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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管理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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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 PDCA 循环管理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我院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48 例血透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 24 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

观察组加以 PDCA 循环管理，对比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观察组在采用 PDCA 循环管理后，其心理状态评分、自

护能力评分、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P＜0.05）。结论 在血透患者护理中应用 PDCA 循环

管理可有效减少患者负面情绪，提升其自护能力，并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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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DCA cycle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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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48 hemodialysi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24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nursing car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PDCA cycle management.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adopting PDCA 
cycle managemen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score, self-care ability score,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improve their self-care ability,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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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是一种用于治疗终末期肾病患者的替代

性肾功能方法。它通过使用半透膜，有效地清除体内各

种有害和过量的废物和电解质，从而净化血液、调整水

电解质平衡和酸碱平衡。然而，随着治疗时间延长和管

道暴露，可能会增加感染相关并发症的易感性[1]。在整

个治疗过程中，系统地实施护理干预是非常重要的。传

统的护理方法主要关注于解决透析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例如监测生命体征和处理穿刺部位出血等，而忽略

了透析前和透析后的护理方面。 
为了提高护理管理质量，我们引入了 PDCA 循环

管理策略。该策略包含四个阶段：计划、执行、检查和

纠正，并且不断循环以优化护理过程[2]。基于此，本文

研究了 PDCA 循环管理在血透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将我院于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48 例

血透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各 24 例。对照组：男 14 例，女 10 例，

年龄 26-73 岁，平均（49.54±4.35）岁。疾病类型：多

囊肾 1 例，高血压肾病 11 例，糖尿病肾病 11 例，慢性

肾小球肾炎 1 例；观察组：男 13 例，女 11 例，年龄 24-
72 岁，平均（48.47±4.63）岁。疾病类型：多囊肾 2 例，

高血压肾病 11 例，糖尿病肾病 9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2 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根据患者所患疾病及透析

情况的具体特点，采取精确的护理干预措施，解决在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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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并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健康

教育和及时管理不良反应。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以

PDCA 循环管理，主要措施如下： 
1.2.1 计划阶段 
血液透析科室成立 PDCA 循环管理小组，由 1 名

护士长和 5 名骨干护士组成。对所有护理人员进行了

循环管理模式的全面培训，以确保其掌握动静脉内瘘

护理技术，并能够识别并发症的关键因素和相关症状。

针对患者需求，持续改进护理系统以提高整体质量。此

举还旨在增强护理人员的风险意识和问题解决能力，

从而确保不间断地提供优质服务。 
1.2.2 执行阶段 
在血透患者护理过程中，重要任务是撰写一份全

面的护理计划摘要。这份摘要应该与护理人员共享，并

根据各自的职责和工作量将其分成小组以更好地管

理。小组领导应该评估小组护理管理系统的质量，并为

护理管理的关键方面提供明确指导。向患者及其家属

充分解释与治疗相关的健康知识和护理过程至关重

要。需要指导患者了解保护血管通路的意义和必要性。

此外，通过提供适当心理咨询来帮助促进患者积极情

绪也非常重要。还需强调对饮食选择和预防高钾血症

措施。 
1.2.3 检查阶段 
组内管理人员定期对护理工作进行检查，以了解

护理人员的表现情况、对护理措施的实施情况、专业知

识的熟练程度以及处理并发症的能力。负责该区域质

量控制的人员会定期审查护理人员的护理质量管理，

确保对护理实施进行持续监督，并及时发现和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问题。 

1.2.4 处理阶段 
应注重护理人员培训，不断增强其工作积极性，并

对患者及家属对护理工作的认知进行评估，发现并总

结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实施中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和修改管理方案，分析护理实践中的不足，提高护

理管理的整体质量。 
1.3 观察指标 
（1）心理状态评分：采评估使用 SDS（抑郁自我

评估量表）和 SAS（焦虑自我评估量表）。SDS 的标

准分截止值为 53，表示轻度抑郁（53-62），中度抑郁

（63-72），重度抑郁（73 或更高）。同样地，SAS 的

标准分截止值为 50，表示轻度焦虑（50-59），中度焦

虑（60-69），重度焦虑（70 或更高）。（2）自护能力

评分：使用自我护理能力测验量表(ESCA)对多个方面

进行评估，包括自我概念、健康知识、自我护理责任和

自我护理技能。得分越高，说明对个人健康照顾的能力

越强。（3）并发症发生率：包括低血糖、低血压、肌

肉痉挛、血管通路异常。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以 t 检验；计数资料以“n，%”

表示，以 χ2检验。若 P＜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明显（P＜0.05）。如表 1： 
2.2 两组自护能力评分对比 
观察组自护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

明显（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SDS SAS 

观察组 24 35.44±4.22 32.14±5.25 

对照组 24 45.03±5.44 42.55±5.27 

t - 6.824 6.856 

P - 0.001 0.001 

表 2  两组自护能力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概念 健康知识 自护责任感 自护技能 

观察组 24 40.14±4.27 61.33±5.72 28.12±3.27 20.33±3.13 

对照组 24 36.51±4.12 56.27±5.55 25.45±3.13 17.76±2.85 

t - 2.997 3.110 2.899 2.974 

P - 0.004 0.003 0.006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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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2（8.33%）：低血糖 1 例、

肌肉痉挛 1 例；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8（33.33%）：

低血糖 2 例、低血压 1 例、肌肉痉挛 2 例、血管通路

异常 3 例。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组

间对比明显（χ2=4.548，P=0.033）。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治疗终末期肾病的

方法，目的是通过清除体内多余液体和废物来净化血

液并平衡电解质。为了降低感染风险，在进行血液透析

时必须严格遵守护理程序[3]。然而，传统的患者护理方

法主要关注于监测患者反应，常常忽略了在透析治疗

前后提供全面护理和健康咨询。这种限制影响到我们

达成令人满意结果的能力。戴明博士介绍了用来管理

医疗保健质量的 PDCA 循环方法，就是一个不断计划、

执行、评估、解决问题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只要坚持这

个模式，在每个医院管理[4]周期里都有渐进性改善可

能。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心理状态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P＜0.05）。提示 PDCA 循环

管理可有效改善血透患者心理状态。分析原因，是因为

长期进行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可能会受到焦虑和抑郁

等不良情绪的影响，这有可能对其接受透析治疗的进

展造成阻碍[5]。通过执行 PDCA 循环管理策略，护士们

可以提高心理护理质量，建立亲密关系，并旨在增加患

者对治疗计划的信任度、推动他们自我管理能力发展

以减轻焦虑和沮丧等不良情绪[6]。研究结果还显示，观

察组自护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明显（P
＜0.05）。说明 PDCA 循环管理可有效提升血透患者自

护能力。这是因为通过在 PCDA 循环管理系统中使用

各种沟通技巧，我们的目标是帮助患者更好地了解血

液透析过程、可能出现的副作用以及预防措施。这个方

法不仅旨在引起患者的兴趣和促进教育，还鼓励他们

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期间保持专注并积极配合[7]-[8]。此

外，经常开小组会议，一起讨论在提供护理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并共同找出解决办法。这有助于我们确定哪些

地方可以改进护理计划，最终给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

服务。同时，通过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探讨血

液透析可能引发的不良反应和相应治疗方法，目标是

增强患者心理韧性。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准备自己来

面对任何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并将伤害降到最低限

度[9]-[10]。此外，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组间对比明显（P＜0.05）。提示 PDCA 循环管理可有

效减少血透患者并发症的出现。 
综上所述，在血透患者护理中应用 PDCA 循环管

理可有效减少患者负面情绪，提升其自护能力，并降低

并发症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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