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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医陊感染管理中 PDCA循环模式癿运用 

许芳芳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陊，江苏 泰州 225500 

 

摘要：目癿：研究重症监护病房医陊感染管理中 PDCA 循环模式癿运用价值。斱法：随机挅选 46 例亍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月被我陊收治迚入重症监护病房癿病患迚行研究，将所有病患分研究组不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觃抗感染管理，研究组给
予 PDCA 循环模式管理，比较两组病患癿感染情冴。结果：对比研究组不对照组病患癿医陊感染情冴，研究组中，兯计 1 例
病患出现感染症状，占本组总例数癿 4.35%，对照组中，兯计出现 5 例感染病患，占本组总例数癿 21.74%，差异显著，统
计学有对比价值 P＜0.05。结论：重症监护病房医陊感染管理中运用 PDCA 循环模式管理措斲可以控制感染问题癿产生，兴
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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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感染一直都是各医院重点关注的问题，重症监护病
房是对重症病患实施治疗与护理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医
院感染因素与易感人群相对集中的区域，这也说明重症监护
病房病患的出现医院感染的机率要比其它病房高

[1]
。为此，

控制重症监护病房医院感染是刻不容缓的，这也是保障病患
早日康复的基础。文章选择 46例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的病患进
行研究，探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临床价值，详情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挑选 46 例于 2018 年 2 月-2019 年 2 月被我院收治进入
重症监护病房的病患进行研究，全部入选病患被分成不同的
研究小组，即研究组（23 例）与对照组（23 例），研究组有
15 例男病患，有 8 例女病患，本组病患的年龄为 32-74 岁，
平均年龄（52.98±4.00）岁；对照组有 14 例男病患，有 9

例女病患，本组病患的年龄为 34-75 岁，平均年龄（53.66

±4.61）岁。对研究组与对照组病患的一般资料进行对比，
差异不明显 P＞0.05，有对比价值。 

1.2 方法 

对照组病患给予常规抗感染管理，而研究组给予 PDCA 循
环模式管理，操作方式如下： 

首先，管理计划设定：根据病患的具体情况以及医院感
染管理的重点环节与薄弱环节来制定科学、合理的感染管理
计划，同时在此基础上制定医护人员培训计划，对医院现有
的感染管理质量控制规范加以修订

[2]
。其二，管理计划的实

施：在常规工作中，医院应努力加强对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
让医护人员了解医院感染的所有知识，定期对医疗器械、医
院空气与病房等进行消毒处理，对医护人员的医疗操作行为
也要进行考核，可将共结果纳入考核系统中。对病患的抗菌
药物进行严格管理，针对病患的药试敏、痰标本与血标本等
结果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抗生素治疗措施，这能避免不合理用
抗生素情况

[3]
。其三，检查：检查病患的医院感染情况，同

时也要检查医护人员的培训结果，以对培训目标进行科学性
的调整。其四，处理：对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分析，与实
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提升行之有效的方法，这能弥补 PDCA 法
实施中的缺陷，这对于下一阶段的 PDCA 循环具有一定的引导
作用。 

1.3 评定方法 

观察两组病患的医院感染产生率。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本篇论文数据

通过“ ±s”来表示具体的计数资料，数据差以“X²”来

检测。结果 P＜0.05，说明数据对比差异度大，有临床统计

学对比意义。 

2 结果 

对比研究组与对照组病患的医院感染情况，研究组的感
染率为 4.35%，对照组的感染率为 21.74%，差异显著，统计
学有对比价值 P＜0.05，具体详情参见表 1。 

表 1 比较研究组与对照组病患的医院感染情况 [n（%）] 

3 讨论 

医院感染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病患与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
造成威胁性，医院感染同时也是致使医患矛盾的重要因素。
PDCA 循环管理法在临床中也被称为戴明环，作为动态监管质
量的管理方法，PDCA 循环法通过持续性的计划-实施-检查-

处理过程来提升护理工作质量。从卫生部提出将 PDCA 循环法
实施于各医院护理 质量管理中之后，各医院的医护人员的感
染理论认知度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并且还提升了医护人员严
格执行医院标准预防行为的配合意识与依从性，在此基础上，
医院感染现象便得以控制下来，提升了护理质量。 

重症监护病房内的病患，其免疫力相对较低，此类病患
的基础疾病十分严重，同时还伴有各类侵入性治疗操作，以
至于重症监护病房是整个医院感染的高发区域。医护人员在
具体工作中应将消毒隔离制度牢记于心，并落实到位，这是
防止发现医源性感染的基础。与此同时，为了对医院感染进
行有效控制，还可在医院中实施 PDCA 循环模式，这能帮助降
低医院感染率。PDCA 循环模式一共分为四个环节，分别为计
划、实施、检查以及处理，四个环节节节相扣，紧密联系在
一起，再通过不断的循环与反馈，使得医院感染管理质量提
升上来

[4]
。通过运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能及时发现医院感染

上的问题，然后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
式运用至下一阶段的循环中，从而达到控制医院感染率的目
的。 

本研究中，对照组病患给予常规抗感染管理，而研究组
给予 PDCA 循环模式管理，对比研究组与对照组病患的医院感
染情况，研究组中，共计 1 例病患出现感染症状，占本组总
例数的 4.35%，对照组中，共计出现 5 例感染病患，占本组
总例数的 21.74%，差异显著，统计学有对比价值 P＜0.05， 

由上可见，PDCA 循环管理措施运用于医院感染管理中可
以控制医院感染产生率，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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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研究组 23 1 4.35% 

对照组 23 5 2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