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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法提高护理文书 

书写质量的应用体会 

金家琼  王湘婷  王  义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五医院 消化内科  贵州贵阳  550009 

【摘  要】目的：探讨利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的体会。方法：分别将 2020.2021 年下半年出院病历内有关护理文书书写质量在使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法前后进行比较。结果：护理文书合格率由 92.25%提升到 97.81%。结论：PDCA 循环管理方法对提高书写护理文书质量是有效的、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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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文书是指护士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等资料的

总和，是医疗病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工作原始文件记录 1-2。

书写护理文书是护士临床工作中重要部分，是为医疗提供信息、调整治

疗方案的依据，为护理提供教学和科研依据，是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

及时、准确、完整、简要、清晰是书写各项医疗与护理记录的基本原则 3。

但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因护士职称、资历、专业水平不一，导致护理文

书记录存在很多问题，如医护记录不一致、患者阳性体征记录不全或者

未记录、漏签名、代签名、观察病情缺乏连续性、护理记录的随意性等，

鉴于此，科室通过多次讨论及运用多种改进方法， 终采用 PDCA 循环

管理方法后，护理文书质量明显上升，PDCA 循环，即通过计划（Plan.P）、

实施（Do.d）、检查（Chek.C）、处理（Action.A）4 个阶段，是广泛应用

于质量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的循环体系，由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

明于 1954 年根据信息反馈原理提出的 4。 

1.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科患者月出院量为 90—110 例，2020 年上半年因疫情原因，患者

较少，2020 年 7-12 月出院 609 例，当时使用的就是常规检查方法，组长

或者护士长发现护理文书存在的问题后即通知护士整改，护理文书半年

合格率为 92.25%；2021 年 1-6 月科室通过多次讨论、尝试多种改进方法，

通过学习后拟采 PDCA 循环管理方法，2021 年 7-12 月出院 643 例，护理

文书半年合格率为 97.81%。所有护理文书均为消化内科病种、护理人员

无变化、护理记录单种类无变化，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组建科室护理文书小组，护士长—责任组长—质控护士三级管理模

式，明确职责，按照 PDCA 循环模式开展工作，每月护士例会用 PPT 形

式进行讲解存在问题、拟定整改措施、较上月质量上升的项目、总结经

验，对反复存在问题再次纳入下一轮计划。 

1.2.1 计划阶段（P） 

1.2.1 分析现状： 

虽然有护士长和组长对护理文书进行检查，但途径单一，没有反复

整改及加强学习的环节，仅仅停留于发现问题只督促当事人整改，导致

同一问题会发生在其他护士身上，检查者工作量大，当重病人较多时，

还会存在遗漏现象，且成效很小。 

1.2.2 2020 年 1-6 月护理文书存在问题： 

护理文书存在问题分布 

项目 份数 占比

护理记录单漏项（生命征、治疗项目） 78 26.5%

护理记录单病情描述欠缺、缺乏连贯性 65 22.1%

字迹潦草 51 17.3%

体温单登记错误/与护理记录单不一致 34 11.6%

医嘱漏签名或未按时执行 23 7.8%

健康教育路径单未按时完成 20 6.8%

入院宣教内容不完整 14 4.8%

输血护理记录单错误（时间、血量单位） 9 3.1%

1.2.3 存在问题原因调查分析： 

1.2.3.1 护士专业程度、职称不一：我科护理人员 14 名，本科 6 名，

大专 8 名；主管护师 4 名，护师 5 名，护士 5 名；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

护士 4 名，3 年以下护士 4 名；部分护士专科知识欠缺，问题判断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不一。 

1.2.3.2 护理工作繁琐，加之我科重病人较多，特一级护理患者占总

病人数的 1/3--1/2，为患者提供贴心、细致、全方面的护理服务基本不可

能，护理人员的时间大多数都花费在基础护理、应付医嘱、执行治疗等

方面，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详细询问患者既往史、病情变化、病人的主观

感受等，更没有精力去认真仔细书写护理记录 5。 

1.2.3.3 护士长及组长培训、督促力度不够，部分护士未掌握护理文

书书写标准及规定，特别是新护士，随意性较大。 

1.2.3.4 部分护士没有意识到规范书写护理文书的重要性，缺乏法律

意识，随意性大，表现为字迹潦草、代签名、漏签名、书写不及时、记

录病情无连续性、阳性体征未记录等。 

1.2.3.5 护理记录的真实性缺陷。本次检查中发现，个别患者请假外

出，记录单仍为患者记录了血压、脉搏、呼吸；同一时间的记录和三测

单上的数字不一致；个别护士随意在他人记录后面添加内容或同一笔迹

整页重抄 6。 

1.2.3.6 护士凭自己的主观印象记录，缺乏责任心，甚至复制医生记

录，未从护理的角度去观察患者病情。 

1.2.4 制定改进计划： 



·健康护理· 预防医学研究 

 ·116· 

1.2.4.1 建立科室文书检查本，含日期、床号、姓名、护理等级、存

在问题、责任人、检查人、是否整改等项目，要求特一级患者在 24 小时、

二级护理患者在 3 日内整改，检查者对照检查本一目了然的进行检查，

未按时落实者与质控挂钩。 

1.2.4.2 有共性问题时及时发在工作群里，提醒护士注意该问题；每

月质控护士、责任组长、护士长将查到的问题以 PPT 形式在护士例会上

通报，并请护士拟出整改措施、护士长补充的方法，下月要有追踪记录，

组内进行比赛，看哪组文书质量上升明显，有相应的分值奖励，主要是

鼓励大家养成自查和检查上一班护士护理文书的习惯，相互督促、共同

进步。 

1.2.4.3 加强护理文书书写质量管理，按照护理部要求，制定符合专

科特点的护理规范要求，每月利用护士例会进行培训，详细讲解护理文

书要求、原则，拟出护理记录样本、规范格式，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监督

机制，对入职 3 年以内的新护士，进行“一对一”的帮带，质控护士、

责任组长、护士长严把质量关，落实好三级文书监控。 

1.2.4.4 加强护理人员法律意识，定期组织护理人员学习《护士法》《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让其充分认识到护理记录书写

规范的重要性，一旦发生护患纠纷，规范的护理记录可以成为护理人员

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武器 7。 

1.2.5 实施阶段（D）： 

1.2.5.1 三级质控小组成员按照分工及职责开展工作。 

1.2.5.2 将护理文书检查本放于护士站，护士长、组长、质控护士以

及护士自查或相互检查过程中，将存在的问题记录于检查本，该本纳入

交接班内容，责任人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问题及时整改，组长或护士长

查看整改情况并打钩，避免工作重复。 

1.2.5.3 每月护理文书组拟出检查重点， 后一周的星期二下午是护

士例会时间，质控护士、责任组长、护士长将查到的问题以 PPT 形式在

护士例会上讲解，引起大家的重视，让我们护士知道自己的薄弱点，其

他同志引以为戒，尽量不让同一问题反复发生；责任小组之间比赛，文

书书写质量上升较大的组有加分项，主要起到共同进步和相互帮带作用。 

1.2.5.4 加强专科知识的培训，提高护士的观察力，将记录样本、规

范格式、常见专科疾病的观察重点详细讲解，强调护理记录有专科特点，

指定专业知识好的护士帮带新护士，进行单独指导、检查，尽量做到所

有护士规范记录，严格落实三级文书监控。 

1.2.5.5 定期、反复组织学习《护士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护

理文书书写规范及管理规定》，注重法律法规的培训，提高全体护士的法

律意识，使护理人员认识到护理文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件，护理

文书的署名者应对所记录的内容承担相应的责任，坚决杜绝错别字、漏

写、漏签的行为 8。 

1.2.6 检查阶段（C） 

通过有计划的实施，将收集的问题汇总于下表，2021 年 7-12 月检查

结果如下： 

护理文书存在问题分布 

项目 份数 占比

护理记录单漏项（生命征、治疗项目） 43 24.9%

护理记录单病情描述欠缺、缺乏连贯性 37 21.4%

字迹潦草 27 15.6%

体温单登记错误/与护理记录单不一致 26 15%

医嘱漏签名或未按时执行 16 9.2%

健康教育路径单未按时完成 13 7.5%

入院宣教内容不完整 9 5.2%

输血护理记录单错误（时间、血量单位） 2 1.2%

   

1.2.7 处理阶段（A）： 

1.2.7.1 我们在护理文书的检查过程中，把不符合文书书写标准的问

题做好记录，每月进行数据分析、总结，继续制定整改措施，同时用标

准化提出更高要求，不断提高书写质量。 

1.2.7.2 通过该方法，护理文书书写质量上升，把存在问题较多的护

理记录单纳入下一个循环，通过反复检查来提升文书质量。 

2.结果 

PDCA 循环管理法实施后护理文书质量提升比较明显，特别是在护理

记录单漏项、医嘱漏签名、代签名、医护记录不一致、字迹潦草等方面

改善非常明显，护理人员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通过该方法后，提高了护

士的观察能力，能做到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完整的书写各项护理文书，

大程度的减少、避免因书写不当造成的护患纠纷。 

3.讨论 

3.1 我科将 PDCA 循环管理法应用于护理文书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

行原因分析、讨论，拟出整改措施，质控组进行监督并落实到工作实处，

仍存在的问题又纳入下一循环，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制定激励机制，

护士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利于护理文书质量提高。 

3.2 事实证明 PDCA 循环法用于病历管理是可行有效的，病历管理工

作重点从“终末质控”前移到“环节质控”，做到客观、真实、准确、及

时、完整地记录，增强法律意识，从源头上消除医疗纠纷隐患，确保病

历质量，同时可以达到提高科研价值这一目标 9。 

3.3 增强护理团队凝聚力，养成互相学习与检查的好习惯，护理文书

质量明显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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