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3)2021.2

41

护 理 探 索

PDCA 循环法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分析
石晓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人民医院 手术室　新疆　库尔勒　841600）

【摘　要】目的：分析 PDCA 循环法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方法：应用医学小样本对比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手术室患者 150 例为受试评定对象，按照手术室护理管理中所用方法差异，等比例分为实验组（n=75 例）和对照组（n=75
例）两小组。分别给予对照组一般护理方法护理，给予实验组 PDCA 循环法护理，临床观察两组护理后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
结果：实验组在环境管理、消毒隔离、药物物品药品评分护理质量评分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对比意义（P<0.05）。结论：
PDCA 循环法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实施价值突出，尤其可显著改善手术室护理质量，可在后续患者的护理实践中加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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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手术室是为患者提供手术及抢救的场所，是医院的

重要技术部门。手术室护理环节，受与手术科室相接连，还与

血库、监护室、麻醉复苏室等临近，故护理质量的高低直接关

乎护理效果。而术中为进一步提升手术室护理质量，将 PDCA

循环法护理管理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本研究为分析 PDCA

循环法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特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手术室患者 150 例为受试评定对象，信息整合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一般材料 

应用医学小样本对比法，选取我院 2019 年 2 月 -2020 年 2

月手术室患者 150 例为受试评定对象，按照手术室护理管理中

所用方法差异，等比例分为实验组（n=75 例）和对照组（n=75

例）两小组。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平

均年龄比例上结果分别为 32 例 /43 例 :33 例 /42 例、（15-41）

岁：（16-40） 岁、（27.92±0.08）：（27.82±0.18） 岁。

两实验对比小组在男女比例、年龄比例、平均年龄比例上差异

不明显，本次研究论题的可比性较强。

1.2 护理方法

分别给予对照组一般护理，给予实验组 PDCA 循环法护理，

临床观察两组护理后对手术室护理质量的影响。

对照组：常规手术室护理常规。

实验组：①术中配合：巡回护士工作流程，即术中随时观

察病人病情变化，手术进展情况，配合抢救和供应物品，不无

故擅离职守；督促手术间各类人员的无菌操作，保持手术间安

静整洁；严格查对制度，关闭体腔前后与洗手护士再次核对器

械、敷料数目；协助覆盖伤口，填写标本送检单，督促医生做

好标本留置工作；认真填写记帐单，核对手术通知单上的诊断、

手术方式、手术人员，使之与实际相符；②洗手护士工作流程：

术中密切注意手术进展，主动配合，保持无菌物品、器械台的

干燥、整洁；关腔前后认真清点器械敷料，防止异物存留在伤

口内；协助包扎伤口，处理标本；术后器械交接于供应室清洗

消毒烘干灭菌，特殊器械由专人交给供应室专人等。③手术体

位，对乳腺手术、颈部手术、肝胆手术、头部手术等取患者仰

卧位；对胸部、肾及腰背部手术患者取侧卧位；对脊柱及背部

手术患者行俯卧位。对会阴部、尿道、肛门部手术取截石位；

对鼻部、扁桃体手术予以半左卧位；肛门部手术予以折刀位；

无菌桌准备；术中严格无菌操作原则。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DAS 2.0.1 版 (Drug And Statistics，药物与统计 )

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为（%）、（ x s±
）表示，用 X2、t 检验，以 P<0.05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

实验组在环境管理、消毒隔离、药物物品药品评分护理质

量评分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对比意义（P<0.05）。具

体如表 1所示：

表 1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 x s± ）

组别 例数 环境管理评分 消毒隔离评分 药物物品药品评分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75

75

/

/

8.41±0.29

9.50±0.34

21.133

0.000

8.15±1.32

9.46±0.57

7.890

0.000

6.78±0.09

9.25±0.12

142.605

0.000

　　3 讨论

在手术室管理中，尤其在护理配合环节，将 PDCA 循环法用

于患者的术中护理管理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护理效果，且在

上述表 1 的研究中被证实为有效的护理管理方法。尤其表现在

上述表 1 的结果中，实验组在环境管理、消毒隔离、药物物品

药品评分护理质量评分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对比意义

（P<0.05）。

文献资料数据进一步佐证，在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中采

用 PDCA 循环发，能够有效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降低患者不

良风险事件发生率；对比手术室常规护理，以药品器械管理、

护理安全管理、消毒管理和环境管理作为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

指标各项评分；不良反应时间发生率为 4.76％和 (19.05％ )

(χ2=5.794，P<0.05)[3]。PDCA 循环法以阶段来执行质量管理

工作，通过不断的循环进步，有效提高质量管理工作水平 [4]。 

PDCA 循环法能显著提高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水平，提升手术室

护理质量，从而进入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实施PDCA循环法后，

手术室护士护理理论知识、技术操作、护理文书书写和手术室

医生的满意度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P<0.05)[5]。总体而言，在

手术室管理中 PDCA 循环法的应用，可显著提高手术室护士的

整体护理能力，提高手术室护士管理质量，防范可能引发的风

险事件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PDCA 循环法在手术室管理中的应用实施价值突

出，尤其可显著改善手术室护理质量，可在后续患者的护理实

践中加以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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