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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PDCA 循环管理在减少产后出血和提高满意度中的应用循环管理在减少产后出血和提高满意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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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对孕产妇护理管理期间采用 PDCA循环管理的价值，并分析其对减少产后出血和提高满意度的影响。

方法：研究期间共择取 100例在 2022年 1月 -2023年 1月期间于我院生产的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征得所有产妇同意后，

进行分组研究，主要分组实施不同护理干预，研究组（50例）实施 PDCA循环管理护理模式，参照组（50例）实施常规

护理管理模式，观察两组护理管理模式应用效果。结果：观察两组临床相关数据，护理前产妇心理状态评分两组无差异行，

数据接近（P＞ 0.05）；护理后两组数据均发生明显变化，并数据明显偏低的为研究组，相比之下参照组较高（P＜ 0.05）；

不同时段出血量，统计数据并对比后显示研究组数据低于参照组（P＜ 0.05）；产妇满意率显示，总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参照组，

且差异明显（P＜ 0.05）。结论：对孕产妇护理管理期间采用 PDCA循环管理的价值较高，经研究显示，通过 PDCA循环

管理的应用，产妇心理状态得到有效缓解，负性情绪得到改善，明显降低产后出血量，进而降低产后大出血的风险，产妇

以及家属满意度提高，较高的应用价值，建议推广。

【关键词】：护理管理；PDCA循环管理；产后出血；满意度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in Reduc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Improv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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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during maternal care management,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on reducing postpartum hemorrhage and improving satisfa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ases of pregnant women who gave birth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After the consent of all the pregnant women, 

different nursing interventions were mainly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groups. The research group (50 cases) implemented PDCA 

cycle management nursing mode,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50 cases) implemented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To observ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clinical data of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mental stat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data was close (P > 0.05). After nursing, the data of both groups 
chang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data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The amount of blood loss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showed that the data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Maternal satisfaction rate showed that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the researc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during th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of pregnant women is of high valu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regnant women,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significantly reduce postpartum bleeding, and then reduce 
the analysis of postpartum massive bleeding.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regnant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is improved, and the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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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是指产后 24小时内，自娩后出血量超过

500ml或剖宫产术后出血超过 1000ml，是一种严重威胁产

妇生命的分娩并发症，产后出血是导致产妇死亡的重要原

因之一。临床产科常用的护理方法缺乏一定的针对性，仅

常规进行胎心及胎动监测、生命体征监测、健康教育、心

理指导、母乳喂养指导、饮食指导、产程进展观察等，对

并发症等预防措施的护理干预并不到位，护理管理质量并

不理想。PDCA循环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

学程序，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计划（P）、执行（D）、检

查（C）、处理（A）。PDCA循环管理是临床护理管理中

常用的一种科学方法。本文重点探讨对孕产妇护理管理期

间采用 PDCA循环管理的价值，并分析其对减少产后出血

和提高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如下。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研究期间共择取 100例在 2022年 1月 -2023年 1月期

间于我院生产的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征得所有产妇同意

后，进行分组研究，观察两组临床资料，研究组（50例）：

年龄区间 24-40岁，均数（32.35±2.43）岁，孕周 37-40

（38.53±0.16）周；参照组（50例），年龄区间 25-39岁，

均数（32.15±2.61）岁，孕周 37-41（39.31±0.32）周；统计

学对所有研究资料中数据分析后显示 P＞ 0.05，故具备分

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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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①整个孕期于我院进行产检至分娩的孕产

妇；②孕产妇临床资料完整，研究期间可全程积极配合；

③无语言沟通障碍；

排除标准：①合并如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者；②患者

存在精神障碍，无法正常沟通；③孕产妇及其家属不是自

愿参加本次研究或中途退出者。

1.2方法

参照组：常规护理。

研究组：以常规护理为基础，采用PDCA循环护理管理，

①组建 PDCA管理小组，小组成员均接受系统培训，根据

培训内容进行考核，考核通过后入组，促使临床护理质量

得到保证。② PDCA循环护理管理共分为四个阶段，第一，

计划（P）：详细阅读产妇具体资料，对存在产后出血的风

险进行评估，并且密切观察产妇异常情况，加强宫缩干预，

确保妊娠期糖尿病、巨大胎儿、贫血等产妇能够得到及时

治疗，有利于分娩结局。护理人员合理工作分配，责任落

实到个人，定期总结工作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改正 [1]。

确保助产护士能够熟练掌握助产技术，促使分娩时产妇的

会阴部位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对紧急情况能够合理、妥

善的处理。对出现负性情绪的产妇及其家属进行针对性的

心理疏导，并告知其分娩期间良好情绪的重要性。引导产

妇积极配合，能够减轻其痛苦，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并发症

发生。第二，实施（D）：做好产前护理，评估健康状况的

记录，积极预防孕期体重过度增加导致巨胎的发生。积极

治疗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严重贫血、原发性血小板减少、

急性肝炎引起的凝血功能障碍等严重内病，报告并讨论有

不良妊娠史的病例 [2]。针对导致产后出血的具体因素对护

理人员进行培训，护理人员通过不断的学习、累计经验，

能够对出血情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护理人员对产程密

切观察，并且能够熟练掌握产后出血的抢救流程，确保抢

救成功率。产房出血的孕妇实行护士负责制，24小时值班，

用准确的方法准确评估出血量。延长观察时间，监测生命

体征、尿量和精神状态。床边超声监测子宫腔内是否有血、

是否有胎盘膜残留、膀胱尿量，避免膀胱扩张、尿潴留，

导致产后宫缩乏力，进而促使产后出血风险增加。产后对

产妇加强管理，对存在出血可能的高危产妇重点关注。第

三，检查（C）：小组检查统计每日产后出血产妇人数及手

术中特殊治疗措施的使用情况 [3]。详细调查分娩过程观察、

出血量及产后观察的准确性，并在产妇出院前评估会阴切

口情况及新生儿情况，进行联合分析，明确效果，发现问题。

第四，行动（A）：推进流程标准化，巩固效果。每个月，

产房护士长和 PDCA管理小组都会对护理工作进行总结和

分析，进一步总结和发现本周期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

问题，修订制度找到解决方案，对产后出血相关护理流程

予以完善，并上报医院管理部们，为下一个 PDCA周期提

供依据 [4]。

1.3 判定标准

①统计两组产妇护理前后 SAS及 SDS评分；

②统计两组产妇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情况；

③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调查两组产妇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SPSS21.0是本次研究所用的处理工具，分别用 (n%)、

X
2计数和检验或用（`x±s）、t计量和检验，如数据之间存

在意义，则用 P＜ 0.05表示。

2 2 结果结果

2.1统计两组产妇护理前后 SAS及 SDS评分（n=50）

护理前：研究组 SAS评分（63.25±2.28）、SDS评分

（64.02±2.59）；参照组 SAS评分（63.31±2.22）、SDS评

分（64.25±2.28）；组间数据无差异性存在（P＞ 0.05）；

护 理 后： 研 究 组 SAS 评 分（33.59±2.65）、SDS 评 分

（34.40±2.31）；参照组 SAS评分（46.73±2.19）、SDS评

分（45.84±2.43）；组间数据存在差异性，为数据对比有意

义（P＜ 0.05）。

2.2统计两组产妇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情况（n=50）

研究组：产后 0.5h出血量（120.73±39.95）ml、产后

3h出血量（212.02±40.63）ml、产后24h出血量（262.43±40.42）

ml；参照组：产后 0.5h出血量（175.34±47.50）ml、产后

3h出血量（308.75±50.39）ml、产后24h出血量（465.19±50.74）

ml；两组数据对比存在明显差异（P＜ 0.05）。

2.3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调查两组产妇满意度（n=50）

研究组：总满意率为 49（98.00%），其中非常满意者

32例（64.00%）、满意者 17例（34.00%），不满意者 1

例（2.00%）；参照组：总满意率为 36（72.00%），其中

非常满意者 24例（48.00%）、满意者 12例（24.00%），

不满意者 14例（28.00%）；组间数据对比存在差异性（P

＜ 0.05）。

3 3 讨论讨论

导致产后大出血与孕产妇情绪、麻醉使用剂量不合理、

存在基础性疾病、产程、子宫发育不良等情况有直接关系
[5-6]。产后出血常见的症状有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精神烦

躁、四肢湿冷等，这与出血原因、失血量多少、失血速度

等因素密切相关。经临床不断研究得出，对孕产妇采用科

学有效的护理干预可有效预防产后出血的情况发生，因此

产房的护理管理质量非常关联。PDCA循环是全面质量管

理遵循的科学程序，是制定质量计划并组织实施的过程 [7]。

由于产科的不可预见性，有多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产后出血，

进而增加产后出血的风险。在运用 PDCA循环管理方法处

理产后出血的过程中，每个周期都发现了一些不足和不足，

并及时进行改进 [8-9]。专门培训后，全科成员都能够掌握，

明确诊断，及时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正确判断和及时

处理问题，不仅要注意突然大出血，也要注意少量连续出血，

准确评估减少产后出血的发生更为重要 [10]。

通过临床研究显示，观察两组临床相关数据，护理前

产妇心理状态评分两组无差异行，数据接近（P＞ 0.05）；

护理后两组数据均发生明显变化，并数据明显偏低的为研

究组，相比之下参照组较高（P＜ 0.05）；不同时段出血量，

统计数据并对比后显示研究组数据低于参照组（P＜ 0.05）；

产妇满意率显示，总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参照组，且差异明

显（P＜ 0.05）。

综上所述，对孕产妇护理管理期间采用 PDCA循环管

理的价值较高，经研究显示，通过 PDCA循环管理的应用，

产妇心理状态得到有效缓解，负性情绪得到改善，明显降

低产后出血量，进而降低产后大出血的风险，产妇以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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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满意度提高，较高的应用价值，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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