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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管理中 PDCA 循环法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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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达到提高骨科护理质量目的，在本文中着重探究了 PDCA 循环法的实际应用效果。方法 研
究中共选取 21 名护理人员进行对比实验，以时间为分隔线，将其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两个组别，每组均为相同

批次的 21 名，前者采取传统管理模式，后者实施 PDCA 循环法，对比两组实际干预效果。结果 经过相关数据表

明，观察组护理人员职业懈怠感以及感知效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与此同时护理质量评分大幅度提升（P＜
0.05）。结论 将 PDCA 循环法运用在骨科护理管理中能够有效改善护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切实提升整体护理管

理质量，为患者提供更有着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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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PDCA cycle in orthopedic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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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rthopedics nurs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ethod. Methods A total of 21 nurs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and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the same batch of 21 nurses in each group. The 
former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latter implemented the PDCA cycle method to compare the 
actual intervention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relevant data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professional loafing and 
perceived efficacy of nur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cores of nursing qu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t the same time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ethod in orthopedics nursing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nursing staff,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verall nursing management, and provide more nursing services fo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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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骨科护理管理工作因涉及环节较多，本就有着繁

杂性特点，为使得各环节工作均能够在保质保量的前

提下有序开展，还应当及时进行调整，在此可运用

PDCA 循环法对当前的情况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

实施针对性措施，同时在检查、处理等阶段中可不断

发现并解决问题，促进护理工作的高效化、规范化发

展。本次研究主要探讨了 PDCA 循环法在骨科护理管

理中应用前后的差异表现，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院内 2020 年 9 月~2021 年 8 月骨科在岗护理人

员中选取 21 名作为研究对象，为方便后期对比工作的

开展，将前后六个月作为两个组别，同一批次护理人

员中男性 17 名、女性 4 名，平均年龄（30.91±4.66）
岁，学历方面其中本科 12 名、大专 7 名、中专 2 名。

各项基本资料经对比相对较为均衡（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护理人员在工作期间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方

式，结合科室需求进行合理排班，定期组织会议对护

理现状进行探讨，找出不足后予以改正。 
观察组实施 PDCA 循环管理法，以此来促进科室

内护理工作全面性以及整体质量水平的提升，主要可

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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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为保证后续护理工作能够在保质保量

的前提下顺利开展，应当提前组建专项小组，对以往

工作中较常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通过总结后所得，

当前科室内在监督管理方面相对较为薄弱，护理人员

责任及服务意识缺失，并且在人员排班方面缺乏合理

性，对此还应当针对不足之处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2）实施，①人力资源管理，因骨科收治患者多

有着行动不便的特点，这也导致其风险等级较高，对

此还应当不断提升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水平、应急能

力，并帮助其树立风险意识，以此来起到有效规避作

用，在此期间可通过培训的方式对其展开再教育，切

实提升其综合素养。与此同时因长时间的高压工作，

护理人员的精神、生理方面均受到较大影响，较易因

个人因素导致不良事件以及护患纠纷事件发生，对于

该情况还应当做好班次调整工作，在确保可满足科室

内工作需求的同时保证每位护理人员均有足够休息时

间，从而以最佳状态来开展各项工作。其次还应当及

时关注护理人员的心理状态，加强与其沟通交流，在

出现护患纠纷问题时还需保障护士的自身权益，并在

了解情况后及时帮助其解决，并告知其规避方法，使

得护理人员心态处于平稳状态，进而才可提高护理质

量[1]。②安全管理，安全作为护理中的着重点，尤其是

骨科中，因受到患者自身病情的影响，安全隐患问题

相对较多，若未能做好有效预防作用，不仅会直接影

响到治疗效果，还可能会给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较大

威胁，并引发医患纠纷。在此还应当及时对以往较易

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所在，并提前制

定预防措施，以此来最大程度的降低此类问题的再发

生。与此同时管理人员在发现不足时及时提出，并通

过开展讲座的方式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以及风险意

识，督促其及时识别潜在的风险，从而提升护理工作

的安全性。③质量管控，为提高护理的规范性，可根

据科室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明确责任范围并落

实到个人，对于各操作流程及内容均需明晰化，包括

交接班、巡查、基础护理、文书书写等方面，要求护

理人员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执行，并采取奖惩方式来调

动其工作积极性。 
（3）检查，加强监督管理，认真查看各制度及要

求的实际实施情况，可采取不定期或者跟踪检查方式，

一旦发现落实度不足需及时找寻相关责任人，要求其

进行调整，使其处于不断的优化完善过程。 
（4）处理，科室内除每周每日例会外，还应当在

月末对该阶段的工作情况进行总结，针对于现存的问

题采取头脑风暴的方式制定解决方案，调整、补充相

关制度标准以及工作内如，并将该计划列入到下一轮

的循环中来，全面实现持续改进[2]。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护理人员的职业感知效能以及懈怠感展开

全面评估，其中包括日常护理能力、责任意识、态度

以及工作积极性等方面，分值均为 30 分，前者分值高

低与其感知效能成正相关性，后者分值越低表明懈怠

感越弱，反之为强。同时利用科室内自制的表格对两

组护理质量进行评判，各维度采取满分制，分值越高

说明护理质量越优。 
1.4 统计学处理 
此次研究在统计中所使用的软件为 SPSS20.0,其

中计量与计数资料分别用（x±s）、[n，（%）]表示，

检验时用 t、χ2,若在对比后，各指标数值有明显的差异，

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2.1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护理人员职业懈怠感评

分明显较低，与此同时感知效能评分大幅度提升，组

间经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如表格 1 所示。 
2.2 在将两组护理质量评分进行整合后可见，观察

组各维度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数据之间有一定差异表

现（P＜0.05）。具体数值见表 2。 
3 讨论 
在当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人们生活质量

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对各项服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当然护理工作亦是如此。传统护理工作只

是单纯的遵医嘱在用药、饮食、康复训练等方面给予

相应的指导。 
表 1 两组职业懈怠感以及感知效能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职业懈怠感评分（分） 职业感知效能评分（分） 

对照组 21 25.83±3.17 20.24±2.77 

观察组 21 14.06±2.89 26.54±3.61 

t  10.278 9.007 

P 值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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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比较（n/%），（x±s） 

组别 n 基础护理 疼痛护理 健康宣教 护理安全 

对照组 21 88.02±3.57 87.55±2.36 84.47±2.55 89.15±2.34 

观察组 21 95.36±2.71 97.11±1.75 93.03±1.42 94.22±3.65 

t  9.078 12.479 14.357 6.826 

P 值  ＜0.05 ＜0.05 ＜0.05 ＜0.05 

 
但随着要求的提升，已经无法满足当下的实际需

求，对此就需不断的改进完善，并转变护理理念，在

符合标准的情况下时刻秉承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

尽量满足患者生理、心理等方面的需求，切实提高整

体护理质量以及患者满意度[2]。而且在骨科中，基于收

治患者的特殊性，为降低各风险事件发生，促进患者

尽快康复，还应当在加强安全管理，有效规避各风险

隐患，切实保证患者的生命健康。PDCA 循环法主要

指的是质量管理分为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个方

面，其可对当前实际护理情况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所

在，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同时进行在各环节执行，

在骨科应用中可分为人力资源管理、安全、质量管控

三个方面，分别结合情况不断完善优化，而后应用相

应的方法来验证实施效果，最后进行总结经验、分析

不足、修订目标后进入下一循环展开持续改进[4]。在此

过程中不仅明确了护理人员的责任范围，更可改善其

工作状态，使各班次更加有序且合理化，并通过培训

的方式大大增强了护理人员的整体专业水平，掌握骨

科护理着重点，为后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充分

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因该管理方式有着环环相扣的

特点，若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均会对后续工作造成

影响，因此在实施的过程中进行检查、总结、调整，

可从根本上提升整体护理质量。 
综上所述，在骨科护理管理中应用 PDCA 循环法

不仅可有效减轻护理人员的职业谢懈怠感，提升其感

知效能，更能够促进各环节护理质量的提升，降低因

护理因素所导致的不良事件发生，避免医患纠纷给医

院社会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具有一定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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