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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质量管理模式在亚定点医院预防老年新冠患者跌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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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亚定点医院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老年跌倒高风险患者采取 PDCA 质量管理模式干预的应用进行研究。方法：实施预防老年新冠患

者跌倒 PDCA 质量管理工具，比较 2022 年 5 月 12 日—5 月 18 日（实施后）与 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4 日（实施前）亚定点医院老年新冠患者跌

倒发生率。结果：实施 PDCA 质量管理干预后，亚定点医院老年新冠患者住院期间跌倒发生率明显下降。结论：在亚定点医院，PDCA 质量管理模式

有利于针对老年新冠患者跌倒高危因素进行控制，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降低跌倒发生率，保障老年新冠患者住院期间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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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倒是一种突发的不自主的体位改变，导致个体摔在地面或较

低平面上，但不包括由于瘫痪、癫痫发作或外界暴力作用引起的摔

倒，跌倒是最常见的老年综合征之一[1]。亚定点医院是作为衔接方

舱医院与定点医院的缓冲区域，接收合并基础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轻症和普通型患者，对新冠肺炎和基础疾病进行评估观察和综

合治疗。笔者所在的亚定点医院由体育馆改建而成，由于馆内场地

改建时间紧迫，许多设施设备尚存在诸多不足，加上收治老年新冠

患者的特殊性，诸多因素都大大增加了老年新冠患者跌倒的风险，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以来，亚定点医院共发生了 5 例老年新冠患者

跌倒不良事件，对患者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PDCA 循环是美国管

理学家戴明博士根据客观规律总结出来的，包括 P（Plan）、D（Do）、

C（Check）、A（Action）4 个阶段，是应用于质量管理的标准化、

科学化的循环体系[2]。通过 PDCA 质量管理模式完善预防跌倒管理，

从而降低老年新冠患者住院期间跌倒发生率，保障患者安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18 日收治的患者为观

察对象，纳入标准：年龄≥60 岁跌倒高风险患者。排除标准：60

岁以下，不属于跌倒高风险的患者。以 2022 年 4 月 23 日—5 月 4

日收治的患者为对照组（A 组），进行回顾性分析。2022 年 5 月 12

日—5 月 18 日实施 PDCA 质量管理模式的跌倒高风险老年新冠患者

为观察组（B 组）。两组老年新冠患者数量、性别、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表 1 一般资料 

组别 性别（男/女） 年龄[岁（x±s）] 

A 组（n=319）  186/133  68.74±6.00 

B 组（n=188） 115/73  68.78±6.06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亚定点医院上报的跌倒不良事件，确定主题，召集

医疗队成员成立亚定点医院预防老年新冠患者跌倒 PDCA 小组，其

中副主任护师 4 人，主管护师 10 人，护师 7 人，护士 2 人，运用

PDCA 质量管理模式对住院患者跌倒发生率进行干预，跌倒发生率=

同期住院患者发生跌倒例数/统计周期内住院患者占床日数×1000

‰。 

2. 计划阶段（P） 

收集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住院患者资料，共发生 5 例跌倒不

良事件，组织小组成员头脑风暴，从人、环、物、法 4 个方面进行

原因分析，找出要因共以下几条：①医护因素：医护人员对高危跌

倒风险患者疏于管理，安全宣教不到位等。②患者因素：患者无陪

护，合并基础疾病等。③环境因素：床单位离厕所距离远，病区周

围环境缺少扶手，床旁无床栏等。④护士对跌倒高危患者督导不到

位。⑤未对病区内跌倒高危患者集中安置。根据分析出的要因从医

护人员、患者或陪护、环境、设施等方面制定整改措施，逐条落实，

不断分析跌倒的原因，持续质量改进，降低跌倒发生率，减轻跌倒

对患者造成的伤害。 

3. 实施阶段（D） 

①增加纸质版和电子版预防跌倒健康宣教资料。②明确责任护

士的预防跌倒知识宣教要求（入院时、病情变化时、评价效果时患

者及家属掌握不全时），动态了解患者跌倒风险。③宣教过程中对

患者及家属进行动作要领演示，督促其掌握到位。④正确评估患者

跌倒风险等级并采取针对性措施。⑤在卫生间、台阶及湿滑处增加

预防跌倒警示标识，设置行动不便患者临时卫生间帐篷，增加助行

器和坐便器，卫生间台阶拓宽并安装扶手。⑥跌倒风险高危患者床

头增加防跌倒标识并集中安置在距离护士站近的床单元处。⑦对老

年患者有家属陪护的，对家属进行跌倒健康教育，鼓励主动参与跌

倒预防措施的制定与实施，提高安全意识。⑧制定亚定点医院跌倒

应急处置流程及预案。⑨制定和完善预防老年患者跌倒督导单。 

4. 检查阶段（C） 

PDCA 小组对亚定点医院内预防老年新冠患者跌倒进行每日两

次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护士方面：护士入院时是否对老年患者进

行跌倒风险评估，是否对跌倒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并及时采取针对性

措施，是否知晓跌倒应急处置流程及预案，是否知晓跌倒报告及伤

情认定制度，是否对跌倒高危患者进行床旁交接班。患者/家属方面：

患者/家属是否知晓跌倒风险及防范措施，跌倒高危患者是否有防跌

倒警示标识。环境方面：活动区域是否有障碍物、地面是否干燥防

滑。检查结果反馈给各班小组长，及时整改。 

5. 总结阶段（A） 

5.1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两组数据

基本资料采用 t 检验，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²检

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5.2 结果 2022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4 日 60 岁以上老年新冠患者

实际占床日数 1638，占床日数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为 4（1,7）天，

住院期间共发生跌倒事件 5 例，跌倒发生率为 3.053‰，5 月 12 日

至 18 日采用 PDCA 质量管理模式后患者实际占床日数 670，占床日

数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为 3（1,7）天，期间发生 1 例跌倒事件，跌

倒发生率为 1.492‰，结果显示观察组（B 组）采取 PDCA 质量管

理模式后老年新冠患者跌倒发生率小于对照组（A 组）。 

6. 讨论 

PDCA 质量管理模式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分析原因，找出要因，

提出改进措施，严格落实措施实施并定期检查，不断持续循环质量

改进[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在相对

密闭的环境中经气溶胶传播以及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后也可造

成感染[4]，为有效控制传染源，对新冠感染者集中隔离治疗，建立

方舱医院、亚定点医院时间十分紧迫，在有限的时间内建立隔离场 

所并正常运作起来会面临各种困难，PDCA 质量管理模式通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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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查找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在预防老年新冠患者跌倒中 运

动 PDCA 质量管理模式找出跌倒的要因，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

本次质量改进项目结果显示，PDCA 质量管理模式可有效降低老年

新冠患者跌倒发生率。通过 PDCA 质量管理，人人参与预防跌倒的

管理中，充分调动积极性，患者和家属的加入也增进了医患间的信

任感，围绕患者为中心解决问题，保障住院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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