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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应用效果 
王宇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目的  本文研究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研究时间：2021
年 1 月-2021 年 3 月。研究对象：我院收取的 60 例支气管肺炎患儿，随机进行分组，每组患儿数量：30 例。
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循环组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护理。最后收集并分析患儿的症状消失时间、肺功能
以及家属满意度等数据。结果  循环组各项症状消失时间低于常规组，P<0.05。循环组肺功能各项指标数据
高于常规组，P<0.05。循环组满意度高于常规组；P<0.05。其中，循环组满意度：100.00%（30 例）；常规组
满意度：66.67%（26 例）。结论  在针对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护理工作中，为患儿予以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
护理干预能够进一步帮助患儿治疗效果，加速患儿病情恢复速度，改善患儿肺功能水平，患儿家属的满意程
度更高，建议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予以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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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炎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呼吸系统炎症疾

病，患儿发病后会出现咳嗽、咳痰、喘息等症状，

严重时会出现呼吸困难等情况，甚至危及到患儿的

生命安全[1]。在为支气管肺炎患儿进行治疗时，由于

患儿的年龄较小，会对治疗和护理工作产生恐惧和

抵触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很难为患儿予以有效的护

理干预，这就需要为患儿选择更加可靠的方法展开

护理工作[2]。因此，本文将选择 2021 年 1 月-2021 年

3 月期间我院收取的 60 例支气管肺炎患儿作为研究

对象，针对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在小儿支气管肺炎

中的应用效果展开分析。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时间：2021 年 1 月-2021 年 3 月。研究对

象：我院收取的 60 例支气管肺炎患儿，随机进行分

组，每组患儿数量：30 例。一般资料：循环组：男

性：14 例、女性：16 例，平均年龄：（3.15±0.41）

岁；常规组：男性：15 例、女性：15 例，平均年龄：

（3.07±0.32）岁。一般资料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意义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常规护理。为患儿予以用药干预、

健康宣教等护理。 

循环组采用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护理。（1）计

划：根据支气管肺炎患儿的实际情况，为患儿制定

全面的护理计划。在护理过程中转移患儿的注意力，

并与患儿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3]。（2）执行：根据护

理计划进行执行，在护理过程中需要对患儿家长进

行有效的沟通，告知家长需要注意的各方面事项，

让家长能够接受并积极配合护理工作[4]。（3）检查：

对护理工作进行检查和分析，找出护理工作中的不

足，并予以改进，重新优化护理方案。（4）行动：

根据分析结果，执行新的护理方案，提高护理效果，

进入下一阶段的循环当中。 

1.3 观察指标 

收集并分析患儿的症状消失时间、肺功能以及

家属满意度等数据。（1）症状消失时间：体温正常

时间、哮鸣音消失时间、喘息消失时间、咳嗽消失

时间。（2）肺功能：FVC、FEV1、PEF。（3）家属满

意度：通过自制调查表获取数据，分为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不满意三个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 软件处理各项护理数据。通过率

（%）表示家属满意度的计数数据，通过 x2 检验。通

过±标准差表示症状消失时间、肺功能的计量数据，

经 t 检验。数据判定标准：P＜0.05。 

2 结果 

2.1 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循环组各项症状消失时间低于常规组，P<0.05。

表 1 为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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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患儿症状消失时间比较（d） 

组别 n 体温正常时间 哮鸣音消失时间 喘息消失时间 咳嗽消失时间 

循环组 30 2.14±0.74 3.07±0.34 3.11±0.52 4.89±0.58 

常规组 30 4.25±1.12 4.52±1.04 4.58±0.78 6.68±1.25 

t  8.609 7.258 6.924 7.114 

p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患儿肺功能数据比较 

循环组肺功能各项指标数据高于常规组，P<0.05。表 2 为患儿肺功能数据比较。 

表 2 两组患儿临床症状评分、Hp 治愈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几率对比分析 

组别 n FVC（L） FEV1(L） PEF（L/s） 

循环组 30 3.17±0.24 2.97±0.22 5.97±0.24 

常规组 30 2.41±0.35 2.38±0.35 3.64±0.58 

p  9.808 7.817 20.331 

  0.000 0.000 0.000 

2.3 家属满意度比较 

循环组满意度：100.00%（30 例）；常规组满意

度：66.67%（26 例）。数据显示：循环组满意度高于

常规组；P<0.05。 

3 讨论 

PDCA 循环管理模式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管

理方法，在很多临床护理工作中都有所运用。通过

PDCA 可以不断的优化护理方法，进一步提高支气管

肺炎患儿对护理工作的依从性，提高护理质量，帮

助患儿加快康复速度[5]。根据本文数据显示：在为患

儿进行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护理后，患儿症状快

速缓解，消失时间低于常规护理患儿。患儿肺功能

水平优于常规护理患儿。此外，患儿对于 PDCA 循

环管理模式的护理工作满意程度更高。由此可见，

PDCA 循环管理模式对于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护理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针对支气管肺炎患儿的护理工作

中，为患儿予以 PDCA 循环管理模式的护理干预能

够进一步帮助患儿治疗效果，加速患儿病情恢复速

度，改善患儿肺功能水平，患儿家属的满意程度更

高，建议在实际的护理工作中予以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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