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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理论在儿童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概述

摘 要：阐述PDCA循环理论的概念和内涵，概述我国现阶段PDCA循环理论在儿童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效

果，分析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未来研究方向，为今后的PDCA循环理论在儿童支气管哮喘护理工作中的应

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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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儿科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由多种
细胞参与的一种以慢性气道炎症。这种炎症当受
到物理、化学、生物因素刺激后引起气道高反应，从
而出现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气促、胸闷等症状，
多在夜间和凌晨发作或加剧，具有反复性，呼吸道
症状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可因时间不同而
变化，并常伴有可变的呼气气流受限[1]。随着近年
来生活环境及生活习惯等的改变，从全球范围来
看，包括哮喘在内的多种变应性疾病的患病率呈明
显上升趋势。我国开展的儿童哮喘患病率调查结
果也表明我国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在逐年上升[2,3]。

儿童支气管哮喘已成为儿科护理的重要研究方
向。PDCA循环以其积极的应用价值和实践效果，
已被证明是一种科学高效的管理手段。近年来,
PDCA循环理论运用于儿童支气管哮喘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现就PDCA循环健康教育应用于儿童支气
管哮喘予以综述。

1 PDCA循环理论概述

PDCA循环理论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提出
的广泛用于质量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循环理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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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4,5]，现已成为护理管理的基本方法，以计划
（plan）、实施（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的基本
方式进行不断的循环，此四个内容环环相扣，螺旋
上升，将每次循环都会提升到另一个新的高度。
PDCA循环在护理质量管理工作中应用在国外已较
为成熟，对护理质量的提升较为明显[6~10]。PDCA循
环理论作为一种通过遵循质量管理活动规律不断
提高管理质量的循环程序，被广泛应用于健康教
育、慢性病管理等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2 PDCA循环的基本内容

2.1 计划（P）

包括个4个步骤，对病人进行全面评估，开展访
谈了解情况，进行原因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和计划。
2.2 实施（D）

根据既定的对策计划和实施方案予以实施。
2.3 检查（C）

定期评估计划执行情况，检查发现计划执行过
程中的问题。
2.4 处理（A）

共包含2个步骤，对执行好的行为给予肯定，增
强主动性；对发现的执行不好的问题，及时查找分
析原因，作为下一个循环干预的重点。

3 PDCA循环理论在儿童支气管哮喘中的应用

3.1 病人的满意度及护理工作质量

李丽雪[11]对86例哮喘患儿运用PDCA循环进行
护理干预，观察小儿哮喘护理质量及家长满意度的
影响，实验结果显示试验组的各项护理质量评分均
明显高于参照组，试验组家长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参照组，PDCA循环护理干预的实施效果
较好。刘庆兰[12]对 600例儿科住院病人进行PDCA
循环管理，结果显示实验组患儿护理质量评分、家
属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徐红贞等[13]运用
PDCA循环护理干预对小儿哮喘护理质量及家长满
意度的研究，运用循环理论实施哮喘健康教育的效
果和患儿家长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相关研
究显示，实施PDCA循环护理对提高患儿及家长满
意度有积极效果。
3.2 病人生活质量

易碧兰等[14]通过对110例门诊支气管哮喘病人
进行PDCA循环健康教育，观察治疗效果中发现试
验组病人的总体健康、生理指标、精神健康等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曹笑霄、陈丽等[15]将 PDCA循环管
理运用于哮喘吸入治疗的病人，得出在PDCA循环
管理的干预下，更加促进了小儿哮喘雾化吸入治疗
统、规范化，增强了护理人员的责任心和团队协作
能力，哮喘病人对于药物治疗的依从性提高，病人
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张文、黄爱萍等[16]对哮喘患儿
雾化吸入治疗中，运用PDCA循环强化护理干预，同
样有效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相关研究证实，对
支气管哮喘病人实施PDCA循环护理干预可增强护
理效果、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3.3 护理效果和治疗依从性

戴晴霞[17]对56例支气管哮喘病人进行研究，密
切观察病人的生命体征和情绪变化，指导病人进行
适当运动，进而提高了护理效果。李丽红[18]对支气
管哮喘病人实施基于PDCA循环的护理干预，得出
的结论反映，在治疗哮喘中西医护理流程再造PD-
CA循环管理模式，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加强环节质
量控制，提高了护理工作效率，保证了护理医疗安
全，实现了护理质量和病人、家属、护士满意度的整
体提高。相关研究证实，PDCA循环模式可改善哮
喘病人的生存质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对于提升
护理效果、提高治疗依从性有积极作用。
3.4 健康教育的有效性

张冉等[19]运用PDCA循环的干预模式，通过播
放视频、开展讲座的方法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健康
宣教，在实施过程中进行评估不断调整方案，调动
病人积极性，从而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提高病人
对疾病知识的认知度。郑美凤[20]将233例哮喘病人
分为对照组、试验组，分别给予传统健康教育和
PDCA循环健康教育，观察健康教育疗效和满意度，
结果显示试验组满意度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
PDCA循环健康教育对提高健康教育疗效和患儿家
长的满意度有积极意义。李珍芬、刘杏丰等[21]将
PDCA护理管理应用于100例哮喘患儿，试验组患儿
的治疗依从性评分、疗效明显及家长的健康知识的
认知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相关研究证实，PDCA
循环健康教育相比于传统健康教育，能够及时调整
方案、针对性更强，能有效提高哮喘患儿及家长对
疾病的认知度。

4 小结

PDCA循环理论是一种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
的科学管理方法,适用于护理管理的各个环节。其
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的单调枯燥循环,而是一种
复杂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每循环一次，都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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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循环暴露出问题，通过不断修正计划，在更
高基础上的循环,进而使问题得到解决,推动护理质
量进一步提高。

小儿哮喘是常见的儿科呼吸道疾病，由于常反
复发作，难以根治，严重影响了患儿的身心健康，给
患儿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22,23]。
PDCA循环运用于儿童支气管哮喘，取得了以下四
个方面的积极效果。（1）PDCA循环理论应用于哮喘
患儿临床护理，可有效提高了患儿家属满意度和护
理工作质量；（2）支气管哮喘病人运用该理论进行
护理干预，可改善气道功能，减少炎症的发生，有效
提高生活质量；（3）支气管哮喘中PDCA循环的干预
模式，可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有利于
提高护理效果和治疗依从性；（4）运用PDCA循环对
小儿哮喘病人实施健康教育，可保证护患双方之间
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对提高健康教育效果有积极的
促进效果,值得广泛应用和推广。

目前，PDCA循环运用于儿童支气管哮喘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包括（1）目
前的研究多集中为横向研究,对是否应用效果的对
比的纵向研究还有欠缺；（2）多数研究在计划阶段并
未充分考虑病人个体的差异性，在突出制定计划的
个性化和针对性方面尚有不足；（3）对于循环整改提
升的有效性评估不足，循环是否得到螺旋式上升的
提升上不明确；（4）护理人员运用PDCA循环理论提
升业务能力和护理质量的自觉性不强，尚需进一步
加强理论运用的教育和培训。以上这些问题和不足
需要引起重视，并作为下一阶段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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