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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现状及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加快护理信息化系统建设的建议，包
括构建护理质量控制信息系统、深度整理及有效利用护理过程数据、加强信息化建设地区间协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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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护理是医院服务中的重要环节，护理质量关

系着整个医院的医疗服务水平。随着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护理信息呈暴发式增长，然而目前护理

信息化平台仍功能单一，并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资

源。护理信息化建设是提高护理质量的关键手

段，探究如何将大数据和护理信息有机结合，加

强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本研究以

持续提高护理质量为目标导向，通过分析当前医

院护理质量信息系统建设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

提出加快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的建议，提升护理

质量［１－４］。

２　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发展历程

我国护理信息化发展经历４个阶段，见表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护理信息系统仅用来处理简单的收
缴费和挂号。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涵盖医嘱处
理、住院部床位管理、病区护理和计费管理等护

理工作内容的大型一体化信息化体系逐步在各大

医院普及。２００２年后移动护理系统迅速推广，护
理管理和数据采集等护理工作全部实现智能化。

２０１２年以来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医疗护理走
向使用大数据来提高质量的方向，通过大数据采

集和分析，深度挖掘患者信息，科学合理配置人

力资源，提升管理效率和护理质量。２０１８年７月
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

医院信息化状况调查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报告中，
有效样本量为 ４８４份，属于护理信息系统范畴的
住院护士站系统、医嘱处理系统实施比例分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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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４２３６％、３９６％，见表２。

表１　我国护理信息化发展历程

时期 系统类型 核心功能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历程单一信息系统 处理简单的收缴费和挂号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大型一体化信息化系统 医嘱处理、住院部床位管理、病区护理和计费管理等护理工作

２００２年后 移动护理信息系统 医嘱管理系统、给药系统、生命监测系统、护理物品管理系统、护理质量控制系统等护

理工作和数据采集工作

２０１２年以来 大数据护理信息平台 护理工作、数据采集工作及标准化数据库、数据共享

表２　护理信息系统实施情况

项目
已实施 准备建 无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数量 百分比 （％）

住院护士工作站系统 ２０５ ４２３６ ５ １０３ ２７４ ５６６１

医嘱处理系统　　　 １９０ ３９６ １４ ２８９ ２８０ ５７８５

３　医院护理信息化面临的问题

３１　护理信息数据库未形成规模

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护理质量信息系

统建设已成为医院护理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构成

部分，然而大部分医院在数据整理方式上还比较

传统，未形成数据库。当前我国大部分医疗机构

护理信息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护理质量相

关数据收集与整合方面相对落后，很多地方没有

建立统一的护理质量数据平台，无法实现数据整

合利用。美国十分重视护理服务信息系统建设，

构建标准化尿失禁护理信息系统，收录１８所护理

院总计４２６例尿失禁患者数据，建立护理质量信

息指标系统［５］。国内护理信息数据库还未形成规

模，相关养老护理机构参与较少，缺少整体性，不

利于护理信息化建设。

３２　护理信息化建设与大数据技术结合不足

当前护理服务数据迅速增长，国内各医院对数

据利用不足，数据往往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护理信

息化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对护理数据处理与

利用仍然只是表层，没有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相应

整合，不能为护理管理者提供决策信息和帮助［６］。

大数据技术未能较好地应用于护理质量信息库建

设，信息收集与处理水平比较落后，无法开发出适

应当前医疗管理体系的护理质量管理系统，相关大数

据技术也很难运用到护理质量信息化建设中。要提高

护理质量，应充分利用信息化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数

据收集及时性和精确性，将质量评价标准纳入信息化

平台，建立以数据为基础的质量监控模式，护理管

理者可通过数据挖掘、可视化、人工智能等大数据

分析技术使护理质量管理流程更加科学化，建立护

理质量监测、检查、追踪、持续提升机制。

３３　地区间合作不足

国内各大医院护理质量指标缺乏统一标准，已

有指标间差距明显。总的来说国内护理服务信息化

建设虽发展迅速，但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护理服务质

量指标信息系统。此外由于不良事件上报等系统大

多仅限于医院内部使用，国内没有统一的不良事件

上报系统，信息碎片化导致无法实现区域整合。值

得注意的是目前护理质量信息系统主要是各大医疗

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合作开发，系统设计无统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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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开发重点也不同，其功能和应用范围较为局

限，存在许多地方医院重复开发的现象，导致人

力、财力浪费，同时无法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

用。因此应尝试建立与应用区域协同信息化护理质

量信息上报、公示和预防模块，实现区域内护理质

量信息资源共享与协同合作。

４　对医院护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建议

４１　引入护理质量控制信息系统

系统可包括质量指标设置、数据收集及整合

分析模块，依托现有医院护理信息系统，引入质

量控制信息系统。首先设定指标，其次通过现场

采集与信息数据库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最后通

过护理信息系统自动实现大数据归类、分析。在

医院不同病区配备移动终端设备，医护人员通过

账号登录，可查看病区护理质量检查记录。护理

质量监控人员还可查看监控任务和设置新的护理

任务。分配任务后，系统自动将信息发送至护理

服务人员，提醒其按时完成护理任务。同时护理

质量监控人员可随时查看工作进度或者手持移动

终端设备到病房进行检查，按照考核标准将发现

的问题及时录入、保存和上传，实现护理信息的

闭环管理。该信息化闭环管理是以特定输出信号

为基准，每一环节输出都与其匹配，检查各项操

作正确与否，从而细化执行过程、提高精确性［６］。

通过质量控制系统护理人员收到问题反馈后可及

时给出相应解决措施，持续跟进，实现动态检测，

提升护理质量。同时可自动生成各类图表，准确

展示护理质量指标变化趋势。总之质量信息控制

系统很大程度地降低护理质量监控成本，提升护

理工作效率，实现护理工作信息化。

４２　对护理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及有效利用

收集护理质量数据并存入数据库，将所有数据

整合，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一步挖掘，通过对

海量、丰富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到有效信息，

从而对护理工作起到借鉴作用，如预测患者状况、

节省医疗成本、实现患者个体化和精确护理等。目

前精准护理成为护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是护理人

员对患者病情进行综合衡量，对于不同患者病情及

相应症状及时给予规范准确的护理措施。通过做好

治疗前的准备以及治疗后的护理康复实践提高治疗

效果和护理工作质量［７］。以护理信息数据为主要依

据，发现护理中出现问题的规律，规避风险因素，

采取个性化和精确护理方式，提升护理质量。此外

护理人员通过将大量临床护理信息数据化、标准

化，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得到有效信息并转化为知识

用于指导临床护理活动，还可以对群体性的疾病发

生、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和预测。通过对零散数据的

整合和处理、加工，建立护理质量指标信息大数据

平台，开展护理方面相关研究，对护理问题进行更

深层次的分析。

４３　加强信息化建设地区间协作

首先建立地区间信息上传管理制度，加强护理

质量信息数据上传，地区间合作建立统一数据库，

对汇总的数据加以利用。其次建立统一的护理质量

指标评价体系，对信息资源利用、开发起到一定指

导作用。地区间协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并完善护理

信息化系统，进一步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应充分利

用大数据技术构建护理数据资源管理与利用一体化

平台。此外应加强网络安全，采取专门防范患者信

息泄露的网络安全措施，加强护理信息系统安全以

及信息保护，尤其是注重保护患者个人隐私。医院

还应保障护理数据的多元化采集、知识化处理、主

题化汇聚、集约化管理，提高护理管理数据资源的

整合度和利用率，实现医院护理管理现代化、智慧

化［８］。

５　结语

在护理质量管理中进一步融合信息技术是当今

趋势，护理信息化系统可以对护理工作进行动态监

测，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护理质

（下转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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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通过测评结果对教学模式进行针对性改进，提

升医学生数据素养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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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构建护理质量控制数据库对于持续提升

护理质量、提高各医疗机构护理管理水平、实现

新型医疗的社会服务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信

息化技术将所有护理数据进行收集、整合，实现

数据信息资源共享，为相关研究开展提供数据支

持。本文分析医院护理信息化建设现状及面临的

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我国医院护理信

息化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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