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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护理风险控制中 PDCA 循环模式 
的应用价值分析

蔡红梅 秦 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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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临床分析消化内镜护理风险控制中 PDCA 循环模式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方法分析，选取 2018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本院收治的 88 例消化内镜检查者为研究对象，比较常规护理管理与 PDCA 循环模式的应用价值。结果：研究组患

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研究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均有显著差异（P ＜ 0.05）。结论：PDCA 循环模式

用于消化内镜护理中，可提高患者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发生，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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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DCA cycle pattern  
in the risk control of digestive endoscopic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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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linical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DCA cycle mode in the risk control of digestive endoscopic care.

Methods: Using retrospective method analysis, 88 cases of digestive endoscopy admitted from October 2018 to October 2020 were selected to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PDCA cycle mode.Results: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work was found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was lower than in the study group (P ＜ 0.05).Conclusion: PDCA cycle mode 
in digestive endoscopic care can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staff 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which is worth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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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内镜在消化内科中应用较广泛，通过胃肠镜操作，可在

直视下取组织加以活检诊断，进而提高临床诊断率。消化内镜检

查属于一种微创手术，由于治疗时间较长，往往会刺激咽喉及胃

肠腔，通过器械牵拉扩张患者消化道官腔，进而给患者带来不适

感，影响临床诊治效果。PDCA 循环最先由美国管理专家戴明提

出，以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程序来进行管理。近年来，消

化内镜在消化科疾病检查中得到应用，但医疗护理风险也随之而

增加 [1]。如何进行高效管理，预防及避免医疗护理风险成为当前

研究热点话题。本文现将 PDCA 循环模式用于消化内镜护理风险

中的价值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所选的 88 例消化内镜检查者均于 2018
年 10 月－ 2020 年 10 月来本院就诊。纳入标准：自愿参与此次

研究，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整，严重心肝肾

功能障碍者，哺乳期及妊娠期妇女，不愿配合检查者，精神疾病者。

根据管理方法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 44 例，基本资料如表 1
所示，具有可比性（P ＞ 0.05）。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男性 / 女性 平均年龄（岁）

对照组 (n=44) 24/20 37.89±4.11
研究组 (n=44) 22/22 37.92±4.54

x2 0.145 0.178
P 0.067 0.197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管理。

1.2.2 研究组给予 PDCA 管理，具体管理方法：

1.2.2.1 计划 由科主任、护士长、护理骨干组成质控小组，

根据《医疗质量评价体系与考核标准》的规定，制定相应考核标

准，实现护理目标管理，落实护理常规操作流程。评估消毒隔离、

护理安全、岗位管理及急救药品等方面风险。根据相关资料，确

定我科护理风险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患者预约区、等候区、复苏

区环境较差；检查前三方核查内容较简单；无痛胃肠镜者坠床、

跌倒风险较高；检查间物品准备及存放不规范；消化内镜仪器、

手术器械分类管理不规则。根据以上问题制订相应计划，如制订

具体培训计划，包括护理风险教育、职业道德教育、清洗消毒灭

菌流程、法律法规、消化内镜医院感染控制、制度职责等。根据

相关标准、规范，制定全过程质控标准。

1.2.2.2 执行 由护士长或者护理骨干对全科护理人员进行

理论学习、操作演练，及时发现问题，做到统一认识，加强自身

职业责任感。在当前条件下对我科环境进行改造，使得各类人员

与物品按照设计通道、流向进行分流，控制较差感染风险。加大

制度落实及标准流程的执行力度，有效规范专科技术操作，使得

各个环节规范操作，明确职责。认真学习及控制医院感染各项制

度，制定科内感控小组、护理人员的院感职责、量化考核细则及

其奖惩等。建立二级库房、专人管理，并制定物品存放、交接及

消毒灭菌等。

1.2.2.3 检查 由护理部、护士长组成相应评价体系，每月

检查 1 次，由护士长对重点人群、重点环节进行质控监管，每周

不定期专项或者全程考评，相互补充。每年 1 次综合测评，督促

及检查各级人员，并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做好考评并记录。

1.2.2.4 处理 每月定期开展护理质量分析会，认真分析护

理过程及环节中的风险，寻找相应的护理风险隐患，并提出相应

的整改措施，进而推动下一个循环。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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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及比较两组患者对护理人员工作的满意度，包括安全管

理、消毒隔离、技术操作、仪器器械、岗位管理，每一项 0~100 分，

得分越高表明患者满意度越高。同时比较两组患者风险事件发生

情况。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以 P ＜ 0.05 表明数据与数

据之间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更高  
（P ＜ 0.05），详见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比较 [（x±s），分 ]

组别 安全管理 消毒隔离 技术操作 仪器器械 岗位管理

对照组 (n=44) 81.16±0.45 82.54±2.84 83.15±2.01 85.16±1.95 82.75±1.04
研究组 (n=44) 92.16±0.83 92.64±2.90 93.41±2.26 95.83±2.11 95.72±2.05

t 11.154 9.256 10.844 9.244 11.015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患者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更低

（P ＜ 0.05），详见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患者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比较（%）

组别 发生例数 发生率

对照组 (n=44) 8 18.18
研究组 (n=44) 2 4.55

x2 - 10.155
P - 0.041

3  讨论

消化内镜是当前临床诊断消化道疾病的常用方法，有一定侵

入性。护理人员应做好相应护理配合，减少安全隐患，确保患者

就诊舒适度 [2]。PDCA 是当前新型管理方式，将管理、计划、执

行及检查等融为一体，明确护理人员岗位职责，为诊疗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有效保障，进而促进规范化管理。采用 PDCA 循环管

理模式，可规范护理专业行为，使其专业化、规范化及流程化 [3]。

通过 PDCA 循环管理可规范消化内镜清洗消毒、个人防护、消毒

隔离等。PDCA 用于消化内科中具有以下意义：一方面，可提高

整体管理水平。由于质控小组每周进行 1 次小结，每月展开汇总，

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并进行讨论，制定针对性方法 [4-5]。

护理人员各司其职，进而有效推进 PDCA 的工作，使得护理人员

成为管理者的同时，还能够是风险管理的实践者 [6]。规范了护理

专业行为，培养了对问题的发现、解决能力，实现良性循环体系

的形成。另一方面，规范了护理专业行为。由于 PDCA 的实施需

对护理人员进行，各种内容与形式的教育培训，有效填补了法律

意识、业务水平及服务理念的不足，有效拓宽了专业知识面 [7]。

同时，过硬的操作技术、专业知识水平可有效规避护理风险，从

而降低由于护理盲点及知识欠缺引发的风险。另外，通过多媒体

与网络授课，可促进护理人员不断交流及学习，组织护理骨干人

员外出深造及进修，最终提高科研能力。李莉 [8] 学者选取 850 例

消化内镜检查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常规组与对照组，常规组

给予常规护理，对照组实施 PDCA 护理风险控制，结果发现常规

组、对照组患者的呼吸频率、舒张压、收缩压有着显著差异。由

此表明消化内镜检查者采用 PDCA 循环管理，可改善患者呼吸频

率、收缩压及舒张压。卢静芳 [9] 等学者在 2013 年 1 － 12 月实施

常规管理，2014 年 1 － 12 月实施 PDCA 循环管理，结果发现实

施 PDCA 循环管理后的岗位管理、护理安全、消毒隔离等护理质

量评分均得到有效提高，可提高护理质量。唐鑫 [10] 学者将 100
例消化内镜检查者分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管

理，试验组采用 PDCA 循环管理，结果发现试验组患者的差错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以上研究充分证实消化内镜护理中采用 PDCA
循环模式管理可有效降低差错发生率。

此次数据调查显示，研究组患者对每一项护理工作有着较高

的满意度，且研究组患者的护理风险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与

相关文献报道相一致。

综上所述，PDCA 循环管理用于消化内镜护理风险管理中可

取得较为满意的护理管理效果，具有临床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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