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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管理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完善的病案资料
可记录患者的诊治信息,进而提高医院的工作效率。尤其在发
生医疗纠纷时,病案管理可为其提供诊治依据。 尤其近年来,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各种医疗政策不断出台,对医院病
案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PDCA循环最先由美国管理学者戴
明提出,以计划、执行、检查、处理的程序来进行管理[1]。 将其应
用于病案管理中,可取得较为满意的护理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2月本院收治的 98名住院

患者为研究组, 选取 2018年 2月 2019年 2月本院收治的 98
名住院患者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自愿参与此次研究;临床资
料完整。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整;不愿配合检查者;精神疾
病者。 其基本资料如下表 1所示,具有可比性(P >0.05)。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管理。
研究组:给予 PDCA管理。具体管理方法:(1)计划。分析

病案管理存在的问题,确定管理目标及拟定对策。 当前,病案
管理存在以下问题:未及时上交病案,病案首页存在缺陷,病
历内容不完善, 未及时返修终末病历, 无法及时更新病案数
据。 追究其原因,主要是有的医护人员不重视病案管理,且书
写能力较低,缺乏完善的病案管理奖惩制,加上病案管理人员
的编码能力相对较差等。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确定病案管理
目标,包括详细的病案管理内容、首页完成、医生诊断及操作
准确、书写规范、编码人员具备一定的业务编码能力、及时上
报质控数据。(2)执行。根据当前病案管理存在的问题,拟定对
应政策并执行。 首先,提高病案上交率。 根据当前医院复审要
求,完善相关的管理规章制度,对于不按时上交病案的,每次
处罚 50元,拖延一天加罚 1元。 根据相关规定完成病案的编
写,定期检查,督促临床医师完成书写,并及时签字归档。及时
催缴病案,做到日清月结。借助当前信息技术,建立电子病历,
完善病案首页录入程序, 设置强制要求临床医师填写完整病
案,并增加逻辑判断能力,提高病案管理的准确性。其次,完善
病案检查制。每年举办 1次病案质量评比,由科室选送参赛病
案。 根据制度规定,检查全院所有归档病案。 病案质量评比由
病案委员会每月抽取各个科室的病案进行评分,并进行汇总,
对于优秀的病案给予奖励。最后,提高病案管理人员的编码水
平。 制定编码学习培训计划,利用晨会交班的时间来学习,并
采用问卷答题的方式来考核管理人员的学习效果。 分批将编

码人员送出去学习,取得编码资格证书。 随时咨询专家,学习
疑难编码。 将 18种重点疾病、手术编码整理成册,定期进行学
习及检查,提高病案管理水平。 (3)检查。每月定期检查各个科
室的病案上交率、数据上报情况及疾病编码能力,严格审核病
案质量, 尤其是大力监测不达标的科室, 并按照既定计划执
行。 (4)处理。每月定期开展病案管理分析会,认真分析病案管
理过程中的问题及不足,查找隐患,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
推动下一个循环。

1.3观察指标
观察及比较两组病案返修率、病案质量完善率、投诉率。
1.4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 以 P <0.05表明数据与数

据之间有显著差异。
2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病案返修率、投诉率更低,病案质

量完善率更高(P <0.05),详见表 2所示。
表 2 两组病案返修率、病案质量完善率、投诉率比较(%)

3讨论
PDCA是当前新型管理方式,将管理、计划、执行及检查

等融为一体,明确病案管理人员岗位职责,为病案管理工作的
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进而促进规范化管理[2]。 在病案管理
中,采用 PDCA循环,可将病案管理看成 PDCA循环圈,分析
病案管理存在的问题,提出管理目标,明确管理重点。 根据确
定的目标及管理重点,实施具体的病案管理方法,提出相应的
改进计划,形成不断的质量循环,降低病案管理成本。 此次调
查显示,研究组病案返修率、投诉率低于对照组,研究组病案
质量完善率高于对照组,与相关文献报道相一致[3]。 此次研究
充分说明病案管理中采用 PDCA循环管理, 可提高病案管理
效率。

综上所述,PDCA循环管理用于病案管理,可取得较为满
意的效果,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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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病案管理中 PDCA循环的运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0年 2月至 2021年 2月本院收治的 98名住院患者为
研究对象,作为研究组,病案管理中应用 PDCA循环;选取 2018年 2月至 2019年 2月本院收治的 98名住院患者为对照组,病
案管理中未应用 PDCA循环,比较两组应用效果。结果:研究组患者病案返修率、病案质量完善率、投诉率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
差异(P <0.05)。 结论:PDCA循环模式用于病案管理中,可提高病案质量完善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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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男性/女性 平均年龄（岁）

对照组（n=98) 46/52 47.89±4.11
研究组（n=98) 48/50 47.92±4.54

χ2 0.145 0.178
P 0.067 0.197

组别 病案返修率 病案质量完善率 投诉率

对照组（n=98) 18（18.37） 74（75.51） 15（15.31）
研究组（n=98) 6（6.12） 94（95.92） 3（3.06）

χ2 9.762 10.982 11.143
P 0.015 0.043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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