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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护理管理在发热门诊护理管理中对减少医院感染的作用分析 

胡翠红 

晋中市第二人民医院  山西晋中 

【摘要】目的 探究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在发热门诊护理管理中对减少医院感染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
21.03-2022.02 期间我院发热门诊就诊病人共计 100 名，以其就诊样本作为研究内容，于就诊期间接受不同

发热门诊护理措施。借用随机分组法平均分出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50 名。常规组予以常规护理管理，实

验组予以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对比两组患者医院感染率、健康认知评分。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患者

医院感染率更低，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健康认知评分更高，P＜0.05。结论 发热门诊护理管理中

应用 PDCA 循环护理管理模式，能显著控制管理质量，强化个人健康防护意识，阻止院内感染率的提升，

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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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nursing management on reducing hospital infection 

in fever outpatient nurs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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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PDCA circulation nursing management in reducing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fever outpatient nursing manag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100 fever out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February 2022 were selected. Their samples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they received 
different fever outpatients' nursing measures during the visit. With the method of random grouping, 5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routin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management,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PDCA circulation nursing management. Noso- 
comial infection rate and health cognition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osocomial infection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P<0.05).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health cognition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 
cation of PDCA circulating nursing management mode in the nursing management of fever outpatient department 
can significantly control the management quality, strengthen personal health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prevent the 
improvement of nosocomial disease infectivity. It is recommended to populariz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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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门诊是医疗机构为适合医疗新政策推行在

防控急性传染病期间，以上级管理层下发的管理政

策设立的科室部门，用于专门收诊、筛查疑似患有

传染病的患者，治疗发热病人的专门诊室。鉴于传

染病的特殊性，科室管理若想达到理想管理目标，

则需要选择有效的管理方法。对此应用 PDCA 循环

护理管理模式，通过有序的管理梳理护理计划，探

寻完善的护理方式和方法，能够显著强化发热门诊

管理质量以及体现管理措施的实效性[1]。防止患者

在发热门诊就诊过程中发生交叉感染，在管理效果

上应用可观。基于此，本统计旨在观察发热门诊中

PDCA 循环护理管理成效，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线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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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我院 2021.03-2022.02期间发热就诊病人为

本次研究对象，样本资料挑选 100 例，根据随机分

组法平均分成常规组、实验组，每组 50 例予以不同

护理管理干预。 
常规组：男性 25 例、女性 25 例；年龄值区间

19-72 岁；体温值区间 37.3-39.5℃。实验组：男性

27 例、女性 23 例；年龄值区间 20-72 岁；体温值区

间 37.3-40.5℃。资料对比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对患者做基础的体温检查，建立静脉

通路方便输液，维护体内的水电解质平衡，体温若

过高则建议配合物理降温，密切监测患者情况和人

员之间的隔离，以免形成交叉感染，保证样本取样

过程标准且密切观察患者病情，有突发情况及时处

理。 
实验组： 
（1）P-计划。计划拟定前应充分了解发热门诊

具体工作内容、层级、传染病管理条例、质量控制

标准、各项规章制度、就诊流程等，然后将其设为

参考依据拟定发热门诊护理管理计划，提高发热门

诊就诊流程性、标准性、合理性，提高工作人员职

业素养，制定详细护理工作计划，建立完整管理机

制避免门诊管理制度存在不足。 
（2）D-执行。计划拟定后开设专题会务，组织

所有发热门诊护理人员参与，总结在发热门诊工作

过程中所遇问题，分析循环管理的优点和缺点，提

出建设性意见，保证提升护理工作效益。探寻解决

弊端办法引入到计划中，以此为切入点组织护理人

员参与技能培训，增强服务意识，定期抽样调查管

理结果。护士应了解每位患者的情况，实时监测。 
（3）C-检查。每月选取一节时间点，系统调研

循环管理计划实施成果，抽取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调

查表，并对护理人员做不定期考察，考核结果决定

不同时间段护理人员的个人绩效水平差异，借此鼓

励和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提高自我专业水平。 
（4）A-处理。科室不断跟进落实管理步骤，以

便于及时解决突发问题，得到最佳处理方案。对比

核实计划拟定与调查结果之间差异，分析循环管理

下的工作不足和优势后观察优点的合理性、作用性，

完善不足增进计划效果，重新用于下一次循环管理

中。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医院感染率、健康认知评分。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采用 χ2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医院感染率 
常规组医院感染 5 例、感染率 10.00%。实验组

医院感染 0 例、感染率 0.00%。可见实验组医院感

染率更低，对比 χ2=5.263，P＜0.05。 
2.2 健康认知评分 
表 1 中，实验组健康认知评分更高，P＜0.05。 

表 1  健康认知评分统计表( sx ± ,分) 

组别 例数 个人防护 传染病认知 

常规组 50 8.05±1.43 9.30±2.05 

实验组 50 14.90±2.51 15.77±1.65 

T  16.767 17.385 

P  ＜0.05 

 
3 讨论 
发热门诊是医疗机构中设立用于筛查、处理传

染性较高疾病的科室，日常接诊对象均为因各种病

因诱发的高热反应疾病或间歇性高热症状者，传染

性较强，故而为控制医院感染、保护患者与医护人

员健康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PDCA 循环护理管

理在发热门诊中应用价值明显，此管理理念由美国

质量管理学家哈特首次提出，后在我国得到大力推

广和普及应用，将工作质量管理分成不同部分开展

阶段管理，并将其按步骤的完成分成计划、执行、

处理、检查四个阶段，然后让质量得到全面提升的

同时也能遵循科学程序[2]。通过对护理计划的拟定

可以使发热门诊运作情况调节管理计划细节，主张

提升管理质量的同时提高管理效率。执行、处理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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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一步使管理内容更加成熟、完善，最后检查阶

段用于发现并纠正问题，开设专题会议展现循环护

理管理优势，增加对象自我防护意识更好的认识传

染疾病，降低医院感染率。PDCA 循环管理法对于

发热门诊的管理很适用，能够保证工作的秩序性和

服务水平标杆[3]。 
结果可见，实验组患者医院感染率低于常规组；

实验组健康认知评分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于发热门诊护理管理中运用 PDCA

循环护理管理可减少医院感染发生，保障护理工作

顺利开展，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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