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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收集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中国外护理信息学研究文献，从国家、被引期刊、高被引文
献、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探讨国内外护理信息学发展现状及热点问题，就国内护理信息学发展

提出建议，即加强护理信息学教育、推进护理信息标准化发展、提高管理者数据决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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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护理信息学是护理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

学相结合以管理和沟通护理实践中的数据、信息、

知识和智慧的学科［１］，其对开展护理科研、实践及

护理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２］。以计算机和网

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己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研究的重

要工具。国家卫健委在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中提出 “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和移动通讯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大

力推进护理信息化建设”［３］。研究发现［４］目前我国

护理信息学发展相对缓慢，国内仅有少数几所医学

院校开设相关课程，多数护理人员对护理信息认知

及临床应用技能相对薄弱，使得护理信息不能有效

地服务于临床工作。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

法，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文献分析工具对国外护理信息
学研究文献进行分析，了解研究现状及趋势，以期

为我国护理信息学研究提供参考。

２　资料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以护理信息学＂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为主题词在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核心合集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包括科
学引文索引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Ｓ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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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哥白尼索引 （Ｉｎｄｅｘｏｆ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ＩＣ），检
索年限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共检索出４０５篇文献，检
索后以纯文本格式保存题录信息。

２２　分析方法

选用陈超美博士开发的基于 Ｊａｖａ平台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进行文献信息可视化及数据分析。
将题录信息文件导入该软件中，时区选择跨度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时间间隔为１年，依次以国家、被
引期刊、被引文献、关键词等为节点绘制可视化知

识图谱，据此对近６年国际护理信息学研究现状及
热点进行分析。

３　结果

３１　国家分布

以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为节点，ＴｏｐＮ设置为 ５０，
生成护理信息学研究国家分布图谱，见图１。将发
文量在５篇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排序：美国２４１
篇、加拿大３１篇、巴西３０篇、澳大利亚１９篇、中
国台湾地区１２篇、英国１１篇、瑞典１０篇、芬兰９
篇、西班牙８篇、德国７篇、奥地利５篇、中国大
陆地区５篇、韩国５篇。结果显示美国发表文献数
量最多，约占总文献量６０％。

图１　护理信息学研究文献国家或地区分布图谱

３２　来源期刊

以被 引 期 刊＂ｃｉ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为 节 点 运 行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得到期刊图谱，见图 ２。护理信息学研
究影响力较高的期刊有：《美国医学信息学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国际医学信息学杂志》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计算机信息学护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Ｎｕｒｓｉｎｇ）、 《高级护理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ｕｒｓｉｎｇ）、 《美国医学会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生物
医学信息学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
ｉｃｓ）、《新英格兰医学杂志》（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临床护理杂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等。了解文献来源期刊分布情况有助于研
究人员进行相关领域研究文献阅读及投稿方向选

择［５］。

图２　护理信息学研究核心期刊共现图谱

３３　引文分析

对被引文献展开分析可以揭示该领域研究基础

及发展特点［６］。以被引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为节点，利
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对所纳入文献的引文展开进一步分
析，见图３。

图３　护理信息学研究高被引文献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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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关键词

关键词是对论文内容的概括，高频关键词可以

反映相关领域研究热点［７］。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软件，
以关键词＂ｋｅｙｗｏｒｄ＂为节点，ＴｏｐＮ设置为１０，得到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４。

图４　护理信息学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４　讨论

４１　国内护理信息学研究起步较晚且发展缓慢

从近６年发表文献数量来看，美国远高于其他

国家，贡献最大，对护理信息学研究较深入。中国

大陆地区在近６年中首次发表相关领域外文文献时

间为２０１７年，晚于其他国家。护理信息学研究影
响力较高的期刊多在美国和英国，中国目前尚无期

刊进入国际研究前沿。美国在 １９９２年正式将护理
信息学作为护理专科实践领域，中国大陆地区虽然

在２００８年成立护理信息学组但发展较缓慢［８］。建

议加强与发展较快国家或地区的沟通合作，关注国

际顶级期刊研究成果，了解研究前沿及趋势，促进

我国护理信息学研究与国际接轨。

４２　国外护理信息学研究基础及现状

对被引前１０位文献进行分析，探讨国外护理

信息学研究基础及现状。Ｂｒｅｎｎａｎ等［９］研究大数据

与护理关系，指出现有分析方法为护理参与大数据

革命提供了必要基础。Ｃｈｏｉ等［１０］对护理本科生和研

究生信息学能力进行评估，发现其差异较小，建议

在设计教育方案时更多关注信息学内容特定领域、

注重实践。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等［１１］通过访谈护士了解电子

健康档案在临床使用中的优势和局限性，建议护士

应参与制定电子健康档案记录标准和决策，促进医

护患沟通。Ｈａｒｒｉｓ等［１２］描述基于护理文档系统开发

通用信息模型、术语绑定和术语定义的项目，将研

究结果应用到标准开发组织和临床应用的技术实现

中。Ｂｒｉｇｈｔ等［１３］阐述了基于信息技术的临床决策支

持系统在改善护理和降低成本方面的作用。Ｋｕ

ｌｉｋｏｗｓｋｉ等［１４］详细解读美国医学信息学会白皮书，

包括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定义和本学科研究生教育核

心能力的规范。Ｗｅｓｔｒａ等［１５］描述护理术语历史背

景，阐述护理数据所面临挑战并提出建议。Ｄａｖｉｄ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等［１６］阐述电子健康档案应用必要性，针

对如何确保其有意义使用提出建议措施。Ｔａｓｔａｎ

等［１７］通过系统回顾方法确定美国护士协会认可的标

准化护理术语集在证据水平和研究重点方面的科学现

状。Ｈａｒｔ［１８］运用德尔菲法确定护理管理者所需护理

信息能力和素养。上述１０篇高共被引文献分别从护

理信息与大数据、电子健康档案的应用、护理信息学

教育、护理信息系统构建与应用、信息与标准、护

理管理者信息能力培养等方面展开论述，揭示了国

际护理信息学研究的基础领域以及研究现状。

４３　国外护理信息学研究热点

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除主题 “护理信息

学”之外，电子健康档案、信息技术、教育、信息

系统、信息工具、质量等都是高频关键词，提示护

理信息学目前研究热点主要为电子健康档案、信息

系统、信息技术、护理信息学教育等方面。这与高

频被引文献分析结果一致，说明近几年护理信息学

研究热点比较稳定。

５　对国内护理信息学发展的启示

５１　重视并加强护理信息学教育

国内高校自２００１年起陆续开设护理信息学课

程［１９］，对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层次、培养方

案等展开研究［２０－２１］，但未能和临床护理实践相结合。

今后可加强医院、高校合作，培养既懂护理、又懂信

息的复合人才，全面提高护理人员信息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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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推进护理信息标准化发展

我国有研究者［２２］较早认识到标准化是护理信息

化建设基础，部分学者［２３－２４］对中医护理信息标准进

行研究。但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

临床术语标准化体系，医院护理信息无法互联互

通［２５］。因此建立标准护理信息表达方式既是当前护

理信息系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重大挑战。未来

我国应深入研究，加强与国际交流，构建具有我国

特色的标准化护理信息系统及护理术语，实现护理

信息资源共享。

５３　提高管理者数据决策能力

目前全球进入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数据

管理、数据决策、数据创新的数据文化正在形

成［２６］。医院护理信息系统每天产生并采集大量数

据，亟待合理、充分利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

王杉提出：“管理者的主要工作不是每天审视数据，

而是要通过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从数据中获取

最有用的信息”［２７］。因此护理管理者应改变信息管

理理念，提高从海量数据库中提取有用数据并借此

做出决策的能力。

６　结语

本研究以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为文献来源，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进行可视化分析，客观反映近６年国际
护理信息学研究的国家分布、核心期刊、高频引文

和研究热点，为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提供参

考。但是研究只对 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相关文献
进行提取分析，而未检索其他数据库，并且时间限

定为近６年，未纳入前期研究文献，分析结果可能

存在偏倚，尚需要更全面检索文献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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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健康医保卡，几乎所有线下环节都转到线
上，实现医院就诊整体流程再造，对传统就医流程

而言是跨越式变革。全流程、一体化线上应用能够

大大减少病患在检查科室与收费窗口的往返奔波、

缩短排队耗时，为患者提供便捷、有效的诊疗环

境，改善就医体验。

５　结语

目前浙江省所有省、市级医院已经在浙里办

ＡＰＰ实现 “两卡融合、一网通办”，居民可以享受

到 “全流程、一卡通”的便捷就医服务。全省电

子健康卡发卡量超过 ３０００万张，覆盖省内全部
１１个设区市。融合后的健康医保卡发卡量超过
１２０万张，累计发生结算金额超过１５００万元。健
康医保卡是浙江省在电子健康卡基础上的大胆创

新，是卫健、医保、人社等多部门协同合作的成

果。浙江省健康医保卡对于缓解 “三长一短”问

题、优化就医流程具有显著成效。据测算使用健

康医保卡就医可使平均单次门诊节省近 ２０分钟，

按照全省全年二级及以上医院门诊人次计算，全

面推进应用后可节省时间成本近 ３００万天。随着
就医环节线上化，预计每家三级医院仅自助机年

维护费用一项就可节省３０万元左右。以健康医保
卡为突破口，贯通医疗医保服务，形成线上线下

就医闭环，对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提升医疗服务

效率具有十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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