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儿科研究杂志                                                                          2024 年第 4 卷第 2 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s Research                                                       https://ijped.oajrc.org/ 

- 1 - 

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治疗依从性和家属心理状态 

叶紫云 

洪湖市人民医院  湖北洪湖 

【摘要】目的 探究 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治疗依从性和家属心理状态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收治的小儿支气管炎患儿 80 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40 例，使用常规护理）

和试验组（40 例，使用 PDCA 循环护理），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收集和分析对比。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

儿实施护理后，试验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明显比对照组患儿高，且试验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态也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儿家属，差异均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P＜0.05）。结论 针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使用 PDCA
循环护理，能够提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改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态，在临床应用中有较优的护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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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cycle nursing for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family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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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nursing on treatment compliance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and their families. Methods 80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routine care)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40 cases, receiving PDCA cycle care).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analyzed, and compared. Results After implementing nursing care for both groups of children,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famili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hildre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families of the 
control group children,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s The use of PDCA cycle nursing for 
children with bronchitis can improve their treatment compliance,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ir families, 
and have better nursing effects in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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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炎作为呼吸系统疾病的一种，具有显

著的传染性，其发病紧密关联于病毒及细菌等多种病

原体的感染。由于儿童常面临营养摄入不足、免疫系

统发展未臻完善，致使抵抗力相对薄弱，外界病毒或

细菌的侵袭极易诱发支气管炎[1]。若未得到及时的医

疗干预，病情将逐渐恶化，对儿童的整体身心健康构

成深远的不良影响。临床实践显示，在针对患儿实施

积极医疗救治的基础上，强化护理干预策略对于巩固

治疗效果、优化疾病预后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PDCA 循环护理已被广泛采纳于护理质量的持续提

升与精细管理之中，通过不断迭代优化护理流程，旨

在兼顾患儿的安全与舒适度，力求实现护理服务品质

的最大化提升与持续性的自我完善[2]。因此，本研究

分析了 PDCA 循环护理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治疗依

从性和家属心理状态，具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我院在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

收治的 80 例小儿支气管炎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所有患儿均符合小儿支气管炎的诊断标准。

2）所有患儿的家属均知晓并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

标准：1）存在其他呼吸疾病的患儿。2）临床资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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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患儿。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40
例，男 22 例，女 18 例，平均年龄为 6.01±1.53 岁），

和试验组（40 例，男 23 例，女 17 例，平均年龄为

6.32±1.64 岁）。两组间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
＞0.05）。我院伦理委员会对本研究完全知情，并批

准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患儿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患儿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给予 PDCA 循环护理，具体方法如下： 
（1）计划阶段。由护理人员成立 PDCA 循环护

理小组。对患儿的病情现状进行评估，并深入探究患

儿家属的心理状态及其对疾病的认知程度，以识别潜

在的问题点。随后，分析影响治疗效果的各类因素，

广泛搜集并研究小儿支气管炎护理领域的相关资料。

综合考量各方面实际情况，精心策划并制定出高效、

针对性的护理干预策略。 
（2）实施阶段。①心理护理。强化与患儿及其

家长的沟通互动，采用温和、尊重的沟通方式，通过

肢体接触建立信任，如轻抚、拥抱等，缩短护患间的

心理距离。在交流过程中，需细致耐心地解答家属的

疑惑，有效缓解其焦虑与紧张情绪。②健康教育。及

时向患儿家属普及健康知识，涵盖疾病基础知识、护

理技巧及药物使用指导等，以提升家属对患儿的疾病

管理能力。③饮食护理。为患儿家属提供专业饮食指

导，建议日常饮食以易消化食物为主，严格避免摄入

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品，以促进患儿康复。 

（3）检查阶段。护理方案启动后的首个 24 小时

内，护理人员需即时评估其实施效果，并对患儿病情

实施严密监控，重点观察潜在并发症的征兆。一旦发

现护理过程中存在的任何潜在问题，应立即提出并实

施有效的解决策略。此外，强化质量管控意识，确保

每位护理人员均承担起提升护理质量的责任，工作中

需明确个人职责，相互间保持监督与协作，持续对护

理方案进行审视、优化与动态调整，以确保护理工作

的持续改进与高效执行。 
（4）处理阶段。基于检查阶段所揭示的问题，

护理人员应积极探讨并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进而

对现有的护理方案进行必要的修订与完善。将修订与

完善后的护理方案无缝衔接至下一轮 PDCA 循环中，

以实现护理质量的持续改进与提升。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儿护理后的治疗依从性，使用我院自

拟的治疗依从性评估量表进行评价，评分为 0—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越高。 

比较两组护理后的患儿家属心理状态，使用我院

自拟的心理状态评估量表进行评价，评分为 0—100
分，分数越高，表明患儿的心理状态越糟糕。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纳入 SPSS23.0 软件中，

将其进行比较分析，使用 t 和 sx ± 来表示计量资料。

若（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治疗依从性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依从性评分 

试验组 40 84.14±4.66 

对照组 40 76.17±4.29 

t - 7.958 

P - 0.001 

表 2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家属心理状态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家属心理状态评分 

试验组 40 56.18±4.62 

对照组 40 64.43±5.21 

t - 7.493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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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患儿治疗依从性对比 
试验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患儿家属心理状态对比 
试验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态评分明显比对照组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3 讨论 
小儿支气管炎作为临床上的常见疾病，其病程

往往迁延较长，且多数患儿在治疗期间表现出较低

的依从性，同时，鉴于儿童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

面对疾病时容易产生恐惧等负面情绪，这些因素均

可能阻碍治疗工作的顺利进行，进而延误最佳治疗

时机[3]。因此，在针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的治疗过程

中，强化护理干预措施显得尤为重要，旨在确保治

疗效果的达成，并促进预后状况的积极改善。 
PDCA 循环护理贯穿于护理工作的全过程，它

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路径，旨

在不断充实护理实践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持续优化

工作流程结构，通过系统化的评价机制，增强护理

工作的系统性和计划性[4]。计划阶段的核心在于识

别患儿及其家属面临的护理需求与挑战，深入分析

后设计针对性的护理策略；实施阶段将精心策划的

护理方案付诸实践，如加强对患儿家属的健康宣教，

不仅拓宽了家属的健康知识视野，还增进了护患之

间的理解与亲近，彰显人文关怀，有效缓解了家属

的心理压力；检查阶段聚焦于对护理实施效果的评

估，揭示护理工作中的短板，同时实施对护理人员

的监督激励，激发其工作热情与责任感；处理阶段

旨在将有效的护理实践标准化，深入分析并纠正存

在的不足，推动护理质量的持续提升[5]。本研究结果

显示，试验组患儿的治疗依从性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且试验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态评分明显比对照

组低（P＜0.05），这说明通过 PDCA 循环护理，能

够提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改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

态。分析原因为采用 PDCA 循环护理，致力于构建

一个全面、整合且流畅的护理服务体系，显著提升

患儿对于护理服务的遵从性[6]。该模式通过明确界

定并顺序执行各阶段任务，使四个关键环节紧密相

连，形成一个持续自我优化的闭环。这一过程持续

审视与革新护理服务流程与具体措施，确保服务质

量实现稳步增强与可靠保障[7]。通过 PDCA 循环护

理，严格遵循护理计划，运用系统性思维识别并应

对护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针对患儿的个体差异，

量身定制个性化护理方案，并全力确保其高效实施。

护理过程中，定期执行成果评估与深度反思，精确

剖析潜在或已浮现的护理问题，随即启动精准化改

进措施，有效改善患儿家属的心理状态[8]。 
综上所述，针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使用 PDCA

循环护理，能够提高患儿的治疗依从性，改善患儿

家属的心理状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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