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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静脉输液是临床医疗中一种常见+ 有效+ 安全

的治疗手段! 在进行静脉输液的过程中医护人员需

要根据输注的药物和患者的病情对进度进行实时监

控% 我国年人均输液量巨大! 输液安全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大多数医院仍普遍采用人工方式进行液体

监控! 护士由于工作繁忙! 液体滴速+ 余量等监测

工作主要由患者或家属负责! 但是对于视力缺陷+

无人陪护+ 自理能力差等特殊类型的患者来说则对

护士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旦发生滴速过快或过慢以

及输液结束时没有及时换瓶或拔针将直接影响患者

的身心健康! 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医疗安全事故!

使医院的社会效益受到影响-* '".

% 因此如何提高护

士的工作效率! 提升输液治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一

直是公认的难题! 困扰着医护人员+ 患者和家属%

随着医疗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移动医疗信

息平台已成为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点! 通过建设基

于物联网的智能输液监测系统! 实现医院信息系统

(V;07/:8CU1?;9@8:/;1 gF0:6@! VUg* 向住院输液管理

的扩展和数据交换! 系统智能报警提醒功能可以将

护理人员从繁琐事务中解脱出来! 将更多时间用于

患者的直接护理! 既增强输液的安全性! 又提高医

院信息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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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整体架构

系统以无线网络和智能感应技术组成的物联

网为基础! 由输液监测器+ 传输感应器+ 输液监

测分析服务器以及各种终端等组成! 输液监测器

通过重力检测实时获取输液数据! 利用无线或蓝

牙方式将采集到的数据传输到感应器! 传输感应

器再经由有线或无线网络传输数据至输液监测分

析服务器! 服务器对输液监测数据进行智能分析

和处理! 所有处理后的数据与 VUg 等进行对接+

融合! 最终将监测的输液数据实时显示到客户端!

如临床移动终端 T[)+ 工作站 TG端及科室的液晶

显示屏! 在保证输液安全的同时提高护理工作效

率! 提升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 系统整体架构!

见图 *%

图!"智能输液监测系统整体架构

#$#"工作模式

病房每张床位安装 * 个输液监测器! 监测器下

方吊挂输液容器$ 每个病房安装 * 个传输感应器!

接收监测器发送的各种输液参数! 如开始输液时

间+ 输液速度+ 剩余液体所需输液时间! 动态显示

容器内液位变化! 监测输液过程中故障! 在输液异

常或快结束时自动发出报警提示等-$.

% 同时输液监

测系统对接VUg和移动护理系统! 能够自动获取患

者及医嘱信息! 通过扫描患者条码及医嘱条码定位

患者及药物!从医嘱开立到其审核+配液核对+输

液核对+ 巡视+ 输完拔针! 实时监控住院部输液整

个过程%

#$%"液量检测方式对比

目前市面上的智能输液系统大多采用红外检测

和重力检测两种方式对液体进行实时监测! 各有优

劣% 具体对比! 见图 "% 本研究采用重力检测方式

进行系统设计%

图#"红外检测与重力检测对比

#$&"系统具体结构

一是 $ 层结构! 模型 '视图 '控制器 (S;<6C

'W/6H'G;1:9;CC69! SWG* 方式的 $ 层结构设计!

保证系统灵活高效% 二是兼容性! 跨平台设计! 兼

容多种关系数据库! 适应客户的软硬件环境% 三是

高性能! 采用数据库连接池! 通过\8D8数据库连接

(\8D8[8:8X806G;116>:/D/:F! \[XG* 技术访问数据

库! 满足频繁访问需求% 多处采用缓存技术! 提高

系统整体性能% 四是浏览器-服务器 (X9;H069-g69DJ

69! X-g* 结构! 方便不同的展示终端使用! 方便

管理员维护% 五是扩展性! 采用核心功能独立封

装! 提供对内对外的系统接口! 便于系统独立使用

或与第 $ 方系统集成使用% 六是可配置! 采用数据

库+ 文件+ 功能选项配置! 分别可以在系统启动前

后完成%

%"系统功能

%$!"概述

该系统在充分结合医院业务+医疗流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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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以保障患者治疗过程的安全性+ 有效降低医护

人员工作强度和提高工作效率为目的! 应用智慧医

疗理念! 设计出 *M 项功能%

%$#"患者管理

系统支持添加和取消关注! 方便护士对特定患

者群体进行管理%

%$%"患者信息

可查看患者住院信息! 对过敏药物等重要信息

会高亮显示! 对护士进行警示和提醒%

%$&"医嘱管理

通过医嘱单可实时查看当前关注和全科患者的

医嘱情况! 可根据医嘱类别和状态进行智能过滤!

可快速切换患者%

%$'"配液管理

可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进行备药+ 审核和配液核对

并根据医院配液中心或科室配液的要求进行配置! 审

核可选! 见图 $% 核对时扫描药物条码! 实时记录核

对执行护士姓名和执行时间! 方便责任追溯%

图%"备药# 审核# 配液

%$("皮试管理

按照三甲评审标准要求进行皮试执行和结果录

入! 严格执行双人核对! 可用第 " 人或上级护士的

用户名+ 密码! 或使用其指纹进行双核对% 皮试结

果为阳性的! 医嘱废止! 阴性则继续输液% 皮试过

程中提供拍照功能! 客观记录皮试情况! 方便责任

追溯和医疗举证%

%$+"输液核对

扫描患者条码进行患者身份确认! 扫描输液

袋或瓶签条码进行药物和患者核对! 核对匹配则

医嘱执行成功$ 核对不匹配系统发出警示! 提醒

护士重新进行核对% 支持任意页面和任意顺序扫

描核对%

%$-"输液监测

移动端输液巡视页面显示当前正在进行的所有

患者基本情况和输液情况% 扫描患者和对应的正在

进行的输液袋条码! 系统自动回传滴速和剩余液

量! 记录巡视人及时间% 还可查看当前绑定的输液

监测器信息! 如设备详情和报警设置等! 设置可修

改% 输液滴速和剩余液量若超出预警范围系统自动

提醒! 警示医护人员及时处理% 同时 TG端或液晶

大屏实时显示系统监测到的输液数据! 包括床位

号+ 总重量+ 已输液重量+ 剩余重量+ 已输液时

间+ 输液滴速! 已进行输液百分比状态等% 输液状

态包括全部+ 输液中+ 输液暂停+ 输液中止+ 未输

液等% 输液中止+ 输液量低于警戒值+ 滴速超过设

定值时! 系统页面进行颜色+ 声音和闪烁报警% 系

统支持查看具体床位的输液详情% 输液药物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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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量曲线+ 滴速变化等用明显的颜色进行标识! 见

图 M%

图&"输液详情显示

%$."条码打印

TG端可进行腕带+ 床头卡+ 输液瓶签的打印预

览! 可批量打印或重新打印%

%$!/"护理单据

可查看输液单和巡视单! 实时显示输液全过程

的所有记录! 包括输液医嘱开立医生和时间+ 备

药+ 配液的各执行人和时间+ 巡视人和时间+ 输液

滴速和情况以及输液完成人和时间等信息! 以供

查对%

%$!!"床位列表

可查看所有患者的床位图标! 包括患者当前的

基本信息! 如姓名+ 床号+ 性别+ 年龄+ 过敏信息

等% 通过全科-本人切换! 查看不同范围的患者

情况%

%$!#"输液单

实时同步VUg的医嘱! 将打印出来的纸质医嘱

单电子化! 同时支持全科和本人负责患者的智能切

换! 可根据护理等级进行过滤! 方便护士随时进行

紧急医嘱的查看和执行! 优化工作流程! 提高工作

效率%

%$!%"智能提醒

可进行各种智能提醒! 如医嘱状态改变 (新开

立+ 审核或停止*+ 皮试观察+ 输液医嘱执行前+

输液医嘱执行成功+ 失败提醒以及输液巡视异常情

况 (输液滴速异常+ 剩余液量提醒等*%

%$!&"统计查询

移动终端和TG端均可进行输液和工作量统计!

支持自动生成趋势图! 方便科室进行人员安排和工

作调控% 移动终端输液和工作量统计! 见图 (% TG

端工作量统计! 见图 %% TG端还可进行精细化和消

息管理统计查询% 支持查询一定时间+ 科室范围或

指定患者查询某种药物的输液统计情况! 包括单次使

用药物剂量+ 多次累积使用记录+ 使用患者信息+ 使

用中异常情况等! 方便进行临床药物统计分析! 指导

合理用药% 同时系统还支持对特定疾病的用药情况做

统计分析! 如该疾病发病各阶段分别使用的各种药物

以及不同的临床反应等情况! 对上述情况进行智能分

析和大数据研究! 丰富医学知识库%

图'"移动终端输液和工作量统计

图("*,端工作量统计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设备管理

支持对输液监测器和传输感应器的智能管理!

可增加+ 删除设备! 查询其相关信息及状态! 修改

输液监测器的相关参数% 方便护士根据实际使用场

景进行定制化设置% 在系统设计和开发过程中各医

院可根据自身的医疗流程和工作习惯设计符合自身

需求的软件功能%

&"应用效果

&$!"提高工作效率' 优化护理流程

护士远程监控即可查看所有患者输液的实时情

况! 减少来回奔波! 减轻工作强度% 如有任何输液

异常情况发生! 系统可及时发出智能报警! 护士可

根据报警的优先级合理安排处理顺序! 从而更科学

地安排工作! 保证患者输液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工作

效率%

&$#"提高输液服务安全性

通过扫描确认患者身份! 扫描输液袋条码进行

医嘱核对! 确保及时为患者输入正确的药物! 保障

患者输液安全! 提高输液服务质量%

&$%"实现输液全闭环管理

实现与VUg 无缝对接! 形成全闭环输液管理!

方便实时管控输液的每个过程! 且任何过程都有客

观记录! 方便溯源和医疗举证%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降低医院管理成本

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输液管理系统采用无线和感

应技术! 将输液流程进行信息化管理! 在提升医院

信息化管理水平的同时提高护士工作效率! 降低医

院人力管理成本%

'"结语

通过建设基于物联网的智能输液监测系统可对

整个输液流程进行智能化闭环管理! 在为患者提供

实时安全的输液治疗服务的同时降低工作强度! 节

省人力资源! 提升医院信息化管理水平% 但系统对

无线网络等基础建设要求较高! 加之较为复杂的技

术结构! 导致其初期投入成本较高% 相信随着技术

的发展! 成本会逐渐降低! 系统会更加经济实

用-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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