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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护理模式在消化内镜护理中的临床价值

郝灵丽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骨科 北京 102401

摘 要：目的：分析 PDCA护理模式在消化内镜护理中 的临 床价 值。 方法：从 2021年 4月~2022年 4月我院消化科收
治的患者中 选择76例进行消化内镜检查的患者作 为 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学中 的抽签分组法将患者分为 参照组和实验组，
每组均为 38例。 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采取 PDCA护理模式，分析应用效果的差异。 结果：
实验组理论知识、安全管理、仪 器设备、消毒隔离、操作 技术及急救药物均高于 参照组（p<0.05）。 实验组检查依从
性好 92.1%、检查前准备 97.4%、护理满意度 97.4%均高于 对照组 73.7%、71.1%、76.3%（p<0.05），且 实验组护理缺
陷 5.3%、实验组护理投诉 0.0%均低于 参照组 23.7%、15.8%（p<0.05）。 结论：PDCA护理模式在消化内镜护理中 的
应用，能够充分保障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医疗安全，临 床借鉴价 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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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PDCANursing Model in Digestive Endoscopy Nursing
Lingli Hao

Beijing Fangshan District Liangxiang Hospital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Beijing 1024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DCA nursing mode in digestive endoscopy nursing. Methods: From April 2021
to April 2022, 76 patients who underwent digestive endoscop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y drawing lots in statistics, with 3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referenc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ethods,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PDCA nursing mod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of application effect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safety management,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operation techniques and first aid drug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reference
group (p<0.0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mpliance of examination was 92.1%, the preparation before examination was 97.4%,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as 97.4%,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73.7%, 71.1%, 76.3%, P<0.05), and the
nursing de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5.3%) and the nursing complai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0.0%)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23.7%, 15.8%,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nursing mode in digestive endoscopy nursing can
fully guarantee the nursing quality of nursing staff and the medical safety of patients, and has high clinical reference value.
Keywords: PDCA cycle mode; Digestive endoscopy; Nursing; Clinical value

针对消化系统疾病，临 床经常采取消化内镜开展诊疗
工作 ，通过其能够明确患者疾病进展程度，并为 后期的治
疗提供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但消化内镜属于 微创技术，在
检查的过程中 需要进入人 体内部才能明确患者消化系统
异常情况，对患者的生理、心理方面产 生的影响非常大[1-2]。
鉴于 此，就需要加强消化内镜检查过程中 的护理。 PDCA
护理模式是一 项综合性比较高的管理方法，如今 已经成为
护理管理中 不 可或缺的方法，并且 经过不 断的实践发现，
将其应用于 消化内镜的护理干预中 ，能够确保各项护理操
作 的顺利进行，将护理过程中 所隐藏的问题扼杀在萌芽状
态中 ，并实施有效的应对方案。

1 资料与方法

1 .1 基本资料
从 20 21 年 4月~20 22年 4月我院消化科收治的患者

中 选择 76例进行消化内镜检查的患者作 为 研究对象，通

过统计学中 的抽签分组法将患者分为 参照组和实验组，每
组均为 38例。

本次试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纳入标准：（1）
愿意配合该研究者；（2）签署《知情同意书 》者；（3）
无检查禁忌症者。 排除标准：（1）不 愿配合该研究者；
（2）精神障碍者；（3）胃癌；（4）未签署《知情同意
书 》者。

1.2方法
参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方法。 遵循医嘱进行禁食、禁

水告知等，在检查中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理，检查
后要关注患者的生命体征,告知患者禁忌事 项。

实验组：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采取PDCA 护理模式。
（1）计划建立一 支护理管理小组，由科室护士长、护士
一 同参与 ，制定消化内镜检查过程中 相应的协调和监督机
制，明确护理目标管理和岗位职责，优化各项护理操作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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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评估护理过程中 的岗位管理、消毒隔离等情况；翻阅
资料，并且 经过大家的一 致讨论后明确个 别护理人 员在操
作 过程中 ，存在着无菌意识低、操作 不 规范等问题。 针对
存在问题并根据科室情况制定针对性解决措施。 （2）执
行。 安排小组成员每月集中 时间进行基础知识、实践操作
的学习 ，并考核其掌握情况，以 便发现不 足之 处，从 而提
高小组成员的责任 心。 按照规定摆放科室各种操作 器械，
并将PDCA 护理模式渗透在科室的岗位职能管理中 ，合理
划分科室人 员的工作 。 （3）检查：由医院的质检部分和
护理部组建质检小组，每隔 1 个 月对科室的重点人 员、
操作 规范等环节进行质量监管，不 定期对科室人 员的实践
操作 和理论知识进行考核，每隔半年进行一 次综合考核，
将考核成绩与 科室护理人 员的绩效和年终奖挂钩，以 此增
强科室护理人 员的工作 积极性。 （4）处理。 每月定期开
展科室内护理质量回忆，讨论消化内镜检查和护理存在的
需要改善的地方，并做好接下 来的应对。

1.3观察指标
（1）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比较根据医院制定护理质量

评价 量表进行评价 ，共 6 个 评价 项目，各项目总分为 10 0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理质量越高。 （2）比较两 组患者检
查依从 性好、检查前准备、护理缺陷护理投诉、护理满意。

1.4统计学方法
两 种资料均使用SPSS25.0 系统检验，其中 计量资料

使用 均数± 标准差（M ean ± SD）表示，行 t检验；计数
资料使用 n（%）表示，行卡方检验；资料经过差异对比
检验，P< 0 .0 5， 存在统计学价 值。

2 结果

2.1 一 般资料对比
两 组性别、年龄、疾病类型对比均无显著差异

（p>0 .0 5）。 详情内容见表 1。
表 1 两 组一 般资料的对比( sx  ,% )

分
组

性别（例） 年龄 疾病检查类型

男 女
（岁，

sx 
）

胃
镜
检
查

十二 指
肠镜检
查

结肠
镜检
查

参
照
组
（n
= 3
8）

25
（65
.8）

13
（3
4.2）

35.86
± 2.71

1 1 15 12

实
验
组
（n
= 3

27
（71
.1）

11
（2
8.9）

35.94
± 3.25

13 14 11

8）

X2/
t值

0 .244 0 .1 17
0 .2
44

0 .0 56 0 .0 62

p
值

0 .622 0 .90 8
0 .6
22

0 .813 0 .80 3

2.2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对比
实验组理论知识、安全管理、仪 器设备、消毒隔离、

操作 技术及急救药物均高于 参照组，经 t检验，发现组间
数据均具有明显差异（p< 0 .0 5）。 详情见表 1 所示。

表 2 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对比( sx  )

分
组

理论
知识

安全
管理

仪 器
设备

消毒
隔离

操作
技术

急救
药物

参
照
组

89.1
7±
5.31

91 .29
± 3.27

87.29
± 7.27

89.32
± 5.17

86.24
± 4.25

90 .31
± 4.36

实
验
组

96.3
2±
2.1 1

97.0 9
± 1 .89

95.37
± 3.14

96.45
± 2.13

94.24
± 3.0 4

98.14
± 1 .26

t
值

7.71
4

9.466 6.289 7.860 9.438 1 0 .635

p
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3实施 PDCA 模式前后两 组患者观察指标对比
实验组检查依从 性好 92.1%，高于 参照组 73.7%（x2

值= 4.547，p值= 0 .0 33），实验组检查前准备 97.4%，高
于 参照组 71.1%（x2值= 9.896，p值= 0 .0 0 2），实验组护
理满意度 97.4% 高于 参照组 76.3% （x2 值= 7.369，p值
= 0 .0 0 7），实验组护理缺陷 5.3%低于 参照组 23.7% （x2
值= 5.20 8，p值= 0 .0 23），实验组护理投诉 0 .0 %，低于 参
照组 15.8%（x2值= 4.524，p值= 0 .0 33）。 详情见表 3所
示。

表 3 实施 PDCA 模式前后两 组患者观察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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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现如今 ，临 床在诊断和治疗消化系统疾病过程中 ，经
常会采取消化内镜检查的方式，通过对其的应用能够精准
找到病灶所在位置，为 患者提供最具有价 值和最理想的治
疗方法，但消化内镜需要进入机体内部才能够明确诊疗方
法，而这样势必就会影响患者的心理，再加之 现如今 消化
内镜科室仍 然存在着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其中 最为 显著
的就是管理不 到位，很显然，这对于 护理工作 的开展是极
其不 利的，而且 也 增加了 胃肠镜检查工作 的难度，导致医
疗事 故频频发生，甚者还会极易会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3-4]。 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强对消化内镜科室的管理就显
得尤为 重要。

随着层出不 穷护理理念的出现，PDCA 护理模式也 应
运而生。 在消化内镜护理中 采取 PDCA 护理模式，能够很
好的控制不 安全事 件 的发生。PDCA 护理模式集中 了 管理、
计划、执行等环节，是一 个 综合性非常强的护理管理模式，
可以 有效控制护理过程中 不 良事 件 的发生[5]。 消化内镜护
理中 通过对PDCA 护理模式的应用，能够增强护理人 员的
防范意识，提高其的专 业 素养，充分协调好各个 流程，确
保通过该方式减少不 安全事 件 的发生率[6-7]。 PDCA 护理模
式可以 促使护理人 员充分的掌握患者急救过程中 ，应该采
用何种药物，如何正确的操作 各项仪 器设备，不 断深化对
理论知识的记忆和学习 ，并将理论知识以 润物细无声的形
式渗透在护理人 员的各项护理行为 中 ，促进护理效果的提
升[8-9]。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理论知识、安全管理、仪 器
设备、消毒隔离、操作 技术及急救药物均高于 参照组
（p< 0 .0 5）。 实验组检查依从 性好 92.1%、检查前准备
97.4%、护理满意度 97.4%均高于 对照组 73.7%、71 .1%、
76.3%（p< 0 .0 5），且 实验组护理缺陷 5.3%、实验组护理
投诉 0 .0 %均低于 参照组 23.7%、15.8%（p< 0 .0 5）。 本研
究结果与 朱洁[1 0 ]研究结果一 致，可见PDCA 护理模式在消
化内镜护理中 的应用，能够充分的发挥出其所应有的干预

作 用。
综上 所述，PDCA 护理模式在消化内镜护理中 的应用，

能够充分保障护理人 员护理质量和患者的医疗安全，临 床
借鉴价 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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