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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管理模式在优化白内障日间患者诊疗流程中的应用

莫伍玲，黄莉琦，卢素芬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白内障病区，广州 510060)

[摘　要]	 目的：探讨PDCA循环管理模式在优化白内障日间患者诊疗流程中的应用与成效。方法：选取中

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白内障病区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白内障日间患者400例作为试验

对象，选择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200例患者作为优化前组，选择实施PDCA循环管理模式后的

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的200例患者作为优化后组。统计并比较两组患者实施前后的术前检查时

长、住院时长、术后第1天复诊路径及患者满意度。结果：PDCA循环管理法实施了7个月后，患

者术前检查时长由优化前的(2.94±2.12) h降至(2.09±0.93) h，住院时长由优化前的(22.73±1.14) h 

降 至 ( 5 . 2 2 ± 1 . 2 9 )  h ， 差 异 均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 0 0 1 ) ； 患 者 满 意 度 由 优 化 前 的 9 2 % 上 升 至

96%(P<0.05)；术后第1天，患者复查所需行走的路径缩短，由以前的172 m降至129 m。结论：实

施PDCA循环管理模式能有效地改善白内障日间患者的诊疗流程，缩短患者诊疗时间，提高患者的

满意度，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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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Plan-Do-Check-Act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in 

optimizing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of cataract patients with daytime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40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daytime surgery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Cataract, Zhongshan Ophthalmic Center, 

Sun Yat-sen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8 to Dec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200 

patients from September 2018 to April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pre-optimization group, and 200 patients from 

May 2019 to December 2019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were selected as 

the post-optimization group. Time of preoperative examination,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the follow-up path in 

the first day after surger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ere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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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白内障是中

国最主要的致盲原因，其高发病率和低手术率是

中国较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 1 ]。手术是解决白

内障的根本治疗方法，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白

内障手术是解决这问题的有效方法。日间手术是

世界上公认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医疗模式有效地

缓解了医疗资源不足。2018年7月，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白内障病区迁址至珠江新城分院区，由

原来的白内障一区、二区合并成为1个只有8间日

间病房(120个日间床位)的大病区。面对着与日俱

增的手术需求量、有限的医疗资源，优化日间手

术患者诊疗流程、提高日间手术诊疗效率及患者

满意度是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P D C A 管理模式

是应用于管理的科学体系，通过计划 ( P l a n) 、实

施(D o)、检查(C h e c k)、处理(A c t i o n) 4个阶段的

管理，以达到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适用于不同

领域的组织管理 [ 2 ]。此模式通过不断循环对问题

进行分析、解决，从而达到管理目的 [ 3 ]。已有较

多研究 [4-6]证实：该方法也适用于医疗行业，可用

于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减少医疗差错。本研究将

P D C A 循环管理模式应用于白内障日间病房，有

效地优化了患者的诊疗流程，缩短了患者诊疗时

间，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取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白内障病区

2 0 1 8年 9月至2 0 1 9 年1 2 月收治的白内障日间患者

4 0 0 例作为试验对象。纳入标准： 1 ) 均符合白内

障手术指征的患者；2 )术前未发生呼吸道系统、

眼部急性炎症的感染； 3 ) 年龄 1 8 ~ 7 0 岁、有自主

能力的患者。排除标准：1 )存在运动功能障碍无

法正常行动、或因为矫正视力低于0 . 0 5的低视力

而行动缓慢的患者；2 )存在精神病、老年痴呆或

言 语 功 能 障 碍 ， 无 法 正 常 交 流 的 患 者 ； 3 ) 高 血

压 、 高 血 糖 不 能 控 制 在 安 全 范 围 内 的 患 者 。 选

择 2 0 1 8 年 9 月至 2 0 1 9 年4 月 2 0 0 例患者作为优化前

组，选择实施PDCA循环管理模式后的2019年5月

至2019年12月的200例患者作为优化后组。其中优

化前组男96例，女104例，年龄(62.04±9.34)岁；优

化后组男98例，女102例，年龄(61.77±8.59)岁。两

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优化前组患者实施常规诊疗模式，优化后组

实施运用PDCA循环法优化后的诊疗流程模式。

P D C A管理：1 )计划(P l a n)。由护士长、6名

护士组成PD CA管理小组，选定本次活动主题(优

化白内障日间患者的诊疗流程，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诊疗流程存在不必要耗

时 、 诊 疗 流 程 不 够 顺 畅 的 原 因 为 ： ① 白 内 障 术

前检查室各部门沟通欠协调；②患者未分时段报

到：上午新入院手术患者与术后第1天复查患者、

家属同时病房报到，电梯负荷大、病房环境拥挤

喧哗；③路径反复：术后患者从7楼手术室返回病

房休息半个小时离院，次日返1 3楼病房复查后再

到一楼办理出院手续；④人工手写劳作效率低：

病情记录、护理交班等记录都要靠人工手写，由

于白内障患者数量庞大，护理人员要花费大量的

时间在护理书写上。2)实施(Do)。在3楼白内障门

诊设预入院术前检查平台，平台医护人员负责开

检查单并与各部门间的联系沟通，减少患者术前

after implementation. Results: Seven month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the 

preoperative examination time decreased from (2.94±2.12) h to (2.09±0.93) h, and the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decreased from (22.73±1.14) h to (5.22±1.29) h,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01);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increased from 92% to 96% (P<0.05); the follow-up path in the first day after operation was 

changed from the 13th floor (172 m) to the 3rd floor (129 m).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DCA cycle 

management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rocess of cataract patients with daytime 

surgery, shorte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ime and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so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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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时间；对于术前检查结果异常者，平台工

作人员联系主管医生后并及时做出处理，减少患

者寻找医生的时间；根据患者的手术时间，分时

段合理安排患者的来院时间并限制陪人的数量；

在七楼手术室设立术后留观室，患者病情观察半

小时后护士即“实时”予办理出院手续(优化前组

的办理出院手续时间在次日复查后)、术后第1天

直接返回三楼门诊复诊等代替之前诊疗流程中的

重返1 3楼病房，减少了等候电梯的时间及病房环

境的拥挤问题；完善信息系统，护理电子病历的

运行真正做到了“把时间还给患者”，加快了患者

的运转率。3)检查(Check)：由护长及质量管理组

长定时检查，及时发现PDCA循环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4)处理(Action)。收集实施PDCA循环法7个月

后优化后组患者的预入院检查时间、术后第1天复

查路程、在院时间、患者满意度，总结本研究存在

的不足、经验，查找未解决的问题及新问题。

1.3  评价指标

运用数据采集表、手术麻醉系统、检验结果

系统统计优化流程前后200位日间手术患者的术前

检查时长、住院时长、术后第1天复诊路径。满意

度计算方法为：1=“满意”，2=“基本满意”，

3=“不太满意”，4=“不满意”，其中1~2为“达

标”，3~4为“未达标”。复诊路程=医院门口到

电梯口距离+楼高(楼层间距约3 m/层)+出电梯到

完成复诊的路径长度。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

资料以例(%)描述，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
描述，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PD CA循环法7个月后，患者术前检查时长由

优化前的(2.94±2.12) h降至(2.09±0.93) h，住院时

长由优化前的(22.73±1.14) h降至(5.22±1.29) h，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1)。患者满意度

由优化前的92%上升至96% (P<0.05，表2)；术后第

1天复诊路径由优化前的13楼复查(172 m)降至3楼复

查(129 m)。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日间手术量比

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日间手术量增长了1 704台，

增长率为13.32%。

表1 两组患者术前检查时长、住院时长的比较(n=200)

Table 1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examination time and length of hospital sta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200)

组别 术前检查时长/h 住院时长/h

对照组 2.94±2.12 22.73±1.14

实验组 2.09±0.93 5.22±1.29

t 5.22 99.56

P <0.001 <0.001

表2 两组满意度比较

Table 2 Satisfaction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满意/例 基本满意/例 不太满意/例 不满意 满意度/%

优化前组 137 47 13 3 92

优化后组 158 33 8 1 96

χ2 1.03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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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将 P D C A 管理系统应用于白内障日间手术患

者诊疗流程中，首先通过收集近段时间相关数据

信息、采用头脑风暴法分析白内障日间手术患者

诊疗过程中出现流程耗时、诊疗流程不够顺畅的

原因，然后从各个诊疗环节的时间、路径等方面

来优化诊疗过程。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P D C A 循

环法实施了7个月后，在不额外增加工作人员和工

作时间的情况下，2019年5月至2019年12月日间手

术量比2018年9月至2019年4月日间手术量增长了 
1 704台，增长率为13.32%；患者术前检查时长由

优化前的(2.79±0.81) h降至(2.08±0.92) h；患者住院

时长由优化前的(22.74±1.15) h降至(5.28±1.33) h；

患者满意度由优化前组的 9 1 % 上升至 9 6 % ；术后 
第1天复诊路径由优化前组13楼复查(172 m)降至 
3楼复查(129 m)，实现了对白内障患者诊疗流程的

优化和提高患者满意度、就医体验的目标。

PDCA循环管理模式计划、实施、检查、处理

4个阶段环环相扣，在循环、反馈中不断改进与提

高，来达到提高医疗质量的目标。在这过程中加

强了医护、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增强了团队

凝聚力。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加强质量控制

指标的规范性，制定突发情况下的应急方案，保

障医护人员有明确行动指南，获得更佳效果。在

优化流程实施过程中，由于日间手术人数明显增

加也带来的新问题即手术部位感染的预防和控制

以及出院病历回归及时率。这些问题将进入到下

一轮的PDCA循环医疗质量持续改进中。

综上所述，PDCA循环管理实现了医疗质量的

不断提高，缩短患者在院诊疗时间，加快了日间

患者周转率，有效缓解医疗资源短缺，值得临床

借鉴运用。但是在活动过程中，要定时检测及时

发现不足并修正，如方案实行的规范性。因此，

建议管理者能够将实际工作情况、工作特点与他

人经验相结合，以探索最适合的管理模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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