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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理服务中 PDCA 循环模式的应用优势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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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 PDCA 循环模式应用于门诊护理服务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在本院门诊就诊的 100 例患者进行研究，

经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50 例），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50 例），接受 PDCA 循环模式。分析两组候诊时间与护理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候

诊时间短于对照组，就诊环境、健康教育等护理满意度评分较对照组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 PDCA 循环模式于门诊护理服务中，

可缩短患者候诊时间，提升其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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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护理工作具有繁杂、琐碎等特点，并且涉及到咨询、分诊

等环节，需要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与科学的指导，

协助其尽快得到相应治疗[1]。以往在门诊护理服务中应用传统护理，

易因为内容不够细化与具体而延长患者等候时间，而 PDCA 循环模

式能够持续性改进与提升护理质量，为患者提供针对性的护理服务
[2]。基于此，本文就 PDCA 循环模式应用于门诊护理服务中的优势

进行探究，汇报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100 例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时段进入本院门诊诊治

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50 例，性

别：男 27 例，女 23 例；年龄：20～68 岁，均值（45.14±10.58）

岁。观察组 50 例，性别：男 25 例，女 25 例；年龄：20～68 岁，

均值（45.23±10.47）岁。参与研究者基线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 

纳入标准：（1）患者年龄>18 岁，且认知清晰；（2）患者自愿

加入研究。 

排除标准：（1）合并急危重症需尽快抢救者；（2）合并认知障

碍或精神疾病者；（3）中途退出研究者。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即护理人员提供引导与分诊等服务，及

时解答患者提出的问题。 

观察组接受 PDCA 循环模式，方法：（1）计划阶段：结合既往

门诊工作现状对其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制定出改进方案；（2）实

施阶段：护理人员保证候诊区、就诊环境整洁，加强预检分诊力度，

仔细询问患者病情与症状，迅速且准确地指导其就诊；提供健康教

育服务，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若候诊患者较多，则及时予以

心理疏导；（3）检查阶段：护理人员定期检查门诊工作情况，收集

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结合检查结果完善护理方案；（4）处理阶段：

每个季度在科室开展 1 次护理质量分析会议，总结检查阶段发现的

问题，通过分析与讨论归纳整改方案，并实施于下一轮 PDCA 循环

中，确保各问题均得到解决。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患者候诊时间；（2）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由患者评估对就诊环境、健康教育、沟通交流与服务态度四项内容

的满意度，各项总分为 10 分，评分与护理满意度呈正比。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工具为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sx ± ）比较行 t
检验，计数数据（%）比较行χ2 检验。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 P
＜0.05 表示。 

2.结果 

表 1 显示，观察组候诊时间短于对照组，就诊环境、健康教育

等护理满意度评分较对照组高，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候诊时间、护理满意度评分比较（ sx ± ） 

护理满意度评分（分） 
组别 n 

候诊时间 

（min） 就诊环境 健康教育 沟通交流 服务态度 

对照组 50 28.64±5.82 7.27±1.65 7.16±1.10 7.89±1.32 8.07±1.35 

观察组 50 19.24±4.35 9.05±0.67 9.14±0.37 9.25±0.31 9.68±0.15 

t 值 - 9.148 7.068 12.064 7.092 8.381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医院门诊承担着接诊、导医等护理工作，不仅护理人员工作量

大，而且护理服务与患者对门诊护理工作满意度相关，患者在等候

就诊过程中易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护理不到位等因素产生不良情

绪，进而引发护患矛盾，导致门诊护理工作的开展受到影响[3]。因

此，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升门诊护理服务极为重要。 

PDCA 循环模式是目前临床各科室广泛用于护理质量管理的一

种手段，其具有科学、高效等特点，可通过计划、实施等一系列环

节实现闭环管理，及时发现与处理其中存在的问题，使护理工作效

率与质量得到显著提高[4]。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候诊时间短

于对照组，就诊环境、健康教育等护理满意度评分较对照组高，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应用 PDCA 循环模式能够缩短门诊患

者候诊时间，提升其护理满意度。分析是 PDCA 循环模式可有效落

实门诊各项护理措施，让患者尽快享受到优质且安全的医疗服务，

缩短等候就诊的时间。同时，护理人员改善门诊就诊环境，在疾病

与治疗方面上为患者提供指导，必要情况下帮助患者缓解等待治疗

而产生的不良情绪，均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提升患者的信

任感、满意度，促进门诊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5]。 

综上所述，在门诊护理服务中应用 PDCA 循环模式，能够缩短

患者候诊时间，促进其护理满意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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