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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在急诊病房护理质量管理持续改进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高青青，杨秀霞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 

【摘要】目的 分析 PDCA 循环在急诊病房护理质量管理持续改进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我科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 1160 例急诊住院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PDCA 循环）和对比组（常规急诊

护理）各 580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基础操作能力评分、护理满意度、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实
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基础操作评分高于对比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比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比组，

呈 P<0.05。结论 PDCA 循环能够有效提高护理质量及基础操作能力，可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能够降低不良

事件发生率，促进患者健康的恢复，实现促进治愈的目的，可予以广泛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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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i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 emergency ward.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1160 inpatients in our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PDCA cycle) and comparison group (routine emergency care) with 58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basic operation ability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basic operation score, nursing satisfaction and adverse event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DCA cyc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and basic operation 
ability, improve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patients' health,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cure, so it can be wide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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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病房是医院中重症患者最为集中、病种类型

最多[1]、抢救任务最多的病区，是医院中最重要的科室

之一，因此对治疗护理的质量要求很高。患者多为危重

症患者，患者及家属易受突发病症及情绪影响，极易导

致医护纠纷等不良事件的产生[2]。所以对急诊病房护理

人员的护理操作技能、效率、质量以及沟通能力等方面

均具有较高的要求，应加强对急诊护理质量的管理，通

过实施管理措施逐渐强化最终的护理管理效果及质量
[3]，降低不良事件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其中常规急诊护

理措施主要通过引导患者配合治疗，提供基础护理措

施保障急诊护理的有效进行[4]，但该管理措施无较明确

的规范效果。根据相关文献查证了解到，PDCA 管理可

通过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整改进一步提高护理效率

及质量、不断完善护理期望[5]。为进一步了解该方法的

影响效果，以下将 PDCA 循环在急诊护理质量管理持

续改进中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间 1160 例

急诊住院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比

组。实验组 580 例，男 320 例、女 260 例，年龄 21 至

73 岁，平均（47.58±3.24）岁。对比组 580 例，男 330
例、女 250 例，年龄 25 至 76 岁，平均（50.58±3.41）
岁。无精神异常；无语言功能障碍；患者及家属已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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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目的并予以研究知情权；无血液免疫系统疾

病；通过伦理委员会批准；一般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0.05。 
1.2 方法 
对比组：实施常规急诊护理，为患者详细讲解医院

环境及其当前护理状况，按照患者病症类型选择相应

的护理方案实施对症护理，并协助患者实施体征检测，

了解其生命体征的情况并。时刻关注患者情绪变化情

况，对其提出的合理需求予以帮助，保障患者的舒适

度，降低疾病及环境不适对其产生的影响。 
实验组：于常规急诊护理基础上实施 PDCA 循环，

P（计划）创建急诊病房质控护理小组，由护士长带领

并对小组护理质量进行监督管控。对小组全体成员的

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培训并予以考核，从而提高

护理教育质量。对护理质量考核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记录、分析，找出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

提出合适的干预方案，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干预计划。D
（执行）创建病区质量管理平台，对急诊护理管理技巧

及既往管理经验进行总结，对出现的问题做出分析，加

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对各岗位职责定位明确、分工清

晰，从而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对患者的抢救效率。加强

对急救物品、设备和药品的安全管理，每班保证急救物

品、仪器处于备用状态并记录，加强抢救药品的管理。

根据科室护理人员资质和工作能力情况，制定弹性排

班，每天均有一名备班人员，从而保证护理人力资源、

提高护理工作质量。C（检查）每月对护理质量进行质

控检查，对护理操作内容进行评分，加强危重症患者的

护理质量，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改善护理质

量。A（处理）每月底统一实施护理质量分析会议，对

不同的护理质控问题进行总结分析讨论，对其中所出

现的护理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总结，不断完善护理质量，

分析讨论结束时明确下个月的护理目标，明确护理工

作中的奖惩制度同护理绩效相关。 
1.3 观察指标 
（1）护理质量评分（护患沟通能力、工作效率、

病房环境、健康教育）。 
（2）基础操作评分（护理指导、药物讲解、消毒

隔离、技术操作）。 
（3）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4）不良事件发生率（用药差错、导管脱落、意

外伤害、跌倒坠床）。 
1.4 统计学方法 
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采取 t 值检验，以

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采取卡方值检验，P<0.05 时表明

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借助 SPSS23.0 统计学软件

实施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评分 
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呈 P<0.05，附

表 1。 
表 1  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 

组别 方法 护理沟通能力 服务效率 门诊环境 健康教育 

实验组（n=580） 
干预前 68.35±3.42 69.48±3.42 62.82±3.07 63.42±3.61 

干预后 91.42±5.36 91.29±5.18 90.68±5.10 91.41±5.23 

对比组（n=580） 
干预前 65.28±3.64 69.51±3.27 62.47±3.28 63.21±3.24 

干预后 84.37±5.29 85.32±5.14 86.21±5.12 81.25±5.07 

干预前后实验组 t/P 87.383/0.000 84.620/0.000 112.714/0.000 106.073/0.000 

干预前后对比组 t/P 71.596/0.000 62.500/0.000 94.027/0.000 72.207/0.000 

干预后两组比较 t/P 22.545/0.000 19.702/0.000 14.896/0.000 33.591/0.000 

注：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护理质量越好 

 
2.2 基础操作评分 
实验组护理指导（90.24±5.12）分、药物讲解

（91.22±5.31）分、消毒隔离（91.42±5.21）分、技术操

作（90.32±5.18）分，对比组护理指导（82.41±5.08）分、

药物讲解（83.46±5.36）分、消毒隔离（84.22±5.19）分、

技术操作（85.31±5.23）分，（t=26.144/24.769/23.579/ 

16.391 均 P<0.05）。实验组基础操作评分高于对比组，

呈 P<0.05。 
2.3 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非常满意 360 例（62.06%）、满意 210 例

（36.20%）、不满意 10 例（1.72%），满意率 570 例

（98.27%），对比组非常满意 350 例（60.34%）、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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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200 例（34.48%）、不满意 30 例（5.17%），满意

度 550 例（94.82%）。（χ2=10.357 P=0.001）。实验组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比组，呈 P<0.05。 
2.4 不良事件发生率 
实验组用药差错 2 例（0.34%）、导管脱落 1 例

（0.17%）、意外伤害 1 例（0.17%）、跌倒坠床 0 例

（0.00%），发生率 4 例（0.68%），对比组药物差错

5 例（0.86%）、导管脱落 3 例（0.51%）、意外伤害 2
例（0.34%）、跌倒坠床 2 例（0.34%），发生率 12 例

（2.06%），（χ2=4.249 P=0.039）。实验组不良事件发

生率低于对比组，呈 P<0.05。 
3 讨论 
而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适应不同情况下

的护理效果[6]，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要求临床中护理

质量管理方法要不断更新，适应护理管理质量的需求。

而急诊病房是救治危重症患者最主要的科室之一，实

施及时高效的抢救工作、鉴别诊断及应急处理能力，从

而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促进治疗的目的[7]。急诊病房

护理人员需要具有独立判断、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需

迅速及时做出应急反应，除此之外还需短时间内对患

者信息及临床症状进行有效掌握并做出正确的判断[8]。

急诊病房中可通过实施急诊护理管理措施，提高急诊

护理质量及工作效率。在常规急诊管理基础上实施

PDCA 管理方法，对护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

指导并整改分析讨论，不断强化护理质量，提高护理人

员对护理知识及技术操作的掌握能力[10]，创建护理人

员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保障患者生命安全，提高患者满意度。本次研究以

PDCA 循环为研究目标，同常规急诊护理干预效果比

较可见，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比组，基础操作评

分高于对比组，护理满意度高于对比组，不良事件发生

率低于对比组，呈 P<0.05；表明了 PDCA 循环在急诊

病房护理干预的应用，能够有效强化护理质量、提高护

理人员的基础操作能力、提高患者对急诊病房的护理

满意度，能够有效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保障患者生命

安全的同时提高疾病的治愈率。 
综上所述，PDCA 循环在急诊病房护理质量管理

持续改进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以强化急诊病房护理

质量管理、提高护理质量，可以在相关临床护理管理中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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