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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移动护理系统在临床护理中的实施及应用$方法
!

从移动护理系统在临床的实施过程及

应用
.

个方面分析优势及存在问题!结合临床护士实际使用情况提出改进方法$结果
!

临床护士对个人数字助理

"

%R4

#使用满意度得分为"

.277a#27$

#分!静脉输液扫描率维持在
/#O

左右!

.#$"

年给药差错事件发生率比
.#$.

年下降
.#O

$结论
!

%R4

可正确核查患者身份!通过改变培训模式%满意度调查%品管圈活动%工作流程改造等方

面能进一步提高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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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外医疗系统对移动护理000个人数字助理$

%R4

%

的广泛使用#

%R4

在临床工作中的独特优势被医务工作者认

可+在近
$#

年的使用过程中#国外许多研究表明
%R4

有利于

临床工作)

$(/

*

(国内及台湾学者研究则显示护士对
%R4

的满意

度差异较大)

5(!

*

+本研究对该院
%R4

项目实施近
.

年时间里#

发现
%R4

的推广工作具有很大的特异性#无论需求提出,软硬

件购置,布网等工作都需结合医院具体情况进行开展#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重庆市某三甲医院编制床位
".##

张#临床

科室
"/

个#

.#$"

年门诊量
./!25"

万例次#出院患者
$$2$.

万

例次#护士
.8##

名+

.#$.

年
"

月提出开展移动护理项目#

.#$"

年
$

月
$

日正式上线#

6

月
$!

日全院推广+

$2/

!

移动护理系统实施过程

$2/2$

!

组建护理信息化项目小组
!

由分管院长牵头#护理部,

信息中心主任担任组长#由临床
!

名护士,信息中心
.

名工作

人员组建项目小组+根据项目进度#每月召开至少
.

次项目进

度会议#及时跟进项目实施情况和使用情况+

$2/2/

!

确定医院需求
!

相关人员对
%R4

的认识#普遍集中于

采用手持终端核对患者身份#在.

"

查
6

对/基础上#多了一项

信息确认的防线#本组认为这只是
%R4

项目中
$

"

"

的需求+

通过扫描步骤#实现数据收集信息共享#在护理电子病历书写,

各项评估表格运用,电子体温,人员档案管理,绩效管理,不良

事件上报等方面都可开展运用+因此#医院希望上线
%R4

达

到的目标#需根据医院已有的护理信息化项目和未来需要收集

的信息而决定#实现信息化产品间整合#发挥最大效用+

$2/2'

!

相关设施准备
!

%R4

项目包括
"

个部分!软件,硬件,

网络+前期工作也围绕这
"

部分开展+$

$

%软件准备!软件是

整个项目的核心#选择时需根据医院护理工作需求(同时软件

应不受手持终端的限制(后期修改能否跟进#也是一个重点+

最后该院选择移动护理软件$临床护理,护理管理%+$

.

%硬件

准备!硬件包括
%R4

移动终端$医师"护士%,条码腕带,输液

贴+移动终端选择取决于临床需求和成本核算#可选择手持式

$含手机%或推车式
.

种+数量配置参照床机比例$

!i$

%+条

码腕带属于耗材#有热敏和碳带
.

种材质#各有优缺点#对儿科

患者#腕带有更严格标准+如医院规模大#病区分散可将腕带

打印机设立在每个病区#但成本会相应增加(如医院规模小#病

区集中#腕带打印机可设立在入院处+输液贴需要设置一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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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条码位置#最好置于远离护士签名处+同时随着
%R4

的

上线#瓶签使用量增多$如静脉推注,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口服

药等%#前期应考虑储备备用瓶签+$

"

%网络准备!无线网络全

院覆盖需要进行详细的论证#最终决定选择符合
!#.2$$G

标

准#同时满足
.28)

"

/2!).

个无线频段智能切换设备#频点规

划结合医院建筑情况#进行合理布署+服务器配置为双机冗

余#以充分保证业务的连续运行+

$2/21

!

确定上线步骤
!

该院病区大楼共有
8

栋#因此采用分

楼栋上线模式#共
8

批+上线步骤均为
8

步!网络"硬件准备阶

段,培训阶段,上线运行阶段,巡查整改阶段+第
$

栋楼开始第

"

阶段时#第
.

栋楼做第
.

阶段#第
"

栋楼做第
$

阶段#如此循

环#共
.

个月完成
8

栋楼
%R4

扫描上线工作+

$2/22

!

有序开展上线工作
!

项目组成员中信息中心人员负责

硬件,网络和分发设备(护理部负责临床培训#使用情况反馈等

工作#并及时沟通#有序开展上线工作+

$2'

!

移动护理系统的临床应用

$2'2$

!

核查患者身份
!

护士执行给药或护士操作前#.

"

查
6

对/后使用
%R4

进行患者腕带和瓶签扫描#以进一步核查患者

身份+

$2'2/

!

完成输液巡视,病区巡视记录
!

护士巡视输液和病区

时#可扫描液体瓶签或患者腕带来完成#并将记录通过勾选方

式直接录入电脑#巡视记录单可不做打印+

$2'2'

!

护士部分工作移至患者床旁
!

护士可通过
%R4

在患

者床旁进行各项评估#通过点选相关指标#评估分数可自动计

算并保存电脑+

/

!

结
!!

果

/2$

!

%R4

临床使用满意度调查结果
!

本组通过德尔菲法自

行设计问卷#各维度
,&'GKDE:g>

系数为
#268!

&

#2!5"

#

.#$"

年

"

&

8

月对该院已使用
%R4

半年以内的护士进行满意度调查#

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7!$

份#有效回收率为

7!2$O

)

7

*

+结果显示护士对
%R4

临床运用的评价#平均得分

为$

.277a#27$

%分#其中年龄越大,工作时间越长,使用
%R4

时间越长的护士评价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护

理人员对
%R4

操作满意度平均得分为$

.2!!a#27$

%分#其中

护士的年龄,职称,工作时间,使用
%R4

时间与满意度呈正相

关$

!

$

#2#/

%(且护士对
%R4

的评价与满意度也呈正相关+

与有关研究结果较一致)

$#($$

*

+

/2/

!

%R4

在输液治疗中的扫描率
!

.#$"

日
6

月
$!

日全院上

线后#

!

月份开始统计
%R4

在输液治疗中的扫描率呈增长保

持平稳状态#维持在
/#2O

左右+见图
$

+

图
$

!

.#$"

年
!

月至
.#$8

年
.

月
%R4

的静脉输液扫描率

/2'

!

给药差错率结果
!

.#$"

年使用
%R4

后#给药差错事件

比
.#$.

年下降
.#O

+

'

!

讨
!!

论

'2$

!

移动护理系统在临床工作应用中的优势

'2$2$

!

%R4

可保障患者身份核查正确性
!

%R4

作为临床核

对增加的一道防线#在确保患者身份信息方面有显著效果#因

此可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但是当人为贴错瓶签#

%R4

的辨

认工作将无法发挥作用#因此
%R4

的核对步骤是在护士执行

完.

"

查
6

对/以后+

'2$2/

!

移动护理系统节约部分护理书写工作量
!

移动护理系

统改变护士输液巡视和病区巡视记录模式#通过扫描#勾选的

形式完成#减轻护士书写工作量+

'2/

!

移动护理系统在临床工作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2$

!

网络信号存在断续
!

%R4

使用中临床反映最大的困

难是网络信号问题#该问题不仅与信息中心的布网有关#也与

病房结构,硬件网卡的配备,病区部分射频设备有关+因此#需

要各部门合作协调网络信号问题#通过加装信号接收器#或者

在病房中布置
4%

等方式来解决+

'2/2/

!

%R4

数量配置问题
!

该院对
%R4

配置数量为床机比

!i$

#但
M,\

$重症监护室%配置明显不足+

%R4

使用高峰主

要出现在上午和下午的集中治疗时间段#而其余时间段会出现

%R4

空闲(此外
%R4

主要作用还是作为扫描设备#建议增配

%,

机完成护理文书的录入工作+

'2/2'

!

护士满意度不高#扫描率有待提升
!

该院上线半年后#

通过制定问卷对医院
7!$

名护士进行
%R4

使用满意度调查#

满分
/

分#平均分为$

.277a#27$

%分#满意度不高的原因!软件

流程不合理#终端产品不方便输入#电池蓄电能力不足等#直接

影响扫描率+同时护士在临床工作中有不可预计的突发事件#

不能立刻扫描#如抢救患者时执行口头医嘱#无法扫描(条码打

印机出现问题#打印的二维条码无法扫描#医师临时停止或更

改医嘱#原医嘱仍在系统中+针对这些问题#台湾部分医院采

取补扫描模式+

'2'

!

移动护理系统在临床工作应用中的解决方案

'2'2$

!

合理开展培训
!

该院在实施过程中经历
.

种培训模

式#一是工程师向该院护士进行大课培训(二是护理部先培训

$#

名护士#再由科护士长协助
$#

名护士分片区在每个科室进

行培训操作演示#工程师协助培训现场答疑+

.

种培训模式#

护士反映第
.

种方式较好+

'2'2/

!

持续开展护士满意度调查
!

医院护士满意度调查#可

以真实反映出护士对移动护理系统使用的接受程度#针对护士

不满意的方面做进一步改进+因此#前期调查对象为使用半年

以内的护士#后期将对使用
$

年的护士再进行调查#并做比较

分析+

'2'2'

!

通过品管圈活动提升
%R4

扫描率
!

护理部通过在部

分科室开展品管圈活动#对提高科室扫描率有一定成效#说明

护士态度对
%R4

的使用率有直接联系+

'2'21

!

提升护士使用移动护理系统的积极性
!

可以通过绩效

考核,数据统计,保障患者安全等方式#让护士体会到移动护理

系统能给临床工作带来便利#从而增加护士使用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移动护理系统作为近年来一种新系统已逐渐进

入临床工作中#其优缺点也比较明显#从最初一致好评到现在

优缺参半#对其发挥的作用和使用范围更加清晰+

%R4

在确

保患者安全方面有突出作用#通过改变培训模式,满意度调查,

品管圈活动,工作流程改造等方面可进一步提高使用率+

参考文献

)

$

*

+D=>;&)R29:;=>;'?%R4>AG:;DF@:ED&;

<

'>;>&A>N>

DG3&;CD&3>

)

T

*

2T'=&GDF'?P;DF@:ED&;

$下转第
$/.8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DKS;3,FAG

!

T=G;.#$/

!

U'F2$.

!

0'2$$



少#使毒性代谢产物增强或直接延长药物的作用而引起不良反

应+目前临床提示何首乌引起的肝损害与用药剂量成一定的

相关性#未发现药物的变态反应#并且有一定的家族性发病倾

向#结合相关研究)

$

#

/

*

#初步推测是何首乌中的蒽醌类化合物

或其毒性产物对肝脏的直接损害#并可能对肝细胞
%8/#

酶系

统产生一定影响)

5(6

*

+

本研究以不同剂量的大黄素给大鼠灌胃用药$分
"

个水平

的剂量组#以制首乌成人用药每日
"#

H

计)

!

*

#经折算分别相当

于临床用药的
$#

,

.#

,

8#

倍%#观察大黄素对大鼠肝脏的损伤程

度+本组一般毒性观察结果显示#在整个用药期间#大鼠进食,

活动正常#毛色无异常变化#各组无动物病死例数+与对照组

比较#大鼠各剂量组之间体质量在用药各个阶段点#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提示大黄素连续灌胃给药无明显系统性

毒性+血常规多次检测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肝功能检测表明#与对照组比较#不同剂量大黄

素用药的大鼠血清
4-9

,

4+9

,

9QM-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提示大黄素对大鼠肝功能无明显损伤+肝脏病理

结果显示#对照组及各剂量组大鼠肝小叶结构正常#肝细胞未

见坏死#中央静脉未见扩张#汇管区无增生#未见炎性细胞浸

润#部分肝细胞可见大小泡性脂肪变性及细胞水肿#但各组之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这与
4-9

,

4+9

水平

结果一致#显示长期较大剂量大黄素用药对大鼠肝脏无明显

损害+

综上所述#长期较大剂量大黄素灌胃用药未见明显肝损

害#符合大黄素对肝细胞双重作用的特性)

8

*

+有关研究报道小

剂量大黄素可以对四氯化碳$

,,F

8

%等引起的大鼠肝脏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可直接抑制大鼠肝星状细胞增殖,细胞外基质的

合成+还有实验表明#大鼠体内的
,,F

8

可诱导细胞色素
%8/#

酶活性及超微结构的改变#而小剂量范围内的大黄素可逆转这

种改变)

7($#

*

+尽管体外实验提示随着作用时间延长,浓度增

高#大黄素对健康者肝细胞有明显抑制作用#但在实际应用中

大黄素是否对动物肝细胞有损伤尚不明确#本研究结果提示目

前临床常用剂量的使用较安全#至于剂量用多大,持续时间将

对肝脏造成损害尚不能确定+关于其引发肝细胞损伤的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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