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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 PDCA 循环运用在脑出血患者护理安全管理效果分析。方法：选择本院 2017 年 5 月-2019 年 12 月收治
脑出血患者 100例，按随机数表分为两组，对照组 50例实施常规护理，研究组 50例采用 PDCA循环护理，对两组 NIHSS、
ADL评分及不良事件进行比较。结果：研究组 NIHSS评分比对照组低，ADL评分比对照组高（P＜0.05）；研究组不良事件
率 4.00%比对照组 18.00%低(P＜0.05)。结论：对脑出血患者实施 PDCA循环护理，可提高日常生活能力，改善其神经功能，
能减少不良事件发生，临床上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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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发生巨大改变，因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重，导致
脑出血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严重降低人们生活质量

[1]
。对脑

出血患者通常需要:密切观察病情，控制血压，预防再出血
等治疗，同时临床上也需要重视其安全管理护理质量。为
探究 PDCA循环运用效果，本研究对本院 2017年 5月-2019

年 12月收治脑出血 100例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 2017年 5月-2019年 12月收治脑出血 100例
患者资料，研究符合医学伦理会批准，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资料不完整者，肝肾功能障碍者，精神心理疾
病者，按随机数表分为两组，对照组 50 例，男 26 例，女
24例，年龄 49-73岁，平均年龄（55.72±8.46）岁，病程
1-5 个月，平均病程（3.47±1.42）个月；研究组 50 例，
男 25例，女 25例，年龄 51-76岁，平均年龄（59.33±9.65）
岁，病程 1-6 个月，平均病程（3.62±1.23）个月。比较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心理护
理、药物指导等。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行 PDCA循环护理，具
体措施如下：成立护理小组：由 4 名护理经验丰富的护师
组成护理小组，组长由护士长担任，而小组成员对护理不
良事件给予检查和反馈，并定期开会进行讨论总结，提出
解决措施；计划：评估患者病情风险情况，找出护理过程
中存在的不良因素，并给予重点看护和预防；根据患者病
情状况为其制定针对性康复方案，由组长批准，小组成员
进行监督检查；执行：病房管理：对科室病房安全防护措
施进行加强，将不必要的障碍物清除，保证轮椅能在室内
通行顺畅；护理管理：定期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安全宣教，
保证其能够正确辨别安全隐患，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避免
或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检查：定期检查患者康复护理措施
和康复方案，对康复进程进行跟进，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
进行反馈；纠正：护理小组定期开会总结，根据患者病情
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其康复护理方案，优化护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和评定 

根据 NIHSS 评分标准对两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评
估，分高则神经功能损缺损度高；根据日常生活能力评分
表（ADL）评估生活能力，0-100 分，分高说明能力越好；
对比两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2-3]
。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资料选择 SPSS18.0 软件分析，均数标准差
“ x ±s”表计量资料，t 行组间、组内比较；百分比(%)

表计数资料，
2

x 行组间比较，P＜0.05表示差异具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 NIHSS、ADL评分 

研究组 NIHSS评分比对照组低，ADL评分比对照组高(P

＜0.05)，详见表 1。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不良事件 

研究组跌倒、误吸、管道滑落等不良事件发生率比对
照组低(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不良事件比较[n（%）]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论 

脑出血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脑血管疾病，主要以老年人
为好发群体，具发病率高及致死率高等特点。由于该疾病
起病较急、病情危重，一旦脑出血，患者未得到有效救治，
会影响其日常生活，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4]
。为探讨

PDCA 循环运用在脑出血患者护理安全管理效果分析，本研
究对本院收治脑出血患者 100 例临床资料给予分析。本研
究显示：研究组护理后 NIHSS评分比对照组低，ADL评分比
对照组高；研究组跌倒、误吸、管道滑落等不良事件发生
率比对照组低，表明对脑出血患者实施 PDCA循环护理，改
善患者神经功能，提高其日常生活能力，还能减少不良事
件发生。分析原因考虑为：PDCA是一种具标准化、科学化、
规范化的循环管理系统，应用于医院临床工作中，能够保
证临床工作有效落实，可使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进一步
提高，能确保护理人员有事可办，工作能有文可依、有迹
可寻，能对临床工作进行全程监督。同时，通过 4个步骤，
计划、执行、检查及纠正对患者进行评估，为其制定一个
针对性的康复方案，由护理人员执行方案，小组成员对执
行过程和进度进行检查，能及时发现存在问题给予反馈，
并通过及时纠正问题，可提升护理工作效果，进而有效改

表 1 两组 NIHSS、ADL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n) 
NIHSS评分 ADL评分 

护理前 护理后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50 15.86±4.31 10.11±3.13 40.33±6.84 62.24±8.78 

研究组 50 15.19±4.38 6.84±3.04 39.86±6.98 73.05±8.95 

t - 0.7710 5.2993 0.3401 6.0967 

P - ＞0.05 ＜0.05 ＞0.05 ＜0.05 

组别 例数(n) 跌倒 误吸 管道滑落 发生率 

对照组 50 2（4.00） 3（6.00） 4（8.00） 9（18.00） 

研究组 50 1（2.00） 0 1（2.00） 2（4.00） 
2

x  - 0.0000 1.3746 0.8421 5.0051 

P -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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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患预后
[5]
。受环境与样本等因素，关于两组心理状态有

待临床研究分析。 

综上所述，将 PDCA循环护理应用于脑出血患者中，能
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改善其神经功能，还能降低不良
事件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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