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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管理在降低血透患者导管感染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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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PDCA 循环管理在降低血透患者导管感染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对象为 40 例接受血

液透析治疗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接受 PDCA 循环管理，对照组接受常规管理，对比管理效果差异。结

果 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考试得分高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患者发生导管感染概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为血液透析患者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可

以有效改善护理质量，提升医护人员手卫生知识掌握度和治疗安全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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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in reducing catheter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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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in reducing catheter infection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The study object was 40 patients receiving hemodialysis treatment, whi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PDCA circulation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management,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in management effect. Results The nursing quality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probability of 
catheter infection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PDCA cycle 
management for hemodialysis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improve the mastery of hand hygiene 
knowledge and treatment safety of medical staff, which is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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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导管感染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高不

下，与其特殊的生理状况和治疗方式密切相关。一旦细

菌通过导管进入血液，就会迅速繁殖并引发全身性感

染，而血液透析患者的免疫功能低下，对感染的抵抗力

较差，也使得导管感染的风险增加[1]。导管感染一旦发

生，往往伴随着严重的并发症，如败血症、感染性休克

等，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甚至危及生命[2]。因此，加强

血液透析患者导管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PDCA 循环管理是一种常用的质量管理方法，其

核心在于通过循环迭代的方式，不断推动质量管理持

续改进[3]。本文将 PDCA 循环管理应用于血液透析过

程中，探讨其应用的效果，以期为临床护理工作提供参

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3 月 40 例接受血

液透析治疗的患者，分组对比，其中研究组男性患者有

11 例，女性患者有 9 例，年龄为 22-79 岁，平均年龄

为（55.36±4.13）岁，血透治疗期在 0.5-3 年；对照组

男性患者有 13 例，女性患者有 7 例，年龄为 20-74 岁，

平均年龄为（54.73±3.94）岁，血透治疗期在 0.5-3.5 年。

病患一般资料通过统计学分析后无显著性差异（P＞
0.05）。 

1.2 护理方法 
1.2.1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告知患者血液透析

治疗的相关知识，详解治疗方法、预后结果等，强调治

疗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观察患者的各项指标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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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异常时及时告知主治医师处理。 
1.2.2 研究组：实施 PDCA 循环管理。 
1.2.2.1 计划阶段（Plan） 
（1）明确研究目标。我们的研究目标是降低血透

患者导管感染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深入了解

感染的原因和危险因素，以便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2）调查研究现状。我们收集血透患者导管感染

的相关数据，并对感染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导管

插入不当、导管维护不规范以及患者自身免疫力降低

是导致感染的主要原因。我们还发现了一些与感染密

切相关的危险因素，如患者的年龄、疾病史、血透频率

等。 
（3）制定实施方案。根据调查结果，制定针对性

的 PDCA 循环管理实施方案。方案包括优化导管插入

方式、加强导管维护、提高患者免疫力等多个方面。明

确每项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执行步骤，并制定详细的时

间表和责任人，同时建立监控机制，以确保各项措施得

到有效执行。 
（4）落实责任人。在实施方案中，明确各项措施

的责任人，并进行了分工。每个责任人都有明确的职责

和任务，以确保方案的有效实施，同时建立反馈机制，

及时收集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和建议，并对方案进行持

续改进。 
1.2.2.2 执行阶段（Do） 
（1）教育培训。针对血透医护人员，组织开展多

轮次的导管感染防控知识培训，培训内容涵盖感染防

控的最新理念、方法和技术，医护人员对导管感染防控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使医务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导管感

染的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减少操作过程中的误差和

疏漏，为后续防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实施管理措施。在血透导管感染防控工作中，

严格执行消毒、清洁、隔离等防控措施，医护人员在使

用导管前，需严格进行手部消毒和无菌操作，确保操作

规范、环境安全。同时，加强医疗废物的处理和管理，

防止了交叉感染的发生。 
1.2.2.3 检查阶段（Check） 
（1）收集数据。建立完善的数据收集机制，定期

收集血透患者导管感染的相关数据，包括感染发生率、

危险因素、治疗效果等。对于采集到的数据采用人工复

核、交叉验证等方法进行数据核对和校验，以确保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数据分析。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通过统计学方法评估 PDCA 循环管理实施方案的效果，

同时还对防控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 
1.2.2.4 行动阶段（Act） 
（1）总结经验。对 PDCA 循环管理的每一个环节

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包括管理

流程的优化、设备维护的改进、人员培训的加强等方面。

对于存在不足的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同时加

强与医护人员的沟通和协作，确保改进措施能够得到

有效执行。 
（2）持续改进。根据实施效果和市场变化，不断

调整和优化 PDCA 循环管理方案，包括对管理流程的

完善、对设备维护的加强、对人员培训的提升等方面。

通过持续改进，不断提高血透治疗的安全性，降低患者

的并发症风险，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1.3 观察项目 
1.3.1 比较护理质量评分：使用自制的问卷表评估，

包括四五项，每项指标满分均为 10 分，护理质量水平

越高，则评分越高。 
1.3.2 比较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考试得分：

通过自制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试卷进行评估，

总分 100 分。 
1.3.3 比较患者发生导管感染概率。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以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

采用 χ2 检验。当 P 值在 0.05 以下时说明对比差异显

著。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 
研究组护理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2.2 两组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考试得分对

比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

术考试得分更高，差异显著（P＜0.05）。见表 2。 
2.3 两组发生导管感染概率对比 
研究组和对照组患者发生导管感染概率分别为：

5.00%（1/20）、30.00%（6/20），研究组患者发生导管

感染概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血液透析是一种将患者血液引出体外，通过透析

器与透析液进行溶质交换，以清除血液中有害物质并

调节水分、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的治疗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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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护理质量评分对比分析（ ±s，分） 

组别（n） 服务态度 穿刺技术 健康教育 用药指导 并发症防治 

对照组（20） 8.05±0.26 8.20±0.62 8.02±0.21 8.14±0.36 8.02±0.12 

研究组（20） 9.48±0.22 9.20±0.20 9.41±0.15 9.62±0.10 9.45±0.32 

t 11.052 8.854 14.041 15.124 14.084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考试得分得分统计表（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研究组 20 66.11±2.95 91.78±3.05 

对照组 20 67.14±2.58 79.04±3.15 

t  0.251 10.412 

P  ＞0.05 ＜0.05 

 
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临床经验的积累，血

液透析已经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其

应用日益广泛。虽然血液透析的治疗效果显著，但同时

也存在一定的治疗风险，其中导管感染就是一个不容

忽视的问题，一旦发生感染，不仅会导致治疗效果大打

折扣，还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患者生命[5]。

因此针对血透中置管感染严重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

视。有学者提出，采用循环管理模式，可以有效预防和

治疗血透患者置管感染。 
PDCA 循环管理是一种旨在持续改进和优化的管

理方法，它涵盖了计划、执行、检查和行动四个关键阶

段[6]。计划阶段会明确目标、制定计划，并对计划进行

详细的分析和评估，确保计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执行

阶段是按照计划进行实际操作，并且密切关注计划的

执行情况，及时调整和纠正偏差。检查阶段则是对计划

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评估计划的效果和存在

的问题。行动阶段会根据检查结果，制定具体的改进措

施，并付诸实施[7-8]。通过不断的循环迭代，PDCA 循

环管理能够帮助医院不断优化医疗流程、加强医疗安

全防范、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从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高效的医疗服务。本研究将

PDCA循环管理应用于研究组患者的血透治疗过程中，

发现，相比于接受常规管理的对照组，研究组护理质量

评分更高，研究组患者医护人员手卫生及无菌技术考

试得分更加优异，发生导管感染概率更低（P＜0.05）。
可见实施 PDCA 循环管理，可以针对导管感染的各个

环节进行持续改进，通过制定科学的管理计划、实施严

格的消毒措施、加强教育培训等，以确保导管在插入、

使用和维护过程中都能达到最佳的安全状态，从而提

升护理质量，降低感染率。 

综上所述，应用 PDCA 循环管理，可以显著降低

血液透析患者导管感染率，提高透析治疗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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