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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应用于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护理对手术室感染控制的作用 

温 静，李 鸣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贵阳 

【摘要】目的 研究对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在其护理工作中应用实施 PDCA 循环护理时对手术室中感染控

制所展现的实施效果与实施价值。方法 本次研究的病例数为 100 例，他们均来自于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

间我院收治并护理的泌尿外科患者，根据采用护理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应用常

规护理管理，观察组患者实施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并评价分析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手术感染发生率及护理满

意度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经干预后观察组的手术室空气质量、物品质量、消毒质量及护理人员操作质量等护理

质量更高，包括手术切口感染、泌尿道感染在内的手术感染发生率更低，护理满意度更好。组间数值 P＜0.05，
说明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对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在其护理工作中应用实施 PDCA 循环护理时临床护理效果显

著，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提高医院护士的整体素质，降低患者的手术感染发生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护理满意度，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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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on the control of infection in the operating room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urologic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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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value of PDCA cycle nursing on infection control in the operating room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endoscopic urological surgery. Methods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in this study was 100, all of which 
were urological patients admitted and cared fo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DCA cyclic nursing management. The nursing 
quality, incidence of surgical infection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qua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in the operating room air quality,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the quality of disinfection and the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operation, the incidence of surgical infection including surgical 
incision infection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was lower,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better. The inter-group value P < 
0.05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comparative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PDCA cycle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hospital nurses,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urgical infe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It is worth promot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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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ical infection; Nursing satisfaction 
 

泌尿外科包括发生在肾上腺、肾脏、输尿管、膀胱、

尿道、前列腺、阴茎及睾丸等部位上的疾病类型，其疾

病因素复杂，来源不明，疾病类型繁多，对患者的日常

生活带去许多不便与痛苦[1]。随着医疗技术和设备的突

飞猛进，泌尿外科的手术越来越趋向于微创化、无创化。

腹腔镜技术已经成为泌尿外科手术的主要方式。传统

开放手术使用的照明光源在体外，为使手术视野清晰

一般切口较大，而且需要用器械或者手牵拉伤口和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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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才能较好的暴露手术视野。腹腔镜手术使用的是把

体外光源通过腹腔镜传到体內手术视野，手术视野的

图象通过腹腔镜和摄像头转播到监视器的显示屏上，

所以腹腔镜外科不需要大切口，用于引导器械和腹腔

镜的伤口很小且有套管保护；术中可以调整体位和适

当的器械牵拉就可以达到手术视野清晰的目的。腹腔

镜手术术野无血或少血，在操作中先止血后切开或边

止血边切开，因此创面出血比传统手术少；术中仅有较

细的操作器械接触手术视野，故腹腔或者腹膜后所受

的干扰比较少；由于创口局部的创伤轻微，术后病人痛

苦少，可以早期下床活动，胃肠功能恢复也比较快，可

以早期恢复正常饮食。 
在临床上，泌尿外科腔镜手术主要应用于肾脏疾

病、肾上腺疾病、输尿管疾病等。临床上对泌尿外科术

后一般要求静卧一段时间，这就导致患者容易出现许

多并发症状，包括疼痛、血尿、发热、膀胱痉挛、腹胀、

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及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因此需要

配合护理管理手段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本次研究对泌

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在其护理工作中应用实施 PDCA
循环护理，并对临床效果进行评价分析[2]。具体内容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的病例数为 100 例，他们均来自于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期间我院收治护理的泌尿外科患

者，根据奇偶数随机原则将其平均分为两组，每组各 50
例。此次参加研究对比的患者均无重要器官功能障碍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无先天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无对

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无认知、语言沟通障碍者，生

命体征均正常。 
对照组患者年龄：42-69 岁；平均年龄：（54.88±8.55）

岁；男女比例：32：18。观察组患者年龄：40-68 岁；

平均年龄：（53.99±8.17）岁；男女比例：31：19。组

间数据统计（p>0.05），具有可比性。 
1.2 护理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应用常规护理管理模式，包括常

规交接班制度、指导完善患者相关性检查及生命体征

与病情情况监测记录等管理工作内容[3]。 
给予观察组实施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其内容包

括： 
①护士长充分授权，全体护士参与，将目标分解成

每个人的任务，盯紧每件事，关注结果。培养全员的责

任心与团队精神，共识、共存、共荣的理念[4]。 

②构建一级质控体系。由业务素质好、工作表现出

色、积极参与科室管理工作的 N3、N4 级护士分别担

任各质控小组组长，每名组长带领 3 名护士组成专项

内容质控小组，负责对所分管的护理工作进行质量控

制，日常随机检查与每周重点检查[5]。 
③明确质控小组工作职责。科室质控小组成立后，

护士长根据等级医院评审标准及医院护理质量目标管

理结合科室实际情况，明确科室护理质控小组制度及

职责。 
④组织人员培训。每位质控组长及组员充分明确

工作职责及标准，规范自己的护理行为，认真进行质量

管理，不断发现和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6]。 
⑤严格落实督查。按照分工合作的原则，每周周一

各组列出督导检查计划，并将日常随机检查与每周重

点检查相结合，对自己分管部分进行质量控制，不断发

现工作中的问题及安全隐患，做好事先控制、环节控制

和终末控制[7]。 
⑥及时总结持续改进。每周一利于晨会交接班对

上周各组检查中存在的重点、频发问题进行总结、分析；

质控小组成员每月总结自查情况，分析并制定整改措

施。共性问题在每月科室质控分析会上提出来，进行集

中讨论，由护士长带领质控小组成员一起总结并分析

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及时评价改进措施实施效果[8]。

每月科室护士会上，由小组成员总结自己质控中存在

的问题及质控中把握好的方面，并由护士长进行质量

点评，针对共性问题应重点提出，引起每位护士的高度

重视，个别问题有针对性的给予点评和指导，杜绝此类

问题的再次发生，并将作为下月检查的重点，最终达到

质量持续改进。 
1.3 评价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手术感染发生率及护理

满意度进行评价分析。 
1.4 统计学分析 
计数（n%）代表率，χ2检验；计量 （͞x±s），t 检

验。文中所生成的数据均借用 SPSS21.0 数据包处理，

P＜0.05，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 
观察组包括手术室空气质量、物品质量、消毒质量

及护理人员操作质量等在内的护理质量较对照组更高，

P＜0.05，显现检验结果有意义。 
2.2 护理满意度 
观察组：非常满意：32/50（64.00%）；基本满意：



温静，李鸣                                     PDCA 循环应用于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护理对手术室感染控制的作用 

 - 57 - 

14/50（28.00%）；不满意：4/50（8.00%），总满意度：

46/50（92.00%）。对照组：非常满意：18/50（36.00%）；

基本满意：21/50（42.00%）；不满意：11/50（22.00%），

总满意度：39/50（78.00%）。χ2值：4.467；P 值：0.034。 
观察组的总满意度较对照组更高，P＜0.05，显现

检验结果有意义。 
2.3 手术感染发生率 

观察组：手术切口感染：2/50（4.00%）、泌尿道

感染：1/50（2.00%），总感染率：3/50（6.00%）；对

照组：手术切口感染：10/50（20.00%）、泌尿道感染：

8/50（16.00%），总感染率：18/50（36.00%）；χ2值：

5.481、5.557、22.589；P 值：0.000。 
观察组的总感染率较对照组更低，P＜0.05，显现

检验结果有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对比【͞x±s，分】 

组别 
手术室空气质量 物品质量 消毒质量 护理人员操作质量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13.84±2.43 21.88±1.16 14.01±1.78 22.35±1.06 16.06±1.46 24.02±0.33 14.75±1.13 23.79±1.07 

对照组 14.15±2.42 17.44±1.15 14.52±1.79 18.52±1.47 15.54±1.47 18.55±0.35 15.17±1.11 17.44±1.08 

T 值 0.451 4.424 0.512 3.835 0.417 4.473 1.238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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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PDCA 循环是能使任何一项活动有效进行的一种

合乎逻辑的工作程序，特别是在质量管理中得到广泛

的应用，采用 PDCA 可以使你的管理向良性循环的方

向发展，通过实施并熟练运用能在工作中不断提高效

率，更加有效地驾驭工作。PDCA 循环法适用于包括病

人安全管理、病房环境优化、护士培训等[9]各种护理问

题。PDCA 持续质量改进在术后器械交接上的应用，提

高了消毒供应中心手术器械质量管理，提升了工作人

员自我防护知识。同时，有效降低了手术室和供应室之

间的器械转运交接不规范操作发生率，工作人员器械

交接的流程以及方法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医院

的运营成本降低，也减少了器械损耗，节约了人力，促

进手术室、供应室以及临床之间的相互沟通，患者也得

到了器械使用的安全保障。PDCA 循环法作为一种良

性的循环，可以对总体目标中的某一个目标继续实施

此循环模式，它与以往的上传下达的机械工作模式存

在较大的区别。此方法更注重良性互动，即管理人员与

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本科室与临床科室之间的互动，

因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也会在互动中进行逐步的提

升。将 PDCA 循环法应用于消毒供应中心管理中，可

有效地提高护理工作质量，减少手术切口的感染率，因

此，可于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对泌尿外科腔镜手术患者在其护理工

作中应用实施 PDCA 循环护理时临床护理效果显著，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护理质量，提高医院护士的整体

素质，降低患者的手术感染发生率，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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