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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联合个性化护理对慢阻肺疾病焦虑抑郁及 CAT 评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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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PDCA 循环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焦虑抑郁及 CAT 评分的影响。方法：将 110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住院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接受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和实验组（接受 PDCA 循环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干

预模式），比较两组焦虑抑郁及 CAT 评分的变化。结果：实验组焦虑（SAS）评分、抑郁（SDS）评分（42.89± 3.78）、（45.33

± 3.77）低于对照组（47.53± 1.92）、（50.92± 2.03），实验组的 CAT 评分（14.33± 2.41）低于对照组（15.93± 2.72）。

结论：PDCA 循环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可显著改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心理情绪及 CAT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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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 COPD）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

呼吸系统疾病，以咳嗽、咳痰、气促为主要临床表现，病

情呈进行性发展，久治不愈，对患者的心理、生活及生存

质量造成极大的影响。通过改善护理干预模式，对改善患

者的预后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科 COPD 患者应用

PDCA 循环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起到明显的效果，

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COPD 住院患者 110 例。采用随机分组法分为实验组

及对照组 55 例。纳入标准：可以正常沟通，有一定的学习能

力患者。排除标准：不愿参加者，合并精神病、合并严重的

心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实验组 55 例，男 44 例，女 11 例，年

龄 60-79 岁，平均年龄 70.80±5.28 岁，病程 1-10 年，平均

5.09±2.70 年，文化程度：中学及以上 37 例，小学及以下

18 例。对照组 55 例，男 50 例，女 5例，年龄 60-80 岁，平

均年龄 69.27±5.54 岁，病程 1-9 年，平均 4.75±3.45 年，

文化程度：中学及以上 40 例，小学及以下 15 例。两组患者

的基本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包括健康教育、饮食

营养、心理干预、呼吸训练、运动训练等。具体如下：（1）

健康教育：包括入院教育，疾病护理，用药宣教，专科指导，

出院教育等。（2）饮食营养：责任护士询问患者日常的饮食

习惯、规律、爱好等，肯定做得好的地方，并指出存在问题，

注意饮食搭配。（3）个性化心理干预：责任护士认真倾听患

者及家属的诉求，根据不同心理需求给予针对性心理护理，

及时了解心理动向。(4)呼吸训练：结合患者病情，指导能长

期坚持的呼吸训练，如：缩唇呼吸、腹式呼吸等。（5）运动

训练：根据患者病情及兴趣爱好，提供适当的运动计划，如

太极拳、走路、慢跑等，以患者不感到劳累，微微出汗为原

则。实验组在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基础上联合 PDCA 循环管

理。护理干预前责任护士仔细、认真评估患者的个性特征、

生活习惯、护理风险等，制定出个性化、针对性护理方案，

之后应用 PDCA 循环管理方案进行护理。包括：（1）P 即计

划：责任护士根据临床资料，制定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2）

D 即实施：护理干预措施由责任护士负责具体实施。（3）C

即检查：高责护士或主管护师针对现有问题再次进行分析、

总结，重新制定个性化护理干预措施。（4）A即处理阶段：

将新的护理方案进入下一个循环的实施和改善。 

1.3 观察指标 

①焦虑（SAS）、抑郁（SDS）评分。患者入院时、出院

前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William W.K.Zung 的 SAS、SDS 量表。

该量表有 20 项问题，采用 4级评分，焦虑情绪为 SAS 总分>50

分，抑郁情绪 SDS 总分>51 分。②CAT 评分，入院时及出院

前进行问卷调查：CAT 问卷包括 8 个项目：咳嗽、咳痰、胸

闷、睡眠、精力、情绪和活动能力，每项 0-5 分，总分 0-40

分。分值越高，说明疾病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表示计量资料，使

用 t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表 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55) 实验组(n=55) t 值 P 值 对照组(n=55) 实验组(n=55) t 值 P 值 

SAS 51.33±3.24 50.07±3.81 1.31 <0.5 47.53±1.92 42.89±3.78 5.95 <0.05 

SDS 52.69±4.60 51.53±3.95 0.99 <0.5 50.92±2.03 45.33±3.77 7.18 <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 CAT 评分比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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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干预前后 CAT 评分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n=55) 实验组(n=55) T 值 P 值 对照组(n=55) 实验组(n=55) T 值 P 值 

CAT 21.65±4.55 22.51±4.17 -0.73 <0.5 15.93±2.72 14.33±2.41 2.29 <0.05 

 

3.讨论 

据报道，绝大多数 COPD 患者存在焦虑抑郁情绪，从而从

心理上抵触医生的治疗，造成部分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等情

况。PDCA 循环管理是一种科学化、标准化的质量管理方法，

现在广泛应用于医疗护理管理中，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干预前的 SAS、SDS、CAT 评分无

统计学意义（P＞   0.05），干预后的实验组 SAS（42.89±

3.78）、SDS 评分（45.33±3.77）低于对照组（47.53±1.92）、

（50.92±2.03）（P<0.05），实验组的 CAT 评分（14.33±2.41）

低于对照组（15.93±2.72）（P<0.05）。其优势可能在于：

实验组应用的 PDCA 循环管理，它将计划、实施、检查、处

理四个方面综合应用，在患者接受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的过

程中及时找出存在问题，及时调整护理方案，从而达到最优

质的护理方案的目的[10-11]。而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是从生

物、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关注每一位患者的差异性，从

而改善患者的就医护理体验。 

4.结论 

综上所述，PDCA 循环管理联合个性化护理干预模式可显

著的改善 COPD 患者的心理情绪及 CAT 评分，值得临床应用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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