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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护理干预对重症监护室转普通病房患者预后的影响
苏　婕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目的：针对重症监护室转普通病房的患者，探究 PDCA 循环护理干预的临床应用效果及影响。方法：选取
本院近一年内（2021.01-2022.01）入院进行治疗的重症监护室转普通病房病患，采用随机分组对比的方法进行实验观察与
研究。其中一组为 A 组，进行常规护理并观察记录实验结果报告；另一组为 B 组，为病患进行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并
观察记录实验结果报告。结果：在无其他客观因素干扰时，B 组病患的各项实验观察数据（不良事件发生率、心理状态评
分、护理满意度）均优于 A 组。结论：通过对两组实验病例的观察调研报告可知，对于重症监护室转普通病房的患者进行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对于预后有积极影响，且病患心理状态与护理满意度显著提升，方法有效，可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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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DCA circular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intensive-care unit to General Wards

Jie Su
(Chengdu Third People’s Hospital,Chengdu,Sichuan,610031)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influence of PDCA circular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intensive-care unit to General Wards. Methods: The intensive-care unit patient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in recent 
one year (2021.01-2022.01)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One group (Group A)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and recor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other group (Group B) was given PDCA circular nursing intervention and 
observation and recor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sults: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the observation data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score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satisfaction degree of nursing) of patients in Group B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obser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the experimental cases in both groups, the PDCA circular nursing 
intervention for the patients who were transferred from intensive-care unit to General Ward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gnosis, 
and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nursing satisfa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method is effective and can be generalized.

[PDCA cycle]intensive-care Unit; Prognosis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本院近一年（2021.01-2022.01）入院进

行治疗的重症监护室转普通病房病患 40 例。纳入标准：①

病患认知正常，无精神类疾病。②无其他重症疾病或在疾病

治疗禁忌期。③治疗中断或提前出院病患。在本次研究中，

为保障推进研究进展，提升研究成效，我院医护人员指出了

需要以分组对比的方法来展开本次研究工作，其中 A组（常

规）20 例患者，B 组（PDCA 循环）20 例患者，分别采用不

同护理模式进行护理。两组病患分别为：A 组：共 20 例，

男 12例，女 8例，年龄分布 34-73岁，均龄（52.43±8.89）

岁。B组：共 20例，男 11例，女 9例，年龄分布 36-72 岁，

均龄（52.27±8.76）岁；两组病患的背景资料差异不大，

P＞ 0.05，不具备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A 组：对病患采用常规护理模式进行护理。

①转接入普通病房，核对身份信息，做好交接工作，查

询病史、家族史、用药禁忌等。

②护理前后对病患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和治疗过程重点介

绍。对症用药护理，对病患做好护理相关内容提示。

③病情实时监测护理，并发症检测护理。做好病患营养

支持，把控病患的用药安全以及营养支持的良好效果。结

合病患实际病情，根据病患的实际状况采取相应护理措施。

及时帮助病患进行身体清洁卫生工作，避免不必要的感染，

保证病患舒适状态；帮助病患调整舒适的体位进行休养，

做好病患用药护理。护理期间进行相关疾病知识健康教育，

指导病患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

④做好记录，对所有病患护理效果观测，调查病患对于

护理的满意度，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2.2　B组：对病患采用 PDCA 循环护理模式进行护理。

① Plan 计划。组建 PDCA 循环专项管理小组，此小组全

部成员均为工作经验丰富、从业五年以上的护士，人数5名。

组长为拥有从业经验 7年以上的护士长来担任。对小组内成

员进行培训（专业知识、操作规范、奖惩制度、实际遇到的

问题与解决）明确目前工作现状，观察并记录目前护理工作

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分析成因（科室内工作人员的专

业知识与技能不够扎实、工作态度不够积极端正、工作执

行力不足、责任划分执行不够明确、总结不及时、没有将

成功或失败经验充分积累并应用、问题反馈不及时等等），

制定适用于本科室内的 PDCA 循环护理方案，并以此来制定

新的考核标准与奖惩制度，明确责任划分管理与监督制度。

对小组成员培训完成后进行实操考核，按照考核标准进行打

分评审并作出指导意见，考核通过后准予上岗。管理小组成

员根据科室内经验较少的护士实际情况，帮助制定多套相

应应急预案，便于年轻护士能够依据应急预案对紧急情况

正确处理，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重要护理操作双人并行。

落实交接班流程规范，确保对患者情况的清楚了解。在年轻

护士的日常操作时，对应小组管理成员进行经验传授与心

得交流。严格执行监督管理制度，监督管理组对于科室内

护理人员的工作质量进行单独观察研究，并提出整改意见，

完善工作流程与监管体系。[3]。

　　②Do执行。严格按照责任划分体系进行工作执行，

工作质量监督小组定时不定时进行工作质量检查，并依据考

核标准进行打分，按照奖惩制度奖优惩劣。定期进行小组培

训，及时更新培训内容。收集科室内病患的反馈意见与建议，

定期小组讨论，对每周工作进行积极整改，解决各方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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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监督管理组对于小组内成员的执行程度进行单独观

察研究，并提出整改意见，完善工作流程与监管体系，使得

工作计划不止是桌上的一张纸，而要使规范完整的体系流程

植入小组成员的意识中。对病患进行心理、生理、环境三个

维度的精细护理 [3]：对病患的心理状态随时观测并记录，针

对病患的心理疑惑或负面情绪进行耐心、详尽的解答，多向

病患介绍良好的治愈先例，帮助病患建立积极的治疗心态；

对病患各项生命指标严密监测，观察病患病情发展情况，及

时给予清洁、止痛、排尿等护理，满足病患的合理要求。及

时调整病患体位，保障病患气道与引流管通畅，避免液体回

流等，手术切口和引流管做好无菌护理。帮助病患采取合适

舒适的体位，保持心情放松，时刻观测病患状态，有异常及

时上报。康复健康知识宣讲，针对病患日常不科学、不规范

的用药习惯，进行耐心讲解与纠正，为病患植入科学用药的

理念，做好风险管理。关注病患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及

时有效的预防以及处理，观测病患是否出现呼吸不畅、感染、

生命指标异常等现象，及时上报处理。帮助病患共同制定每

日健康运动计划表和每日健康食谱；创造卫生、安全、舒适

的护理环境，保障房间内温度、湿度适宜，自然空气流通，

无刺激性气味、粉尘等，注意房内光线的良好；及时进行床

褥的更换，避免感染的发生，提高病患的治疗舒适度 [4]。

③ Check 检查。自查、互查，每日对自己工作工作责任

范围对照考核标准表进行详细检查，并和其他小成员交互检

查，对比检查结果。收集自己与他人的工作问题，定期对于

责任范围内工作进行整体检查，及时记录。将自查自纠工作

体系植入工作意识中，不以形式为目的，而要以结果为导向。

④处理 Act。最少每周进行一次全体会议，总结个人与

小组工作中所有问题与疑难，总结本周内护理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和建议；根据实际情况对问题进行优化处理，出台优化

方案，并对整个 PDCA 循环护理方案进行优化升级，制定应

急方案，提高整体护理质量。

⑤做好记录，对所有病患的护理效果观测，调查护理的

满意度，总结数据并进行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SPSS19.0 软件处理，X² 值检验，P＜ 0.05 具统计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经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后 B 组

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5%，明显低于 A 组患者的 20%，

x2=6.365；P ＜ 0.05，具体数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n，%）

组别 N 褥疮 脱管 误吸 气道堵塞 不良事件发生率
A 组 20 1（5%） 1（5%）1（5%） 1（5%） 4（20%）
B 组 20 1（5%） 0（0%）0（0%） 0（0%） 1（5%）

x2 6.365
P ＜ 0.05

　　2.2 病患护理前后心理状态评分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经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后 B 组病

患的 SAS 焦虑自评分与 SDS 抑郁自评分均优于常规护理的 A

组，P＜ 0.05，具体数据如表 2-2 所示：

表2-2两组病患焦虑、抑郁、生存质量评分情况比较（ x ±s）

组别 N SAS 评分 SDS 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A 组 20 68.79±6.63 58.83±7.15 72.44±8.30 61.22±8.42
B 组 20 68.21±6.74 49.18±6.34 72.69±8.14 52.80±7.32

x2 0.043 8.368 0.038 8.835
P ＞ 0.05 ＜ 0.05 ＞ 0.05 ＜ 0.05

　　2.3 病患护理满意度情况比较

根据观察记录并计算，经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后 B

组病患护理满意度为 95%，高于常规护理的 A 组 80%，

x2=14.663，P ＜ 0.05

表 2-3 两组病患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A 组 20 8（40%） 8（40%） 4（20%） 16（80%）
B 组 20 13（65%） 6（30%） 1（4%） 19（95%）

x2 14.663
P ＜ 0.05

3 结论

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的病患通常已经度过危险期，

然而病情发展仍然不可轻视。对于此类病患的护理也更需要

细心与耐心，有知道护理方能对预后有积极影响。而 PDCA

循环通过 Plan 计划、Do 执行、Check 检查、Act 处理四个

环节来进行目标划定，制定规划与合理有效的计划方案并

依据制定的方案和目前已知信息对方案进行执行动作，在

方案实施的前中后及时找出问题，辨别每一个动作的正误，

明确效率，对检查的结果进行及时处理，肯定正确经验、

总结错误经验并确保实现可靠性目标，从而不断提高质量。

PDCA 循环是全面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基础，也是规范所

有管理工作的一般准则。PDCA 循环不会在同一级别循环，

每进入一个周期，它都能有效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实现了一

部分结果，工作向前推进一步，水平提高一步。在 PDCA 周

期的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重要指引。将 PDCA 周期作为全面

质量管理系统运作的基本方法，在 PDCA 周期中，通常说高

层周期是下一个周期的基础，即上一个周期的实施和实现。

规划是质量管理的第一步。通过该计划确定质量管理准则、

目标以及实现该准则和目标的行动计划和措施。规划阶段包

括分析目前的状况，查明现有的质量问题 [5]。将 PDCA 循环

应用于此类病患的护理工作中，在病患转出阶段完善护理细

节，为病患提供了更为优质的护理服务。

本次研究通过分组对比护理方法的不同，发现经 PCA 循

环护理的 B组病患，护理期间不良事件明显减少，护理满意

度提升了 15%。由本实验研究报告可见，对于重症监护室转

普通病房的患者进行 PDCA 循环护理干预，对于预后有积极

影响，且病患心理状态与护理满意度显著提升，这一结果也

与国内外其他专家研究结果相吻合。此法优势明显，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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