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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疗技术的不断优化下，临床术式更为多样，除常

规的外科开创手术外，还包括腹腔镜、放射性介入等手术

方式。PDCA是应用率较高的管理技术，其具有循环性和连

续性特征，含有四个阶段，可全面分析手术室护理的难点，

针对手术患者特征完善护理措施，更具可行性。

2019年 7月，该院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开始实施

PDCA循环法。选取 2019年 1—6月期间作为对照，观察

对比实施 PDCA循环法后的 2019年 7—12月期间的各项指

标，将 20例手术室长期护理人员纳入研究，均为女性，年

龄 23~42岁，平均年龄（33.2±5.2）岁，进入手术室工作

时间 3.2~20年，平均（10.6±5.4）年。通过对比两组的年

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两组有可

比性。

PDCA循环法分四部分实施。

Plan（计划）：组建质控小组，组长为护士长，负责

落实与监督管理工作，不定时抽检手术室的人力、物品和

环境等情况。组长统筹规划后将每项任务细分至个人，并

合理调配人手。组内成员积极与组长沟通，以反馈信息，

制定处理措施。明确器械、无菌操作和物品管理等制度，

并向护理人员详细讲解，确保其掌握护理重点。组长应协

调组内人员进行配合，细致分工，实现团结协作。

Do（执行）：组建护理质量管理监督小组，对所有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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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质量管理工作进行监督督促，加强对护理人员在工作技能

和专业知识水平、护理文书、消毒工作、手术室环境等方面

的管理，从做好培训、日常巡查、注重细节三处要求护理人

员做好落实，提升护理质量。

Check（检查）：护理人员认真按照工作流程做好护理

工作，总结执行中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上报护理质量

管理小组；监督小组定期巡查，对各项工作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将工作运行状态及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后及时上报管理小

组，由管理小组总结分析成就及问题，并提出整改方案。

Action（处理）：对总结的所有成就及问题进行处理，

将成功的经验固化为特定流程，失败的问题根据整改方案作

出整改细化，进入下一个 PDCA循环，以达到循环上升，

不断改进的目的。

手术室护理质量

对 20名护理人员 PDCA循环法管理前 6个月及后 6个

月间在知识水平、护理文书、消毒工作及手术室环境四方面

的工作进行评分对比，每项 100分，得分越高效果越好。

患者满意度情况

用医院自制的护理效果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满意度进

行调查对比，该调查表从护理态度、住院环境、患者感受 3

方面展开评估，总分 100分，80分以上为非常满意，60分

以上为满意，小于 60分为不满意。

使用 统计学软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以例（%）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

表示，行 t检验，P＜ 0.05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0例护理人员在实施 PDCA循环法管理后，知识水

平、护理文书、消毒工作、手术室环境四方面的得分均优

于实施 PDCA循环法管理前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PDCA循环法管理前的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80.00%，

PDCA循环法管理后的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 95.00%，观察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手术室护理的目标是高效护理手术全程，保证护理人

员相关工作的便捷性。手术室相关工作的任务繁重且量大，

需要进行高效管理。PDCA护理可系统化制定护理方案，以

循环上升法为基础，确保每次循环后可提升管理质量 [1]。护

理前，需要对现状进行分析，明确问题后确定影响因素，制

定执行措施。并在护理期间不定时检查护理漏洞，及时处理。

多次循环的意义是持续性改进质量，保证手术室内的物品与

环境处在无菌状态 [2]。作为一种科学的质量管理程序，将其

应用于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可以有效提高护理人员

工作水平，提升护理质量，保证护理效果。学者黄素珍等通

过对比传统护理管理和 PDCA循环管理法管理中 35名专科

护士护理表现发现，使用 PDCA循环管理法可以有效提高

整体护理质量，强化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幸福感、团队协作

意识等个人护理能力，学者杨婕通过将 108例患者分为两组

对比发现，PDCA循环法管理可以降低患者不良事件发生率

及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以上研究均表明 PDCA循环法对手

术室管理具有正向效果。

本研究选取了 20名护理人员及其在 PDCA循环法管理

前后护理的患者各 40名，对比探究 PDCA循环法在手术室

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 [3]。结果显示，20名护理人员在实

施 PDCA循环法管理后，知识水平、护理文书、消毒工作、

手术室环境四方面的得分均优于实施 PDCA循环法管理前

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将 PDCA

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中，可以有效提高手术

室整体护理质量，与学者吴梅等、学者李春玲等关于 PDCA

循环法提高消毒管理评分、环境管理评分的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研究中护理人员知识水平及护理文书评分均有提高，可

在学者黄素珍等的研究中获得支撑，原因在于护理人员积极

性、责任感提高后，可有效促进护理人员主动提升个人知识

水平并积极改善护理文书质量 [4]。为更直接显示 PDCA循

环法管理前后患者的感受，本研究回溯了 PDCA循环法管

理前后接受护理的患者各 40名，对比其对护理效果的满意

度，结果显示，实施 PDCA循环法管理前，患者对护理效

果满意度仅为 80.00%，而在实施 PDCA循环法管理后，患

者对护理效果满意度为 95.00%，满意度大幅提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学者梁爱群等、学者杨英辉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将 PDCA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护理

质量管理中，可以优化患者住院体验，提升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对改善医患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PDCA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护理质量管理

中，可以有效提高手术室整体护理质量，并可以提升患者护

理效果满意度，利于改善医患关系，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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