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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分析 PDCA 循环法应用于医疗质量管理中的效果，探讨临床可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 210
名患者进行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并将其两组均分，组内设置 105 名患者记名

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选择常规治疗管理，实验组选择优质 PDCA 循环模式医疗质量管理，对最终的康复质

量进行评价，分析组间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不良医疗操作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实验组内的管理质量相较于

对照组来说明显更优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医院管理中针对患者进

行护理干预时，需要尽可能的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以此提高患者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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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method applied in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and explore its clinical applicable value. Methods: 210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and the 
experimental period was set from March 2021 to December 2022. The two groups were equally divided. 105 patients in 
the group were design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selected routine treatment 
management,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elected high-quality PDCA circulation mode medical quality management to 
evaluate the final rehabilitation quality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Results: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adverse medical practice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nagement qua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When carrying out nursing interventions for patients in hospital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vents as much as possibl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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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质量控制对于医院的现代化管理工作来说极

为重要，在患者接受治疗时，可能会在诸多因素的影

响下出现医源性感染，例如护理人员操作不当或者患

者自身存在相关疾病[1]，无论患者是由于何种因素出

现的感染状况，都会导致患者对于护理工作缺乏信任

度，甚至还有可能加重患者的痛苦，引发患者出现死

亡，或者感染性休克等不良状况[2]。所以在现代开展

患者的护理时，研究人员认为应当针对患者进行有效

的医源性医疗质量控制[3]。PDCA 循环在应用时能够

根据不同患者的个体状况，将优质的护理循环应用于

其中护理人员在工作中不断总结自身存在的漏洞[4]，

并予以改进，使护理的整体质量得到提升，这一护理

方式有助于满足现代新型护理的需求，使患者的护理

质量得到保障。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认为，在针对患

者进行护理时，将现代化的 PDCA 循环应用于其中，

能够使医疗质量控制质量得到提升，降低外界因素影

响而引发的不良事件，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改善。

以下为实验过程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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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10 名患者进行研究，实验时间段设置在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并将其两组均分组内设

置 105 名患者记名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实验组男性患

者多于女性患者，分别有 55 例和 50 例，年龄最小者

52 岁，年龄最大者 82 岁，平均年龄（69.4±6.7）岁，

对照组男性患者多于女性患者，分别有53例和52例，

年龄最小者 50 岁，年龄最大者 83 岁，平均年龄（70.1
±6.9）岁。 

应用软件来对分析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

信息，结果差异具有均衡性，可以进行研究（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在患者入院

后对患者个体状况进行评估，并分析患者的不良事件，

在患者出现感染后，进行相应的护理引导。 
实验组患者实施 PDCA 循环模式医疗质量管理干

预，具体内容如下： 
P：首先需要确定医疗质量管理的目标，例如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事故风险等。目标需要明确、

可衡量，并且需要能够与医疗机构的战略目标相对应，

进而护理工作的质量得到提升。研究人员发现医院不

良事件的发生与护理人员自身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

缺乏有一定的关联。除此之外，除患者以外，护理人

员也是出现医疗风险事件的高发群体，例如护理人员

在进行工作时，如果出现了自身防护不到位，而出现

了针刺伤或者利器划伤的情况都有可能导致护理人员

出现感染的状况。基于现状评估的结果，制定改进措

施和解决方案。这些措施需要能够解决现有问题并达

到预期的目标，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行。 
D：在开展患者的护理时，护理人员需要根据护

理管理的目标和管理计划，组织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

的业余阶段接受相应的培训和学习，其中的培训内容

不仅包含理论知识，也需要包含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的

各项实践操作能力，其中理论知识的培养，设计到医

疗质量控制的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医疗风险事件重要

性的分析。在开展护理人员的培训时，需要使护理人

员了解如何正确针对医疗废物进行培训，同时使医务

人员知晓如何在工作中做好有效的自我保护，在出现

感染高风险事件时，应当如何进行应急处理，进而使

医院不良事件的控制质量得到提升。实施改进计划：

在计划阶段，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改进措施和实施计划，

现在需要按照计划进行实施。这可能包括对医疗流程、

服务质量、安全风险等方面的改进。 
C：在检查阶段，护士长需要以周为单位开展定

期检查，同时护士长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做好科室内

的不定期抽查，确定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是否按照规章

制度和要求做好有效的自我防控。如果护理人员在接

受检查时频繁出现不规范，按操作或未按照流程进行

医疗质量控制的现象，一方面需要予以一定的惩罚，

另一方面。需要针对这类护理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宣传

教育，使护理人员了解医疗质量控制护理管理的重要

性。 
A：护士长和护理人员在完成每 1 月或者每一季

度的相关工作后，需要召开例会，并且在例会上将自

己这一段时间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予以总结了解，积极

分享自己在工作中容易出现职业暴露或者医源性感染

的经历或者工作状态，不断使护理人员在接受护理时

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进而改善护理工作的效果。 
1.3 评价标准 
干预结束以后对两个小组的心理状态评分和用药

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数据统计工作由专业数据处理人员采用

spss 22.0 for windows 进行处理。针对本次研究中计数

资料与计量资料进行记录，分析其统计学意义，最终

P 值＞0.05 则记录为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 记录

为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不良医疗操作状况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

实验组内的管理质量相较于对照组来说明显更优数据

进行对比分析，差异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情见表 1。 

本次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患者护理品质评分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医疗风险事件是导致住院患者死亡的一个主要原

因，而在近年来的相关研究调查中显示医疗管理工作

是医院的重中[5]。本次研究通过有效的医疗护理管理

对于降低医院的不良事件发生率来说有十分积极的作

用。在临床上以往的研究和应用中，主要是在患者出

现医疗风险事件后，再对其进行相应的干预，这种管

理方式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很难从根本上使医院不良

事件的发生率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在临床研究中认

为需要选择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改善患者

的个体状况 [6 -8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是一种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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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医院不良事件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状况对比 

组别 侵入性操作 呼吸系统感染 针刺伤 

对照组（n=105） 14（13.33%） 17（16.19%） 13（12.38%） 

实验组（n=105） 0 2（1.90%） 1（0.95%） 

χ2 9.1959 10.1289 11.2946 

P 0.0000 0.0000 0.0000 

表 2  两组患者护理品质评分比较（ x s± ，分） 

组别 基础护理评分 专科护理评分 病区管理评分 护理文书书写评分 

实验组（n=105） 23.05.±1.82 22.32±1.03 20.53±2.11 22.73±1.42 

对照组（n=105） 18.40±2.00 17.25±2.18 16.87±1.03 19.18±1.75 

T 8.1477 9.6457 8.1475 9.6514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现代管理理论的动态质量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包

含计划、实施和检查以及处理 4 个不同的阶段，在应

用过程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实现科学化和标准化的护理

管理。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通过对照实验的形式，证明

了在医院护理管理中将 PDCA 循环管理方式应用于其

中，能够满足不同患者的护理需求，降低医源性感染

的发生率，具有良好的可应用价值，值得进行进一步

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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