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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在皮肤科护理三级质控管理中的运用

马 玲，赵文艳，刘 倩，代 玲*

云南省中医医院 云南昆明

【摘要】目的 探讨 PDCA循环在皮肤科护理三级质控管理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开展 PDCA 循环前，以及 2020年 12月-2021年 12月开展 PDCA 循环后，皮肤科护理人员 15 人，

患者 50例，观察皮肤科护理质控小组运用 PDCA循环加强护理三级质控工作，比较质控管理模式运行后的

护理治疗情况。结果 2021年护理质量检查皮肤科基础护理、病区管理 、安全管理 、护理文书等护理质量

均高于 2020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开展后护士安全意识评分均高于开展前，P＜0.05；开展后

护理满意度 98.00%（49/50）高于开展前 80.00%（40/50），P＜0.05。结论 将 PDCA循环引入到皮肤科护

理三级质控管理中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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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in three-level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of dermatology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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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in dermatology care. Methods Select 15
dermatology nursing staff and 50 patients before the PDCA cycle from December 2019 to December 2020, and
from December 2020 to December 2021, observe the dermatology nursing quality control team using the PDCA
cycle to strengthen the nursing tertiary quality control work, and compare the nursing treatment after the operation
of the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mode. Results In 2021, basic nursing quality, ward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and nursing documents were higher than in 2020, and the difference was P <0.05, P <0.05,98.00% (49
/ 50) higher than 80.00% (40 / 50), P <0.05. Conclusion IntroPDCA cycle into the tertiary quality control
management of dermatology care is effective.

【Keywords】PDCA cycle; Three level quality control of Dermatology; Basic nursing, ward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nursing documents

PDCA（英文全称：Plan-Do- Check- Action，
英文简称：PDCA）循环理论还可以被称作为戴明环，

主要是指在管理活动推进中，为了能够提升管理效

益与质量实施的循环过程，作为一种科学性管理方

式，现阶段已经被较为广泛地运用在卫生事业以及

各个行业质量管理控制中，运用效果较为理想。基

于此，本文将分析 PDCA循环在皮肤科护理三级质

控管理效果，报道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 通讯作者：代玲

我科实际床位 31 张，现有护理人员 15 名,自
2020 年 12 月起重点运用 PDCA 循环模式进行三级

质控护理管理模式改变前后我科护理人员无显著性

变动 (P>0.05)。
1.2 PDCA循环管理方法

1.2.1计划阶段（Plan)
落实科室护理三级质控管理体系 护士长（K3

级质控）-质控员（K2级质控）-全体皮肤科护士（K1
级质控），成立皮肤科护理质量管理小组，设 2-3
人为一个小组，1 名组长组织工作。将护理工作中

个各方面以科内小组的形式进行质控，如基础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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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病区管理组 、安全管理组、 护理文书组等，

涉及护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加强对全科护士的培训

管理，积极宣传增强质量管理的意义，使得护士质

量管理的意识和理念可不断提升，使其能够熟练的

掌握管理方式的具体内容与运用方式，人人掌握标

准及要求，总结与归纳皮肤科中临床护理存在的质

量问题，探析问题发生的原因，高效的将问题解决，

保障护理质量。

1.2.2执行阶段（Do)
落实追踪质控问题整改情况，由各小组完成质

控质检表设计及质量控制指标完成情况，组内轮流

监督检查，以小组为单位每月进行总结及讨论，定

期轮换小组，有利于提高每个人对质控的认识，锻

炼组织能力；二级质控负责汇总一级质控实施情况，

整理资料汇报护士长，护士长不定期地进行抽查，

召开科室质控会议。对临床中发现的相关护理质量

问题，需个性化的组织护士接受业务培训，使得护

士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明显增强，对所培训的相关结

果加以考核。制定出对应性的质量改进方案，把所

制定出的解决问题策略逐步贯彻和落实。需各位护

士形成自我质量控制习惯，每个人均需明确考核方

法、质量指标，产生人人参与到质量管理中的优质

氛围。护理部门每个月都需将培训方案进行落实，

护理部门每个月需严格地将培训方案进行落实，护

理单元与护理分布培训的形式有一定的灵活性，可

举办晨间提问活动、专科知识小竞赛活动、护理查

房活动以及疑难病例大讨论活动等等。为了客观性

地将护理质量改进质量反映出，各个护理单元每月

均需召开 2次的护患沟通与交流会，通过举办活动，

将护理优化，提升护理效果。

1.2.3检查阶段（Check)
质控组内成员对策略落实的情况了解，实施随

机抽检，对此期间出现的问题，需责任人记录问题

出现的因素和处理对策，在每月例会活动上将问题

提出。而后引导全体护士参与其中对问题深入讨论，

提出对应性改进措施，为下一次的活动例会提供考

核的内容。内容包含：基础护理、病房管理、危重

患者护理、特级患者护理、急救物品的完好率、感

染控制、消毒隔离、安全专项检查以及护理满意度

调查等等。例如，检查中了解护士有呼唤铃不及时

的问题，在接待患者中行为语言不够规范问题，而

后在护理部、护理分部间进行护士礼仪暨行为规范

的表演竞赛活动，将护理礼仪、行为规范进行全面

性贯彻和落实，领悟到护理服务、护理操作中沟通

技巧、规范语言，继而发挥出积极的推动作用。

1.2.4处理阶段（ Action)
每个月进行一次小结，对质量改进对策的落实

情况加以总结，结合落实的状况和上次例会中所提

出的有关问题，明确解决的方式。对不正确对策加

以修正，分析难以解决，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制定

出对应性的新措施与办法。由经循环之后，依照结

果对应性的制定出下个循环。若是达成预期的目标，

需把确定的措施与对策实施标准化的处理，而后进

入到下一个循环中。

1.3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工作质量：病区管理质量、护理文书书写

质量、基础护理质量、护理安全管理，对每个项目

的质量情况进行评分，每个项目的评分分值为

0—100 分；安全意识评分：安全知识评分、预判能

力评分、理智感评分、自身安全意识评分；护理满

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1.4数据处理

用 SPSS21.0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

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χ±s）
表示、行 t检验。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分析工作质量

PDCA 循环管理后，皮肤科护理工作质量显著

提高，P＜0.05，见表 1。

表 1 工作质量情况比较（χ±s/分）

组别 病区管理质量 护理文书书写质量 基础护理质量 护理安全管理

开展前（n=10） 92.66±2.98 93.56±3.11 94.78±1.99 93.57±3.54

开展后（n=10） 99.46±4.35 99.45±4.67 99.35±3.67 99.57±3.45

t值 4.0782 3.3196 3.4616 3.8384

P值 0.0007 0.0038 0.0028 0.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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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分析安全意识评分

开展后护士安全意识评分均高于开展前，P＜
0.05。其中，开展后安全知识评分 94.11±2.14/分、

预 判 能 力 评 分 94.88±2.62/ 分 、 理 智 感 评 分

93.25±2.37/分、自身安全意识评分 94.57±1.44/分；

开展前安全知识评分 83.35±2.03/分、预判能力评分

82.14±1.51/分、理智感评分 84.41±1.24/分、自身安

全意识评分 82.57±2.20/分。两组安全知识评分对比

（T=11.5356，P=0.0000）、预判能力评分对比（T=13.3
226，P=0.0000）、理智感评分对比（T=10.4511，
P=0.0000）、自身安全意识评分对比（T=14.4321，
P=0.0000）。

2.3分析护理满意度

开展后护理满意度 98.00%（49/50）高于开展前

80.00%（40/50）（χ2=8.2737，P=0.0040＜0.05）。

其中开展后患者中非常满意 80.00%（40/50）、满意

18.00%（9/50）、不满意概率 2.00%（2/50）；开展

前患者中非常满意 64.00%（32/50）、满意 16.00%
（8/50）、不满意概率 20.00%（10/50）。

3 讨论

PDCA 循环方式基本已经深入的运用在皮肤科

的管理中，护理的质量有显著的提升。本科室中各

个护士均能够对质量管理和质量持续改进有深入的

认识，人人有责任,人人都参与。科室中护理管理质

量显著提升，将质控标准逐步的完善、规范与补充，

相关人员均可落实、持续性以及正确性的执行制定

出的控制标准，使得护士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

护士的素质修养和整体水平有显著提升，科室中凝

聚力显著增加，工作质量和效率有了质的提升。

PDCA 循环管理方式的优势在于：PDCA 循环

的运用不但可以提升护理管理水平和能力，亦可提

升护士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以及护士的执行力、能

力；亦可提升护理绩效改革实施效果，提升各个级

层护理管理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意识与责任感，充分

地将护士参与到护理工作质量控制积极性显著提升，

提升其服务意识与质量意识；亦可对团队精神进行

强化，实施护理资源共享，对护士高效的培训，使

得各个护理的单元群的策群力提升，将其和创新性

思维激发[6-7]。对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新出现的关键

问题由护理分部提出，护理部作为持续质量改进项

目，将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或新出现的问题转入到

下月循环中，为下一个循环提供资料。护理部和护

理分部及时将质量改进意见反馈个人，形成由下向

上，再有上向下的反馈系统。进而提高其护理安全

意识、工作质量；促使护士专业知识、学习理论，

提升自身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综上，PDCA 循环运用在皮肤科护理管理中，

效果显著，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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