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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管理对发热门诊管理质量的影响研究 

何丽影，尚晓艺 

辽源市中医院  吉林辽源 

【摘要】目的 分析 PDCA 循环管理对发热门诊管理质量的影响研究。方法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

内于我院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 100 例，将其按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50 例，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方法）和观察

组（50 例，采取 PDCA 循环管理方法），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护理效果，如患者护理满意度、护理管理质量评分、

患者发热知识知晓率以及交叉感染率进行对比和评估。结果 两组在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察组的患者护

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的护理管理质量评分和患者发热知识知晓率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而观察

组患者的交叉感染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对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意度，提高发热知识普及度和管理质量，降低患者的交叉感

染率。有较高应用价值。 
【关键词】PDCA 循环管理；发热门诊；管理质量 
【收稿日期】2024 年 5 月 10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6 月 26 日   【DOI】10.12208/j.jacn.20240243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on the management quality of fever clinic 

Liying He, Xiaoyi Shang 

Liaoyuan City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aoyuan, Jilin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on the quality of fever clinic manag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in the fever clinic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0 cases,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 and observation group (50 cases, PDCA cycle 
management method) according to random grouping method. Clinical nurs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as 
analyzed. For example, patients' nursing satisfaction,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 patients' fever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and cross-infection rate we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Both groups achieved some effect after 
nursing, but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the nursing management quality score and fever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cross inf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PDCA cycle management is effective for 
patients in fever clinic,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nursing satisfaction, popularize fever knowledge and management 
quality, and reduce cross-infection rate. It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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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门诊作为医院的重要部门，承担着接待大量

发热患者的任务。然而，由于患者众多、病情复杂，发

热门诊管理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提高发热门诊管理

质量，提升患者满意度，成为当前医院管理的重要课

题。 
PDCA 循环管理作为一种科学的管理方法，已广

泛应用于医疗领域，本文旨在探讨其对发热门诊管理

质量的影响。具体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内于我院发热门诊

就诊的患者 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随机分组，

分为对照组（50 例，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 21-69
岁，平均年龄 42.85±3.45 岁）和观察组（50 例，男 26
例，女 24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年龄 43.98±4.36
岁）。对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分析后显示，其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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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完全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也完

全知情，并批准研究。 
1.2 方法 
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在护理管理期间，对照组采

取常规护理管理方法，具体涉及患者到访时的挂号引

导与就诊安排，及时回应患者的疑问，依据医生指示执

行护理任务。此外，向患者说明药物使用方法、剂量以

及需注意的事项，确保患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等[1]。观

察组采取 PDCA 循环管理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2.1 PDCA 循环管理方法 
①Plan（计划）阶段 
（1）现状调查与分析：通过收集发热门诊的相关

数据，如患者流量、疾病种类、护理人员工作量等，对

发热门诊的现有管理状况进行全面了解[2]。 
（2）确定主要问题：根据现状调查的结果，分析

发热门诊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患者等待时间过

长、护理人员工作负荷过大、感染控制不到位等。 
（3）制定计划措施：针对主要问题，制定具体的

改进措施。例如，优化就诊流程以减少患者等待时间，

增加护理人员数量或调整排班以减轻工作负荷，加强

感染控制培训等。 
（4）明确目标：设定明确的改进目标，如缩短患

者平均等待时间，提升对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等。 
②Do（执行）阶段 
（1）组织培训：对发热门诊的全体护理人员进行

相关培训，确保他们了解并熟悉新的管理措施和流程。 
（2）实施改进措施：按照制定的计划措施，逐一

实施。例如，调整就诊流程、增加护理人员数量、加强

感染控制等。 
（3）监督执行：设立专门的监督小组，对改进措

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③Check（检查）阶段 
（1）收集数据：收集实施改进措施后的相关数据，

如患者等待时间、护理人员工作满意度[3]、感染发生率

等。 
（2）对比分析：将收集到的数据与改进前的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评估改进措施的效果。 
（3）发现问题：在对比分析的过程中，发现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阶段的处理提供依据。 
④Act（处理）阶段 
（1）总结经验：对实施改进措施的过程进行总结，

提炼出成功的经验和不足之处。 

（2）制定标准：将成功的经验纳入标准，形成发

热门诊管理的长效机制。 
（3）遗留问题处理：对于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或

新出现的问题，将其纳入下一轮的 PDCA 循环中进行

处理。 
（4）持续改进：根据反馈的信息和结果，不断调

整和优化管理措施，实现发热门诊管理质量的持续提

升[4]。 
1.3 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两组患者的护理

满意度进行统计与评估。同时，对两组患者的护理管理

质量评分、患者发热知识知晓率以及交叉感染率进行

对比评估。 
1.4 统计学分析 
此次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全部采用 SPSS20.0统计学

软件进行处理。连续性计量资料，须先做正态性检验，

若符合正态分布，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χ2 检验，P＜0.05 表示数据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满意度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在两组护理管理后，观察组的患者

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1： 

2.2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在两组护理管理后，观察组患者的

护理管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如表 2： 

2.3 患者发热知识知晓率、交叉感染率比对 
通过分析表明，观察组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3 讨论 
发热门诊主要接诊传染病患者，旨在遏制疾病传

播并实施有效治疗，这对防疫工作和公众健康极为关

键[5]。它有助于患者迅速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减轻医

院其他部门的压力，并及时控制疾病发展，防止病情恶

化。然而，鉴于发热门诊访问量大和护理任务复杂，特

别是在疫情期间，若管理不到位，护理过程中容易出现

问题，可能提升不良后果的风险。 
在此前提下，需找出对发热患者有效的护理管理

方法。目前在对发热患者实行临床护理管理时，通常采

用常规护理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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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满意度比对[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50 22（0.44） 26（0.52） 2（0.04） 48（0.96） 

对照组 50 18（0.36） 24（0.48） 8（0.16） 42（0.84） 

χ2 -    4.000 

P -    0.046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管理评分比对（ sx ± ） 

组别 例数 专业护理（分） 护理文件（分） 

观察组 50 90.95±1.77 91.42±1.57 

对照组 50 80.46±1.03 82.25±1.12 

t - 36.221 33.622 

P - 0.001 0.001 

表 3  两组患者发热知识知晓率、交叉感染率比对[n，（%）] 

组别 例数 发热知识知晓率 交叉感染率 

观察组 50 48（96.00） 1（2.00） 

对照组 50 38（76.00） 6（12.00） 

χ2 - 8.306 7.681 

P - 0.004 0.006 

 
但常规护理管理方法通常缺乏系统性的质量改进

机制，难以全面提升发热门诊的管理质量。其次，常规

护理管理模式，主要聚焦于药物管理和病情监测，却常

因护理细节的不足导致各类问题，难以全面达到实际

的护理质量标准。因此，采用常规护理方法难以取得很

好的效果[6]。 
对这一特点而言，PDCA 循环管理得到大量关注。

PDCA 循环管理通过制定计划、执行、检查和处理四个

阶段，实现了对发热门诊管理的全面优化。在计划阶

段，明确管理目标，制定具体措施；在执行阶段，落实

各项护理措施，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在检

查阶段，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

在处理阶段，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轮循环提供参考。

这种循环往复的管理模式，有助于不断提高发热门诊

的管理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PDCA 循环管理能够显著提升

发热门诊的管理质量和发热知识普及率。首先，通过制

定科学的管理计划，明确了管理目标和具体措施，使得

护理管理工作更加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其次，在执行过

程中，加强对护理人员的培训和监督，提高了护理人员

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再次，在检查阶段，及时发现

并纠正了护理工作中的问题，避免了护理差错的发生；

最后，在处理阶段，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轮循环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在孟金霞，别文倩，卢喜玲，等[7]研究

中，通过对观察组患者采用 PDCA 循环管理后，其患

者护理满意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其结果和本研究结论

类似。 
综上所述，在对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取得明显的效果，可显著提高患者的护理满

意度，提高发热知识普及率和管理质量，降低患者的交

叉感染率。在实际临床应用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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