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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护理领域中，基础护理质量的好坏是衡量一

所医疗机构综合实力与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在医

学模式不断改变，病人健康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传

统护理管理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医疗发展需要，所以，

探讨科学、系统、有效的质量管理方法就成了护理管理

者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PDCA 循环作为经典质量管理

工具具有循环往复、持续改进等特点，它为基础护理质

量管理带来新思路与新方法。PDCA 循环把质量管理过程

分为计划、实施、检查与处理 4 个紧密相联的部分，形

成一个整体管理闭环，将 PDCA 循环运用于基础护理质

量管理，就意味着要从整体上确定护理目标与方案，并

通过护理措施的具体实施来对护理效果进行持续地检验，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该管理方法既重视对流程的把控，

又重视对成果的反馈与完善，从而使护理质量循环往复。

计划阶段护理团队要对患者需求及护理现状进行深

入分析，确定护理目标及改进措施，这就需要护理管理

者要有前瞻性思维并能正确地把握护理发展趋势与面临

挑战，在实施阶段护理人员需要严格按计划执行各种护

理措施，以保证每位病人均能够获得规范和安全的护理

服务，该阶段突出护理人员专业素养与执行能力是确保

护理质量关键环节。检查阶段是执行效果评价与反馈阶

段，护理团队通过定期质量检查、患者满意度调查等活

动，能够及时掌握护理工作实际成效，及时发现问题与

不足，现阶段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非常关键，为随后改

进提供强有力基础，处理阶段为检查结果总结与思考阶

段，护理团队需结合检查结果对护理计划进行调整，对

出现的问题提出具体改进措施并把这些经验和教训融入

下轮 PDCA 循环。总之，将 PDCA 循环运用于基础护理质

量管理是全面、系统、连续的质量改善方法。其经过不

断地循环，促使护理质量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护理团

队协作精神，专业素养及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得以充分

体现与提高。本院自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0 月尝试在基

础护理质量管理中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法，收到了一定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我院急诊科于 2022 年 1 月份到 2023 年 10 月份接诊

400 人。采用数字法将这些病人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各 200 人。研究组中的患者年龄范围是 16 至 70 岁，其平

均年龄的计算结果是（51.26±9.67）岁。该群体中男 103

人、女 97 人。对照组中的病患年龄分布在 15 至 70 岁之

间，其平均年龄是（50.06±9.83）岁。组内有男 136 人，

女 64 人。经统计分析，两组的性别、疾病类型和年龄

具有可比性（P>0.05）。医护人员由 600 名女性组成，年

龄范围从 21 岁延伸至 56 岁，平均年龄为（28.38±8.73）

岁。拥有中专学历的有 10 人，大专学历的有 24 人，而本

科或更高学历的有 26 人。从职称的角度来看，这个团队

由 12 名护士、24 名护师、14 名主管护师以及 10 名副主

任护师或更高级别的专业人士组成。这批护理工作人员

被均匀地分派到两个不同的组别，以确保两个组别在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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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情况这些核心标准上，与实施前相比，都有了显著的提升。同时，护理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发生频率有显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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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没有给予电气设备管理足够的重视。因此，电气

设备没有得到及时的维护和检验。再者，从事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的工作人员在专业技术能力和安全意识方面相

对较弱。这种情况使得电气设备的运行信息反馈变得不

够及时和准确，从而无法实时了解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

状况。这种情况导致了潜在的风险无法迅速被识别，故

障的位置也不能立刻锁定，从而使得紧急维修的时间变

得更长，并不能迅速地报告或修复电气设备的问题。

在管理电气设备的过程中，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和

高效的审查，并对电气设备的所有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因此，当电器设备遭遇故障时，我们可以依据过去的操

作数据来迅速实施相应的干预策略。但是，当前很多火

电厂并未对电气设备的运行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

这导致了无法及时地登记和记录运行数据。这种情况导

致技术专家不能基于过去的操作数据来评估电气设备的

潜在安全风险，从而使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营管理陷入了

被动状态。另外，在数据的收集阶段，我们还面临着效

率不高和信息化程度较低的挑战。目前，许多火电厂还

是依赖人工来收集数据，这使得数据的时效性和真实性

难以得到确保。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状况进行改革，以

提升数据采集的效能和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

火力发电厂的电力产出正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

电气设备系统也变得日益复杂。但是，传统的电气设备

安全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这将对管理效率产生负面

影响，无法满足火电厂当前的发展需求。然而，火电厂

的管理团队并未真正认识到管理任务的核心地位，他们

在常规操作中忽略了定期维修的必要性，没有严格遵循

安全管理规定来执行他们的职责，这导致了安全管理出

现了过于形式化和表面化的问题，从而增加了安全隐患

的可能性。

火电厂的运营管理更多地集中在如何提升发电量和

经济回报上，但随着火电厂的持续发展，其安全管理体

系并未进行适当的改革，这导致了安全管理体系的滞后。

另外，火电厂的安全管理任务仅由特定部门承担，并未

确保所有员工都参与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妨碍

火电厂员工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尽管我们在管理过程

中融入了多种信息化的管理工具和系统，但这些技术并

未真正起到预期的效果。目前的管理仍然依赖于人工操

作，并且随着需要管理的设备数量的持续增长，管理的

效率也逐渐降低。

三、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管理有效措施

为了提升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全运行管理，加强设

备巡检和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措施。定期对电气设备进行

巡视、检修和维护工作，可以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工作

状态，及时发现并修复潜在的故障隐患。首先，巡视是

对电气设备进行常规检查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设备的外

部观测和检查，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的磨损、松动、腐蚀

等问题。例如，对电缆线路、接线箱、电气控制柜和变

压器等设备进行巡视，检查连接是否松动、绝缘是否完

好等，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其次，对电气设备进行

全面的内部检查和维护。通过拆卸、清洗、润滑和更换

老化零部件等措施，可以消除设备的故障隐患，并延长

设备的使用寿命。例如，对电动机、开关、保护装置等

关键设备进行检修，检查电机轴承的磨损情况、开关触

点的烧毁程度，以及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此外，维护

工作也包括设备的保养和调试，保养是在设备正常运行

期间进行的预防性维护工作，如润滑、紧固螺栓、清洗

过滤器等，以保持设备的良好状态。调试是指对新安装

或修复后的设备进行系统性的功能测试，以验证设备的

正常运行和安全性。

首先，需要明确责任分工，确定各个管理层级和岗

位在电气设备安全管理中的具体职责，涵盖设备的日常

巡检、维护、操作、维修和故障排除等方面，确保每个

环节都有专人负责，避免责任模糊或漏洞。其次，制定

管理流程，明确各项安全管理工作的步骤和要求，确保

操作规范、流程明确，提高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管理效

果。在制定管理流程时，还需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

行合理的流程优化，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安全管理的系统

性。此外，制定制度和流程的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情况的监控。

这可以通过定期的检查、考核和评估来实现，对电气设

备安全管理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及时调整。通过健全安

全管理制度，可以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明确责任

和流程，提高管理效能，从而确保火电厂电气设备的安

全运行。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注重培训和宣传，提高员

工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安全管理意识，以

便更好地适应和贯彻执行管理制度。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是坚实的基础，能够有效推动火电厂电气设备安全管理

工作的持续改进和提升。

首先，培训操作人员应着重于加强对电气设备的理

论知识的学习。操作人员需要了解电气设备的结构、工

作原理、运行参数等基本知识，掌握设备故障诊断和排

除的方法，以及操作规程和安全操作标准。其次，培训

应注重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

操作人员应熟悉各类电气设备的操作流程，掌握正确的

理能力上具有相似性。

纳入标准：（1）实施 PDCA 循环的医疗机构：只纳

入那些已经明确实施或计划实施 PDCA 循环进行护理质

量管理的医疗机构或部门。（2）基础护理相关：研究或

项目必须明确聚焦于基础护理质量管理，包括但不限于

患者日常护理、护理流程优化、护理安全等。（3）有明

确的质量改进目标：纳入的研究或项目需要有明确界定

的护理质量改进目标，例如降低护理差错率、提高患者

满意度等。（4）数据可用性：必须能够提供实施 PDCA

循环前后的护理质量数据，以便进行效果评估和对比。

排除标准：（1）非 PDCA 循环方法：排除那些未采

用 PDCA 循环作为质量管理方法的研究或项目。（2）非

基础护理领域：不涉及基础护理质量管理的其他医疗管

理或临床研究将被排除。（3）缺乏对照组或基准数据：

如果没有实施 PDCA 循环之前的基准数据或缺乏合适的

对照组进行比较，相关研究将被排除，因为无法准确评估

PDCA循环的实施效果。（4）数据不完整或报告不明确：

如果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完整、模糊不清或存在明显的方

法学缺陷，将被排除以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1.2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管理模式，也就是按医院

现行护理制度及流程开展日常事务，没有制定系统护理

质量改进方案。护理期间，遇有问题或者困难，护理人

员自己解决或者报告上级。常规检查护理质量，但是缺

少系统数据收集与分析及针对性改进措施。

1.2.2 研究组

（1）计划阶段（Plan）：首先成立了护理质量管理专

业组，从现有护理工作流程，制度及人员配置方面进行

了综合梳理与分析，确定了存在问题及改进目标。制订

了一份详尽的护理质量提升方案，该方案涵盖了护理操

作的规范性、患者的安全教育以及护理文档的撰写等多

个方面的明确措施和时间安排。

（2）执行阶段（Do）：根据拟定的方案，对护理人

员组织了系统培训与学习，以保证每一位护理人员能够

熟练地掌握护理新规范及操作技能。同时加强患者及家

属健康教育以促进其安全意识及自我护理能力。在实践

中严格执行护理工作新流程、新规范，保证了各项护理

措施的实施。

（3）检查阶段（Check）：定期自查、互查护理质量，

发现问题及时整改。通过患者满意度调查，护理不良事

件报告，搜集与护理质量有关的资料及数据，并对其做

出客观评价与分析。通过比较检查结果和预期目标来评

价护理质量的改善情况。

（4）处理阶段（Act）：在检查结果的基础上，总结

推广了成功经验，深入分析了存在问题，提出了有针对

性改进措施。在下一轮的 PDCA 循环中，将这些问题和

改进措施作为新一轮护理质量提升的焦点和方向。

1.3观察指标

在患者满意度评价方面，本研究使用专门编制的调

查问卷。本问卷总评分为 100，病人满意度与其所获评分

呈正比，也就是得分越高说明病人满意度越高。具体来

说，如果患者得分在 0 到 40 分之间，代表他们对服务不

满意；得分为 41 至 60 分者，说明基本令人满意；得分为

61 至 80 分为满意；而如果得分在 81 到 100 分之间，那就

代表患者对我们的服务非常满意。满意度可以通过以下

公式来计算：（非常满足的人数 + 满意的人数 + 基本满意

的人数）/ 总参与调查的人数 *100%。

此外，针对护理人员综合得分情况，考查 4 个核心

方面即：护理安全，护理文件管理，护理质量监控和环

境管理。这四个方面的每一项满分为 15 分，护理人员在

这四个方面的总得分越高，就意味着他们在护理工作中

的实施效果越好。

1.4统计方法

研究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全部实验数

据。在这之中，如满意度和不良事件的发生频率这样的

分类变量是以频率（百分比）[n（%）]来表示的，并采用

χ2 检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而护理人员综合评

分等连续变量则采用均值±标准差（x±s）来表示，通过

t检验来比较组间差异。在P值低于0.05的情况下，我们

觉得观察到的数据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

二、结果

2.1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

研究组患者满意度为 95.00%，对照组患者满意度为

7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比较两组患者满意度[n（%）]

组别 n
非常

满意
满意

基本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200 70 44 36 50 150（75.00）

研究组 200 96 36 22 10 190（95.00）

χ2 15.68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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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综合评分

与研究组相比，对照组的综合评分明显较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比较两组护理人员综合评分[分，（x±s）]

组别 护理安全
护理文件

管理

护理质量

监控

护理环境

管理

对照组

（n=60）
10.37±2.32 11.59±2.27 11.48±2.49 11.60±2.53

研究组

（n=60）
13.66±2.97 13.74±2.85 14.06±2.80 13.19±2.94

t 4.26 3.98 4.19 4.03

P <0.05 <0.05 <0.05 <0.05

2.3两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比较

在对照组中，出现了 2 起护患纠纷、6 起护理失误、

4 起护理遗漏、4 起意外事件和 4 起其他类型的不良事

件，这使得对照组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 10.00%。与

此相比，研究组中只出现了 2 次护理失误和 2 次突发事

件，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只有 2.00%。经过详细的统计分

析，观察到这两组在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上有明显的不同

（P<0.05），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3　比较两组患者不良事件发生情况[n（%）]

组别 例数
护患

纠纷

护理

差错

护理

遗漏

意外

事件
其他 发生率

对照组 200 2 6 4 4 4 20（10.00）

研究组 200 0 2 0 2 0 4（2.00）

χ2 5.66

P <0.05）

三、讨论

基础护理不只是展示护士的专业技巧，它更深入地

体现了护士的专业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护理工作的核

心目标是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而高品质的基础

护理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支柱。基础护理与治疗性

护理有所区别，它更加重视患者的舒适和愉悦体验，例

如在床上的洗浴和背部的护理，这些细致入微的关心经

常得到患者和他们家属的高度评价。

我们的研究表明，将 PDCA 循环整合到基础护理质

量管理中，可以更准确地捕获患者对护理工作的真实反

馈，从而增强患者对护理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加深护患

之间的信任和联系，从而全面提高临床护理的整体质量。

从护理整理的视角出发，基础护理的职责不只是满

足病人的生理需要，还需要关心他们在心理和治疗方面

的需求，并协助他们增强自我护理的技能。对临床护理

管理者来说，他们有责任深入了解基础护理的未来发展

方向，采纳科学的监管方法，持续优化管理流程，从而

激发护士的自我监控和评估能力，进一步确立以患者为

核心的服务哲学，提高护理服务的公众信赖度和患者的

遵循度。

总的来说，PDCA 循环作为一种高效的管理工具，

在提高临床基础护理质量方面表现出了显著的效果，不

仅可以显著提高基础护理的合格率，还可以有效地提高

患者的满意度。因此，这种方法在临床护理实践中具有

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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