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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现代化社会中，国民的健康生活意识有明显提

升，对体检活动、定期体检等重视和肯定度更高。体检

中心为专门给受检者提供疾病检验服务的一个中心部门，

将护理服务引入，有序推进护理工作，强化护理质量持

续改进，完善护理管理至关重要。体检中心引入 PDCA

循环法护理质量管理，需护士依照受检者实际需求，制

定出对应性的 PDCA 循环护理方案，将护理工作的流程

进一步细化，对管理制度进行适宜地补充与完善，进而

构建出优质的护患关系，使得护理服务更为优质，护理

管理可发挥出事半功倍的作用 [1-4]。基于此，本文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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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DCA 护理管理程序在优化体检中心护理工作流程中

的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 年 02 月－ 2022 年 02 月到本院体检中心体

检的受检者 58 例，护士 16 例，按照不同管理方式，分成

实验组（PDCA 护理管理）29 例，年龄 21-78 岁，平均

年龄（52.16±4.28）岁，对照组（常规护理管理），年龄

20-78 岁，平均年龄（52.14±4.24）岁，一般资料（P ＞

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受检者在进入到体验中心之后，需要取号等待，这

时护士需要耐心的询问受检者近期的健康状况，当天准

备状况。例如是否有憋尿和空腹等。在进入到体检程序

之后，按照既定的相关流程指引受检者接受体检。测量

受检者的生命体征，采集血液标本以及体液标本。实施

超声诊断、心电图诊断以及胸部 X 线检查等，在受检者

检查完毕之后引导其就餐。

1.2.2 实验组

组内受检者接受 PDCA 护理管理程序服务具体为：

组建 PDCA 护理组，要求护士长担任组内组长，委派体

检中心护理人员 7 名。

计划阶段：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依照体检中心的实

际状况以及现成的问题分析护理流程问题，其中包含以

下几个问题：第一，体检之前受检者的准备不足。不能

够依照要求进行憋尿和空腹，甚至有的受检者，在进入

到体检中心之后出现排尿和进食的问题。第二，等待的

时间以及体检的时间比较长。第三，受检者人群分布不

够合理，有部分检验科室出现拥堵问题。第四，引导不

够充分，标识不够清晰。

实施阶段：针对上述问题制定改进措施：第一，与

受检者预约。在体检之前的一天到两天，和预约联系人

沟通，告知受检者当日体检流程。告知其前一晚需清淡

饮食，当天需做到空腹以及憋尿，进而确保检查结果的

准确性。第二，错峰预约受检者。在体检前一天，需要

按照当天的预约状况以及体检时间的评估更改亦或是确

定预约的时间，进而有效地规避受检者体检时间太长问

题发生。第三，在体检中需分组引导，有效地避免受检

者依照固定与单一流程接受体检问题发生。可将受检者

编入不同的小组，组内成员在不同科室接受体检交叉进

行，进而显著地提升体验的效率。第五，更换不清晰抑

或是指向不够明确的标示。需要对流程进行全面的检查，

探析楼层中标识存在的问题，然后尽早地做出处理要求，

各个楼层均有专人引导，使得指向更为明确。

检查阶段：定期地对流程改进的问题进行监督和管

理落实，发现存在新问题需及时纠正。

处理阶段：每个月需要进行月总结分析执行中潜在

的问题提出新型解决策略，将其引入到下一个循环内。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

分析两组护理质量：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分级护理、

技能操作、护理文书；分析两组心理状态：SAS、SDS；

分析两组无形成果评分：责任心、应对能力、管理手法、

积极性、自信心、和谐度。

1.4 数据处理

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计数资料用（n/%）表

示、行 x2 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行 t 检验。P ＜ 0.05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分析两组护理满意度

实验组护理满意度 28（96.56%）明显高于对照组 22

（75.86%）（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护理满意度（n/%；例）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n=29）

15

（51.72%）

7

（24.14%）

7

（24.14%）

22

（75.86%）

实验组

（n=29）

20

（68.97%）

8

（27.59%）
1（3.44%）

28

（96.56%）

x2 值 - - - 5.5500

P 值 - - - 0.0223

2.2 分析两组护理质量

实验组护理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表2　两组护理质量分数（x±s/分）

组别 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分级护理 技能操作 护理文书

对照组（n=29） 72.38±2.18 73.18±1.58 74.22±2.13 74.72±1.82 75.36±2.57

实验组（n=29） 82.68±2.28 83.55±1.85 84.14±1.88 84.82±2.12 85.08±2.69

t 17.5836 22.9539 18.8035 19.4663 14.0696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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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两组心理状态

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P ＞ 0.05），护理后，

实验组心理状态评分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表3　两组心理状态评分情况（x±s）

组别
SAS SDS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n=29）
50.69±2.43 48.67±1.93 50.99±2.23 47.85±1.26

实验组

（n=29）
50.87±2.52 42.13±2.07 51.18±2.28 44.12±1.68

t 0.2769 12.4442 0.3208 9.5651

p 0.7829 0.0000 0.7495 0.0000

注：SAS为焦虑自评量表；SDS为抑郁自评量表

2.4 分析两组无形成果评分

实验组无形成果评分均优于对照（P＜0.05），见表4。

3.讨论

此次研究中，分析两组管理价值，发现实验组护

理 满 意 度 28（96.56%）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22（75.86%）

（P ＜ 0.05）； 实 验 组 护 理 质 量 评 分（基 础 护 理 评 分

82.68±2.28/ 分、 专 科 护 理 评 分 83.55±1.85/ 分、 分 级

护 理 评 分 84.14±1.88/ 分、 技 能 操 作 评 分 84.82±2.12/

分、护理文书评分 85.08±2.69/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护理前，两组心理状态评分（P ＞ 0.05），护理

后，实验组心理状态评分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

组护士无形成果评分均优于对照（P ＜ 0.05）。发现，体

表4　两组无形成果评分（x±s/分）

组别 责任心 应对能力 管理手法 积极性 自信心 和谐度

对照组（n=8） 82.12±3.23 88.23±2.29 84.45±2.48 84.23±2.69 83.45±3.10 88.41±2.29

实验组（n=8） 90.03±3.17 96.53±2.14 95.10±2.56 92.01±3.07 91.31±3.17 96.62±2.14

t 4.9435 7.4901 8.4513 5.3911 5.0140 7.4088

p 0.0002 0.0000 0.0000 0.0001 0.0002 0.0000

检中心引入 PDCA 护理管理方式，对体检流程进一步优

化，强化各个环节中的衔接，对受检者人群合理化分布，

进而有效地提升体检的质量和效率，压缩体检所需的时

间，改善受检者主观感受 [5-8]。PDCA 管理方式作为护理

管理中常用的方式之一，可以通过计划阶段、执行阶段、

检查阶段以及处理阶段以及各环节持续性循环，使得管

理的目标能够动态化持续完成。更需调整体检的流程顺

序，在分析总结后制定改进措施，优化流程，受检者的

体检时间及等待时间均明显缩短。而且受检者体检前准

备完成率、一次体检完成率均明显提高，而且收件者的

心理状态亦有所提升，提示优化流程后能够提高体检工

作效率，辅以无形成果的提升 [9-12]。加之，对护理工作

的调查发现，实施 PDCA 护理管理流程后，护理工作满

意率较前明显提高，可以说在体检中心护理流程优化过

程中不仅能够提高体检效率，而且可使得护理满意度有

所增强。

综上，PDCA 护理管理程序引入体检中心对护理流

程优化，可使工作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压缩患者体检

的时间，能够获得更多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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