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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综述总结国内外护理风险预警信息化研究现状，分析其优势和不足。提出开发适用于我
国各医院的护理风险预警系统，既要借鉴国内外护理预警的常用模型和方法，又要注重选择恰当的数据处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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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护理风险是指医院内患者在护理过程中可能发

生的一切不安全事件［１］，如护理差错事故、护理投

诉事件、护理意外事件、病情恶化、并发症等［２］。

护理风险预警是指对护理服务的全过程实施动态监

测，对不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和预警，为医院预防风

险、解决风险提供依据［２］。因此，如何识别和筛选

已存在的或潜在的高风险患者，是护理风险预警的

重点。随着医院信息化的发展，利用信息化技术建

立预警方式，提高风险预警效率，引起了研究者的

关注。目前已有研究者结合数学建模方法和计算机

技术，建立了信息化预警系统。本文对国内外护理

风险预警的信息化研究与实践进行分析描述，旨在

为建立信息化风险预警系统提供参考。

２　国内外护理风险预警现状

２１　国内

２１１　基于德尔菲法［３］建立风险预警的指标体系

　每项指标设置不同的分级及对应分值，护理人员
为每项指标勾选相应的分级后，由计算机来统计得

分。如陈兰［１］、孙亚凌［４］采用德尔菲法，筛选可用

于日常病人评估的指标体系，建立了护理预警系

统。这种建立在护理人员对病人评估基础上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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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虽然有助于病人管理，但是无法监测病人病

情的转归，不能及时预测病情恶化及并发症。

２１２　将传统的纸质评估量表软件化　由护理人员

对病人做评估，评估分值直接录入计算机［５－６］，当评

估分值达到预警阈值时，予以提醒。评估内容通常包

括压疮、管道滑脱、跌倒／坠床、疼痛等内容，如陈

永琴［５］、诸海燕［６］建立的预警系统。软件化的评估

量表操作简单、使用方便，能减少压疮、管道滑脱、

跌倒等不良事件发生率。但是，这种预警系统并非基

于临床数据自动统计分析，当临床数据有变化时，预

警系统不能及时更新，所以预警的时效性较差，而且

同样也无法预测病情恶化及并发症。

２１３　将软件化的评估量表与风险筛选工具相结合

　吴茜等［２］建立的护理风险预警预控体系不仅包括

软件化的评估量表，也包括国外应用较多的改良早期

预警评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ＭＥＷＳ），

可以早期识别生理异常信号，对患者危重程度做出预

警，以提高应对高危患者风险的能力。

综上所述，国内各医院采用信息化护理风险预警

系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护理风险的识别和风险预警

效率，降低了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率。但是，国内大多

数医院建立的预警系统并非建立在病人现有临床数据

的统计分析基础上，对护理人员的依赖性较大，自动

化程度较低，数据采集效率低。因此，预警系统需要

进一步改进。

２２　国外

２２１　早期预警评分　基于早期预警评分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ＥＷＳ）制定修订版早期预警评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ＭＥＷＳ）。ＥＷＳ诞生

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英国医疗机构提出并发展，用

于早期识别危重病患者，及时进行合理治疗干预［７］。

ＥＷＳ获取病人的心率、收缩压、呼吸频率、体温和

意识状态５个方面的指标并进行评分，最后将５个方

面的得分相加即为ＥＷＳ总分，一旦分值达到一定标

准即触发预警功能，护理人员根据不同预警水平采取

相应干预措施［８］。随后，有研究者修订评分范围，

也有研究者结合医院和科室特定情况，添加其他指

标，如尿量、血氧饱和度及疼痛等。ＭＥＷＳ与其他常

用评分工具相比，具有简单易行，受条件、设备、时

间等限制较少的优点［９］。然而，ＥＷＳ和ＭＥＷＳ多用

于监测重症患者［１０－１１］，在应用于普通病房患者时，

误报率较高。Ｇｏｌｄｈｉｌｌ等［１１］通过改进ＥＷＳ预警阈值，

将其应用于普通住院病人。然而，其误报率仍然较

高，原因是ＥＷＳ监测参数较少，且不包含护士评估

及检查检验结果。

２２２　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选变量法　

ＫｒｉＫｌａｎｄ等［１２］采集普通病房住院患者的临床指标，

基于统计学原理，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验证与病情恶
化具有明显相关性的临床指标。分析结果表明，休克

指数、呼吸率、血氧饱和度、压疮评分与病情恶化之

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最后建立回归方程，计算病人

的风险指数。但是该研究纳入的变量较少，且样本只

采集内科病人，是否适用于其他科室病人，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２２３　基于电子病历系统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Ｍｅｄｉ

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ＥＭＲ）的病人综合评分法　无论

ＥＷＳ预警还是回归模型，监测指标少，临床数据不

全面，往往只用于监测特定病人，不具有通用性［１３］。

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ｏｔｈｍａｎ等建立的 ＲｏｔｈｍａｎＩｎｄｅｘ（ＲＩ）模

型提供了可适用于大部分住院患者的综合评估方法，

而不再是针对某一特定病人和特定事件［１４－１５］。ＲＩ筛

选ＥＭＲ中与病人风险有明显相关性的２６个变量，分

别来自临床护理观察、床旁统计数据、检验检查数

据、护理评估［１６］。模型输入为２６个临床变量数据，

经方程计算，输出一个≤１００的数值，作为病人风险

值，从而量化病人风险程度。目前，该系统已经在美

国多家医院得到应用［１７］。ＲＩ反应病人的身体综合状

态，有助于术前评估、提高不良事件的应对能力以及

医疗成本利用率［１６］。Ｄｕｎｃａｎ等［１８］的一项关于 ＥＷＳ

与ＲＩ的对比研究证明，ＲＩ的预测效果优于ＥＷＳ。ＲＩ

模型涵盖的病人指标较为全面，评估结果更客观；ＲＩ
数据均来自ＥＭＲ，当ＥＭＲ有更新时，ＲＩ也能实时更

新。但是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１９］建立的ＲＩ模型并不包含产科、

精神科和儿科数据，因此ＲＩ模型是否适用于以上科

室，需要单独验证。此外，国内护士评估方式与国外

有差异，该方法是否适用于我国医院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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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启示与展望

３１　启示

首先，建立信息化的风险预警系统要选择合适的

指标体系。借鉴国内外常用的德尔菲法、回归分析法

筛选出与病人病情转归相关的指标。其次，建立信息

化的风险预警系统要有恰当的数据处理方式，设置预

警阈值。合理的数学模型和预警阈值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预警系统的有效性［３］；最后，建立信息化风险

预警系统，应当以临床数据为基础，具有自动采集、

分析数据的功能，当临床数据有更新时，预警系统也

能实时更新。

３２　展望

将信息技术应用于护理风险预警，可以提高护士

工作效率，减轻护理负担。同时，信息化的护理风险

预警还可以用来识别潜在的高风险患者，及早采取护

理应对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为患者提供更加准

确、安全、便捷的优质护理服务［２０］。此外，随着移

动医疗的发展，可以将护理预警系统应用于手持无线

设备，有利于病人信息的及时获取，便于护理操作，

节省护士时间，从而提高护理风险的应对能力。

４　结语

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护理风险预警系统是充分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医院信息资源而建立起来的预警系

统。信息化的护理预警系统有利于减轻护士负担、保

障患者安全，有效避免护理差错和不良事件的发生，

从而全面提高护理服务质量，进而提高医院的医疗和

管理水平。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医疗水平参差

不齐，因此需要根据医院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护理

预警模型和方法，开发适用于本院的、具有较高预警

效率的信息化护理风险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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