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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护理管理对儿科护理质量与家长满意度的影响 

张滢 

（上海市同济医院  上海  200065） 
 

摘要：目的：探讨 PDCA 护理管理对儿科护理质量与家长满意度的影响。方法：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随机抽取上海市同济医院收治的 60

例儿科患者开展研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A 组与 B 组，A 组（30 例）予以常规护理，B 组（30 例）PDCA 护理管理模式。并对比两组护理质量、

家长满意度。结果：B 组基础操作、病房管理、健康教育、消毒隔离及护理质量总分均显著高于 A 组[（24.01±0.18 vs 22.45±2.12）分、（24.12±0.13 

vs 21.14±2.14）分、（24.07±0.21 vs 21.35±2.14）分、（24.38±0.17 vs 22.45±2.13）分、（97.14±1.45 vs 87.52±4.21）分]，B 组家长满意度高于 A

组[96.66%（29/30）vs70.00%（21/30）]，组间对比差异显著（P＜0.05）；结论：对儿科患者，应用 PDCA 护理模式，可有效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护理

满意度较高，效果理想，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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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DCA nursing management on quality of pediatric nursing and parent satisfaction 

Zhang Ying 

(Shanghai Tongji Hospital, Shanghai, 20006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DCA nursing management on pediatric nursing quality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9 to 

January 2020, 60 pediatric patients admitted to Shanghai Tongji Hospita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to carry out the study.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Group A (30 cases)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group B (30 cases) received PDCA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Nursing quality and parents'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scores of basic operation, ward management, health education, 

disinfection and isolation and nursing quality in group B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24.01±0.18 vs 22.45±2.12) points, (24.12±0.13 vs 

21.14±2.14) points, (24.07±0.21 VS) 21.35±2.14) points, (24.38±0.17 vs 22.45±2.13) points, (97.14±1.45 vs 87.52±4.21) points], parent satisfaction in 

group B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96.66% (29/30) vs70.00% (21/30)].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For pediatric 

patients,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nurs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nursing satisfaction is higher, the effect is ideal, can be 

popul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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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收治的患者多存在年龄较小，易哭闹，配合度不高等情况，

故可增加护理风险，甚至引发护患纠纷，护理质量降低，家长满意

度不高，甚至对患者的临床治疗产生影响，因此如何有效改善上述

情况为临床首要解决问题之一[1]。而研究表明[2]，对儿科患者，应用

PDCA 护理管理模式，可有效降低护理风险，提高护理质量及家长

满意度，效果理想。现将具体实施方法和结果汇总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现选择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 月期间，随机抽取我院收治的

60 例儿科患者开展研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60 例患者分为 A 组

与 B 组，A 组 30 例，男性 17 例，女性 13 例，年龄 1～12 岁，平

均年龄（6.43±3.12）岁；B 组 30 例，男性 18 例，女性 12 例，年

龄 1～13 岁，平均年龄（6.78±3.24）岁。组间资料对比无差异性

（P＞0.05）。 

纳入标准：（1）均符合我院儿科收治标准。（2）向患者和家属

说明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有沟通交流障碍、精神类疾病的患者；（2）不

配合此次研究，中途退出者。 

1.2 方法 

A 组予以常规护理，具体如下：首先应向患者及家属讲解疾病

相关知识，并同时给与病情监测、用药指导等护理措施。 

B 组予以 PDCA 护理管理模式，具体如下：（1）成立 PDCA 护

理管理小组：首先由护士长担任组织，护理人员为组员，然后展开

全面培训，培训内容主要包括：PDCA 护理管理模式的相关知识及

实施方法等，并在培训结束后，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上岗。（2）

制定护理计划：首先在患者入院后，护理人员应对患者的病情进行

评估，了解患者的基本信息，并同时对患者护理风险因素等进行评

估，然后根据评估结果，为患者制定相应护理计划，并明确护理人

员自身职责[3,4]。（2）执行护理计划：①健康教育：首先护理人员应

根据患者家属的认知水平，向其讲解疾病相关知识，并同时给与患

者安抚，且可通过播放动画片、玩具等方式转移患者注意力，进而

有效改善患者哭闹的情况。②生活护理：首先应为患者营造温馨、

安静、童趣的治疗环境，按时消毒通风，保证房间干净卫生，然后

根据患者的营养状态，合理安排患者的饮食，维持人体正常的营养

供应等[5]。③病情监测：加强病情监测，增加巡房次数，给与患者

翻身、叩背等，密切监测患者的相关指标，且在对患者行静脉穿刺

时，应保证一次静脉穿刺成功，避免对患者造成二次伤害，并严格

保证无菌操作、三查七对原则，严格控制滴注速度，叮嘱患者避免

移动手臂[6]。（3）护理工作监督检查：由组长对整个护理工作进行

监督检查，对于存在护理问题，可及时予以纠正，且定期开展讨论

会议，护理人员对自己近期的护理工作进行总结，并将护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突发状况等进行汇报，最后共同商讨解决方案[7]。（4）

处理护理问题：应根据护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家长护理需求等，不

断改进护理计划及护理流程，且将护理人员的工作职责进一步细

化，进而令临床护理工作更加完善[8,9]。 

1.3 观察指标 

1.3.1 观察两组护理质量 

采用我院自制量表[10]，主要包括：基础操作、病房管理、健康

宣教、消毒隔离等 4 项，每项分值 25 分，总分值为 100 分，分值

越高，护理质量越高 



 

护理园地 

 237 

医学研究 

1.3.2 观察两组家长满意度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评判标准：总分为 100 分，90-100 分为

非常满意，60-90 分为基本满意，0-60 分为不满意。总满意率=[（非

常满意例数+基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11,12]。 

1.4 统计学处理 

选择软件 SPSS25.0 为工具，计数资料行c2 检验，（n，%）表示，

计量资料行 t 验，（ sx ±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质量对比 

B 组基础操作、病房管理、健康宣教、消毒隔离等各项护理质

量评分高于 A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体数据见表 1 所

示。 

表 1.护理质量（ sx ± ，分） 

组别 基础操作 病房管理 健康教育 消毒隔离 总分 

A 组（n=30） 22.45±2.12 21.14±2.14 21.35±2.14 22.45±2.13 87.52±4.21 

B 组（n=30） 24.01±0.18 24.12±0.13 24.07±0.21 24.38±0.17 97.14±1.45 

t 值 4.016 7.613 6.928 4.947 11.833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家长满意度对比 

B 组家长理总满意率为 96.66%（29/30，其中非常满意 18 例，

基本满意 11 例，不满意 1 例），A 组家长总满意率为 70.00%（21/30，

其中非常满意 8 例，基本满意 13 例，不满意 9 例），B 组家长满意

度高于 A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c2 值=7.680，P 值=0.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指出[13]，临床护理质量，可对患者的临床治疗产生积

极作用。而儿科作为医院重要科室之一，其收治的患者年龄较小，

治疗依从性较差，且极易发生护患纠纷，故对临床护理要求较高，

因此选择合适的护理模式，满足患者护理需求，为提高临床护理质

量的关键。而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对患者应用 PDCA 护理管理模式，

结果显示，相较于 A 组，B 组患者基础操作、病房管理、健康宣教、

消毒隔离等各项护理质量评分较高，B 组患者护理满意度较高，应

用效果显著，进一步分析其原因为：常规护理模式，其虽可满足患

者的基本护理需求，但仍存在一定不足与弊端，护理措施较为单一、

护患沟通不佳、等，进而导致临床护理效果不佳，而 PDCA 护理管

理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护理模式，其主要包括：计划、执行、检

查、处理等 4 个阶段，而在本次研究中，通过先对护理人员实施全

员培训，可有效提高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并可令其完全掌握 PDCA

护理流程及相关内容，从而可有利于护理计划的实施，然后根据患

者的病情等，制定合适的护理计划，可令临床护理更具有针对性，

更能满足患者的护理需求，且通过执行合适的护理计划，可有效改

善患者的心里状态，改善其哭闹情况，提高临床治疗及护理配合度，

并可提高家长的认知水平，与其形成良好的沟通，进一步减少护患

纠纷，不仅如此还可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为患者提供安全保

障，以及可有效调节患者的饮食习惯，改善营养状况，增强体质，

进而有利于身体恢复，而可通过在执行护理计划过程中，及时纠正

存在的问题，并根据家长及患者的护理需求及护理意见，不断完善

护理计划，可将临床护理风险将到最低，将上一阶段的问题作为下

一护理阶段的目标，令临床护理服务有计划的实施，从而可令临床

护理更高效，临床护理质量显著提升，因此 PDCA 护理管理模式，

可有效弥补常规护理存在的不足，令临床护理，更全面、系统，更

具有针对性，更能满足患者护理需求，最大限度提高家长满意度，

并对患者的临床治疗产生积极影响[14]。 

综上所述：PDCA 护理管理模式，可有效提高临床护理水平，

并令家长满意度得以显著提升，效果理想，应用价值高，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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