患儿

19 名、女患儿 17 名；年龄 6 个月-9 岁，平均年龄（5.62
±2.10）岁；病程最长 17d、最短 3d，平均病程（9.05
±1.95）d。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对小儿家属开展健康教育，说明支原体肺

炎的主要诱发原因和发展特点，让小儿家属引起疾病

的健康预防重视，了解疾病的相关不良反应诱发机制

好及时治疗。 
实验组：首先在计划阶段，应根据患儿的健康状况

制定档案，阶段性评估身体健康状况，结合医生给的对

症治疗方法，按时评估病情发展的趋向，制定针对性的

护理方案。 
其次在实施阶段，制定严谨的护理方案，了解患儿

的性格特点后及时调整沟通方法，对其予以安慰和鼓

励以免治疗时哭闹不止加重呼吸困难或咳喘严重程

度，耐心予以鼓励和安慰，重视患儿的真实内心想法给

予尊重和关怀，也要做好家属的情绪调节，让其给予充

分信任和配合。开展童趣式护理，按照患儿的兴趣爱好

为其播放动画片、做游戏，用童趣方式沟通提高交流效

率，可以精确表达需求的患儿要在童趣式沟通中引导

患儿讲述感受，窗帘、用品尽量使用卡通类的，营造温

馨的环境以便快速适应环境，房间内的物品需要及时

更换消毒。而处于学龄期的患儿基本能清楚表达需求，

需要护理人员引导和鼓励其主动说出自身感受。做好

饮食指导，最好选择易消化的食物让患儿吸收足够的

营养，少吃甜食类、油炸类食物，多选择新鲜蔬果、充

足饮水。积极预防并发症，提醒脓胸、脓气胸等病情规

避方法，病情严重者最好予以病房隔离，一对一专人护

理。再者检查阶段，及时记录护理问题并展开会议讨论

解决问题，分析解决方法，将其以文字形式保存资料。

最后处理阶段应找出现有护理的问题，逐步修正护理

计划，将新的护理解决措施防至下一轮循环工作中，在

新的循环中不断完善。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治疗有效率、临床症状缓解时间、家长护

理满意度、治疗前后肺功能水平。 
1.4 统计学 
本次调查数据纳入 SPSS23.0 软件中，分析计量、

计数资料并以（ ）、率（%）形式表示，通过 T、
χ2检验，统计值（P＜0.05）代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有效率 
常规组：显效 16 例、有效 13 例、无效 7 例，总

有效率 80.56%。实验组：显效 25 例、有效 10 例、无

效 1 例，总有效率 97.22%。可见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

更高，比较 χ2=5.062，P＜0.05。 
2.2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 
实验组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低于常规组，P＜0.05

（见表 1）。 
2.3 家长护理满意度 
常规组：满意 13 例、较满意 13 例、不满意 10 例，

总满意度%。实验组：满意 19 例、较满意 15 例、不满

意 2 例，总满意度%。可见实验组的家长护理满意度更

高，χ2=6.400，P＜0.05。 
2.4 治疗前后肺功能水平 
治疗前常规组、实验组的肺功能水平相近，P＞

0.05；治疗后实验组的肺功能水平高于常规组，P＜0.05
（见表 2）。 

表 1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比较表（ ，d） 

组别 例数 咳嗽消失 退热 咳痰消失 扁桃体充血消失 

常规组 36 8.22±2.15 7.02±1.88 7.22±1.82 8.05±1.58 

实验组 36 6.05±1.34 5.03±1.10 5.49±1.20 7.12±1.06 

T  5.139 5.482 4.761 2.933 

P  ＜0.05 

sx ±

s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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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治疗前后肺功能水平比较表（ ） 

组别 例数 
FVC（L） FEV1（L） PEF（L/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36 59.20±4.40 77.00±5.10 64.60±5.60 80.00±5.50 69.00±4.00 75.60±5.40 

实验组 36 60.70±4.10 86.10±5.20 66.00±5.50 88.30±4.90 68.70±4.10 89.00±6.00 

T  1.496 7.496 1.070 6.761 0.314 9.960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目前，诱发小儿支原体肺炎的危险因素包括卫生

条件差、免疫功能低下、周围有肺炎支原体感染者等，

四季均可发病，但按照统计结果发现比较集中于春季、

冬季，经药物治疗可治愈，但要积极配合有效护理来促

进康复[4-5]。小儿相比成年人的体质状况更弱，疾病预

防能力和免疫调节能力均尚未发育完善，所以护理难

度也相对较大。传统的护理干预虽然能够在患儿接受

治疗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护理帮助，来引起患儿家属对

于 MMP 疾病的管控来实现治疗有效性的提升，但实

际应用中却并未做到从患儿角度出发，导致治疗认知

不良未能达到好的治疗结果。而 PDCA 循环护理能为

患儿制定更具人性化的服务计划，按照患儿的性格特

点调整护理方式，以及根据病情的具体表现将护理问

题集中提出并处理，以求不断完善护理程序，具有整体

化、个性化的护理优势，有利于降低患儿治疗中抵抗程

度，提高效果从而促进良好预后[6-7]。而且 PDCA 循环

护理计划的整体结构相对完整，通过对患儿和家属开

展健康教育、心理、环境等服务指导，促使患儿身心状

态达到愉悦、轻松，由此减少因外界因素、个体因素不

良影响造成病情反复，护理人员于组内讨论并制定针

对新的护理计划，实施中配合临床治疗落实，还能定期

对护理的实施结果进行反馈，观察不足监督优化处理，

尚未解决的问题留到下一个循环中探寻更好的处理方

法，形成良性循环，如此可不断加强护理质量使小儿

MMP 医疗护理服务水平得到改善[8-9] 
结果可见，治疗前两组间肺功能水平相近（P＞

0.05）；治疗后相较常规组，实验组的治疗有效率、家

长护理满意度、肺功能水平更高；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更

低（P＜0.05）。 
综上所述，PDCA 循环护理能保证小儿支原体肺

炎治疗效果，促进预后恢复，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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