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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ethods:
different management modes at different periods. Routine management in the �rst half of 2020, the obtained data were the control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atients and caregivers were more satis�ed with the risk care management mode, and the data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cant (P<0.05). Conclusion: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ciency of work, have high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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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管理模式在提高门诊护理质量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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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在门诊护理过程中实施PDCA管理模式的效果。方法：本研究在不同时段开展不同的管理模式，2020年上半年
实施常规管理，所得数据为对照组，下半年实施PDCA管理模式，所得数据为观察组，比较护理人员、患者对两种不同管
理模式的满意程度，比较两组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结果：观察组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护理
人员对风险护理管理模式的满意程度更高，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将PDCA管理模式应用于门诊
护理过程中效果显著，能够有效预防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临床应用价值高，值得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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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院门诊与其他科室不同，需要接待不同病症、突发

疾病的患者，人流量大，工作人员工作压力较大 [1]，但是医

院门诊的护理工作好与坏又直接关系到后续整个治疗、护理

工作的开展，因此如何提高门诊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

效减少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极为重要 [2]。基于此，论文着重

就 PDCA管理模式应用于门诊护理工作中取得的效果进行

分析，研究详情见下文。

2 资料与方法论文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开展于 2020年度，其中上半年实施常规管理模

式，下半年则实施 PDCA管理模式，其中上半年所得数据

为对照组，下半年所得数据为观察组，选取某院门诊护理人

员 30例、患者 100例作为调查对象。所选患者及护理人员

均无相关的意识认知障碍，均在此过程中严格执行和配合管

理护理工作。

2.2 方法

2020年上半年门诊共接待 453例患者，在门诊护理的

过程中实施常规管理模式，2020年下半年共接待 532例患

者，在门诊护理过程中实施 PDCA管理模式；首先成立专

门的风险管理小组，有不同资历和工作年限的护理人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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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根据门诊护理发生风险事件的因素及事件等制定好合理

的措施。

①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知识教育培训，提高护理人员处

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护理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严格操

作规范的学习，减少随意摆放医疗器械、医疗垃圾处理不当

等情况的发生，加强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教育，促使其严格

按照相应规范进行相关操作。

②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面对门诊护理工作中容

易出现的风险事件，提前制定好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并将

相应的救治仪器设备放在醒目或便于运输的位置。

③加强对门诊护理人员的心理护理，不少护理人员因

为工作量大等原因，多数可能产生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护

理风险管理小组应加强对护理人员的知识教育，采用专业的

心理疏导措施缓解其心理问题。

④护理人员应秉持“高效安全”的原则进行护理操作，

避免反复操作和操作失误，减少感染、出血等不良事件的

发生。

⑤营造良好的护理操作环境，保证空气的流通和清新，

保障患者的休息和心态的放松，护理人员应维持好良好的护

理工作秩序，耐心解答患者的疑惑和问题。

⑥定期开展工作总结，总结阶段性护理工作中出现的

问题，不断优化和完善整个护理工作和流程。

2.3 观察项目和指标

比较两组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比较两组患者、护

理人员对两种不同管理模式的满意程度，采用匿名调查方

法，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三个级别。

2.4 统计学方法

论文使用 SPSS18.0软件分析统计，计量资料，T检验；

计数资料，卡方检验。P＜ 0.05，那么差别较大，表示对比

结果具有代表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风险事件发生率的比较

风险事件主要包括医疗纠纷、护理人员操作不当、护

理人员情绪过激、医疗垃圾处理不当等情况，对照组共发生

65例，发生率为 14.35%，观察组发生 34例，发生率为 6.3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2 护理人员对不同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

护理人员对不同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结果详见

表 1。

表 1 护理人员对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PDCA管理 30 14 16 0 100%（30/30）

常规管理 30 9 16 5 83.33%（25/30）

X2 5.564

P P＜ 0.05

3.3 患者对不同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

患者对不同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结果详见表 2。

表 2 患者对管理模式满意程度的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PDCA管理 100 40 43 7 93.0%（93/100）

常规管理 100 37 42 21 79.0%（79/100）

X2 4.643

P P＜ 0.05

4 讨论

大量的研究证实，门诊护理过程中容易并发护理风险

事件，影响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严重时可导致医疗纠纷

的发生，对后续的治疗、护理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

采用科学全面的管理方案加强干预十分必要 [3]。本研究数据

证实，采用 PDCA管理模式效果显著，优势明显，一方面

可以显著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提高护理工作的安全性，

有效保障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另一方面采用 PDCA管理模

式能够有效使得护理工作更具条理性，整个执行过程更为流

畅，而且管理过程中可以不断发现当前护理工作中存在的漏

洞，从而不断优化完善护理过程。

临床证实，门诊护理工作容易出现护理风险事件主要

与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工作量大小、医院规章制度等多方面

因素 [4]有关，因此管理模式需要从这几方面入手，才能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①护理人员因素，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不足，

严重影响了护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因操作不当导致的反

复操作容易给患者带去较大的痛苦，影响医患间的感情和信

任感；

②工作量大：医护人员比例失衡是当前所有医院面临的

困难和窘境，多数医护人员需要同时负责多个患者的护理 [5]，

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可想而知，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

出现是在所难免；再加上部分护理人员缺乏必要的责任意识

和风险意识，部分护理人员可能在护理过程中态度不够友

好，不能及时耐心地解答患者的问题，导致医患间出现矛盾，

在繁忙的工作中频频出现失误，且缺乏与患者的沟通，不了

解患者的基本护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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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医院规章制度因素，门诊护理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

和操作流程，各护理人员之间的分工也不明确，缺乏相应的

应急处理措施，护理人员也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6]。

分析上述因素再结合PDCA管理模式采用的管理措施，

不难发现其主要是针对引起护理风险的因素制定的具体性

措施，能够从护理人员、规章制度等多方面入手，能够有效

减轻上述因素造成的不良影响，效果显著优势明显。

PDCA管理模式与常规管理方案不同，优势明显，临床

应用价值高，值得广泛推行。实际上，临床上对于各种管理

模式用于门诊护理工作的研究逐渐增多，多数管理模式均取

得了显著的干预效果 [7]，对于提高门诊护理工作的质量和效

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多数研究结果一

致，同样证实了 PDCA管理模式的效果，但是由于本研究选

取的患者样本较少，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因此

要想真正了解 PDCA管理模式的效果，应选择更大的样本量，

尽量减少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才能取得更为准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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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经文献回顾发现，高血压、糖尿病、血管性疾病、脑卒中、

抑郁症等均为影响MCI患者认知下降的高危因素。鉴于老

年人的慢性疾病较多，引起认知障碍的原因也较复杂，因而

单纯将这个领域根据各病因机械分开并不现实。因此，需要

通过多学科合作（老年科、精神科、影像科、检验科及营养

科等），共同研究MCI向痴呆症进展的原因及缓解方法。

鉴于认知障碍与慢性疾病之间相互影响，慢性病管理有了一

定的实操经验，因而，在老年人慢性病管理的基础上应加强

认知障碍的识别及有效干预，促进认知障碍的早期、综合及

全程管理，延缓其他痴呆症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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