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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患者十大安全目标（2019 版）第一条即正确识别患者身份，

《腕带标识制度》中腕带是识别患者身份的重要标识，是实现

有效核对的重要依据 [1]。患者身份确认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

动中对患者身份进行查对、核实以及确保正确的治疗用于正确

的患者过程。住院识别腕带是笔者所在医院患者身份识别重要

的方法，是减少医疗安全不良事件，保障患者安全的基础。在

临床工作中，腕带的正确佩戴使用率不容乐观，针对这一现象

笔者所在科室应用 PDCA 方法进行持续改进，效果显著。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科室 2020 年 6 月 ~11 月收治所有住院患

者 580 例，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284 例，平均年龄

42 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97%；观察组 296 例，平均

年龄 45 岁，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95%。

2.2 方法
580 例住院患者中 2020 年 6~8 月住院患者设为对照组，

9~11 月住院患者设为观察组。对照组常规入院时宣教并佩

戴腕带，观察组应用 PDCA 方法不定时宣教，督促落实腕

带执行。比较应用 PDCA 方法前后住院患者腕带使用率 [2]。

3 结果
对 照 组 6 月、7 月、8 月 腕 带 佩 戴 使 用 率 为 75%、

80.6%、86.6%；应用 PDCA 方法后 9 月、10 月、11 月腕带

佩戴使用率为 80%、95.6%、100%。P ＜ 0.05 比较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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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腕带使用率比较

组别
腕带使用 
总例数

合格例数 不合格例数 合格率

对照组 284 284 284 213 229 246 71 55 38 75 80.6 86.6

观察组 296 286 296 237 283 296 59 13 0 80 95.6 100

注：P ＜ 0.05 比较有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PDCA 干预方法
4.1 PDCA 循环

PDCA 循环是开展所有质量活动科学方法，改进与解决

质量问题，在质量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应用 PDCA 循环

是持续质量改进的基本方法。首先成立 PDCA 小组，明确

现状进行要因分析。针对 6~8 月住院患者腕带使用率现状

进行分析，并对腕带使用率低进行要因分析。详见表 2、表 3。

表 2 腕带使用要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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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腕带使用现状

检查项目 次数 百分比

患者不了解腕带作用 14 32.6%

护士未使用腕带核对 12 60.5%

患者无腕带 6 74.4%

字迹模糊、潦草、漏项 5 86.1%

腕带过松、过紧 4 95.3%

腕带卷边、脱落 2 100%

4.2 PDCA 方法
Plan—计划：科室积极讨论，针对腕带佩戴、正确使

用率低的原因制定相应对策。同时加强 2019 版患者十大安

全目标中正确识别患者身份及腕带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制

度学习，加强风险意识，制定目标 [3]。

DO—实施：新入院病人宣教腕带重要性，临床护理

中责任护士再次告知腕带佩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操作中护

士严格执行查对制度及落实执行手术查对制度，勤观察，制

定查检表每班查看，及时检查腕带是否正确完好并进行评估

记录，必要时及时更换新的手腕。

Check—确认：2019 年 10 月 27~30 日检查住院患者

腕带使用情况，腕带使用总数 62 人，正确使用数 62 人，不

正确使用数 0，正确使用率 100%。

Act—处置：形成了标准化腕带规范使用管理流程：评

估患者，正确书写、佩戴腕带→宣教腕带身份识别重要性→ 

每天检查腕带佩戴情况，及时更换，反复宣教→操作中严格

执行身份核查→出院时腕带按医疗废物处置。

通过 PDCA 持续改进提高了腕带佩戴率及核查率，提

升了护理安全及满意度。

5 结语
第一，2019 患者十大安全目标中将准确核对患者身份

列为患者安全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级综合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也将确立查对制度，识

别患者身份写在患者安全之首。由此可见，患者身份识别是

医院保障患者安全的重要手段。由此提高患者佩戴腕带依从

性尤显重要。本次活动通过 PDCA 方式明显提高患者腕带

佩戴使用率，达到较好效果。

第二，PDCA 又称戴明环，通过计划、实施、检验、行

动等四个环节，发现现存问题，科学安排工作内容，使各项

工作顺利开展，并及时检验改进效果，最后达成标准化内容，

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的管理领域，提高管理质量及管理效

能。本次活动规范了手腕带佩戴，提高了护士操作规范性。

使责护工作形成制度化、规范化。

第三，通过本次活动提高了患者对腕带相关知识的了解，

增强了患者自我保护意识、提高了医护人员对腕带的认识。

使腕带真正成为患者的又一安全屏障，降低护理安全风险。

同时，提高了患者对医疗护理的信任感和满意度，提高了护

士长的管理能力，也调动了护士主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强

化了工作责任心，提高了护士业务素质，增强了科室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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