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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慧化静脉给药护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以患者正确安全用药为主导，融入护理人员的智慧，使给药智能便捷化， 

通过人机条码信息核对，治疗信息即时智能反馈，护理统计分析，达到降低用药错误发生率，信息同步共享，提高护士工 

作效率，提升护理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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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sign of the intelligent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is dominated by patients’proper and 

safe drug use，and integrated with the wisdom of the nursing staffs，SO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intelligent and convenient．Through 

the man—machine barcode information checking，the treatment inform ation is fed back intelligently in real time．W it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nursing，the incidence of drug use errors is reduced，the information is shared synchronously，the working efficiency of 

nurses is improved，and nursing quality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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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静脉给药系统是基于临床静脉给药操作过程，融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护理人员的智慧而形成的移动静脉给药 

体系。静脉给药作为患者重要的治疗途径，临床工作的重点，耗费时间、人力物力成本高。静脉给药安全关乎患者生命安 

全，用药时间、滴速、药物反应、终末处置及药物知识宣教是静脉安全给药的关键环节。国内报道显示90％以上的住院患 

者接受输液治疗 ，每天输液和换液占据护士大部分工作时间。伴随着优质护理服务深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的高度关注， 

要求护理人员不但会给药，还要系统掌握药学相关知识 。面对护理专业化需求的提高，借助信息化手段，确保静脉给药 

安全，提高护士工作效率，满足患者多元化需求值得探讨。 

1 静脉给药系统现状 
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在欧美等国家的临床应用相对成熟 ，文献查阅，国外移动护理信息技术主要在临床护理、护理信 

息监测 (如手机的实时血糖监测、手机远程心电检测 )、护理教育等 ；国内自2002年起首先在北京协和医院呼吸科尝试 

使用；2004年该医院通过条码身份识别和患者床边信息移动结合 ，率先实现医嘱的闭环管理 。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在医院 

硬件及无线网的支持下，将护理工作延伸到病床边 ，实现信息的实时查询录入，目前包括三种形式：PDA、移动护理推车 

及智能手机。 “军卫一号”护士站及移动端平台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移动护士工作站主要功能包含：床边执行医嘱查 

对签名、生命体征等数据床旁采集录入、质量检查床旁实时录入 。关于移动护理静脉给药的报道，限于药品与患者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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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输液状态的查询及输液巡视记 

录，移动终端仅作为PC端的延伸，尚 

未形成系统智慧、规范、优化、标准化 

的静脉给药信息体系 关于移动端功能 

模块研究限于患者接收、患者一览、健 

康教育、医嘱执行、身份识别、体温录 

入、其他医嘱、执行清单、交接班管理 

等，只是对各模块简单化描述，并未做 

深入系统的研究应用，移动端功能还应 

扩展到进行疾病的管理、护理质量评 

价、统计报表等 。 

2 静脉给药系统设计 
梳理 静脉给 药过程 ，绘制流 程 

图 ，对给 药过程 中各个环节和标 准 

要求进行 总结 ，借助信息 化工具 ， 

围绕护理跟着 口袋走和JCI安全给药 

的设计理念 ，并 融入护理人 员的智 

慧 ，对静脉 给药的过程进行优化 和 

智慧设计。 

2．1人机标准核对 通过RFID射频识别 

技术 ，利用手持终端对患者lD号、输 

液相关医嘱号的信息条码 ，进行扫描 

核对确认。给药过程中，通过PDA扫 

描患者腕带和药品信息条码，系统 自 

动识别姓名、ID、药物等信息后 ，迅 

速、准确地执行输液计划。 

2．2用药动态查询 用不同颜色标记患 

者 当天用 药记录中 已输 、正输、未 

输、停用等液体状态信息。同时实时 

记录用药全过程的动态数据 ，用于给 

药追踪。 

2．3用药提醒设置 皮试结果提醒 ：新 

开用药医嘱提醒i对临时紧急用药， 

PDA设铃声或振动提醒 ：颜色区分不 

同时段用药：对特殊或高危药物液体 

巡视周期定时提醒。 

2．4健康教育模块 对患者静脉给药宣 

教指导统一规范 ，运用语音或视频 方 

式 ，如用药前准备、给药体位 、药物 

作用及注意事项、药物外渗处理等。 

2．5药物字典库 借助医院药品库信 

息，实现药物知识查询 ，实时提醒药 

物特殊用法及配伍禁忌等。 

2．6技术操作处置查询 药物过敏处 

置、外渗处置、终末处置方法、静脉 

穿刺技巧、留置针护理等 ，给予低年 

资护士及护生基础理论指导。 

2_7护理质控模块 工作量统计，提供 

个人及护理单元等工作量 ；护理质量 

评价 ，给药流程正确性评价 ，给药不 

良事件上报及监测等。 

3 静脉给药系统的功能特点 
3．1人机条码信息核对。全程流程控制 

PDA进入程序后 ，应用条码 ，进行流 

程控制。从静脉穿刺一换液一输液结 

束，能及时显患者姓名、lD号、药品 

名称、剂量 、浓度和用法等相 关信 

息，提示给药流程 ，详细记录执行过 

程 ：通过PDA人机核对的客观性和安 

全性 ，杜绝人 人 口述核对 出错的发 

生。实时记录提醒 ，防范输液差错 ， 

系统将 “三查七对”内容完整渗透输 

液全过程，可从PDA端核对患者输液 

记录 ，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药物 

和输注时间、换液和输液结束时间等 

信息 ，确保输液的安全性，杜绝身份 

交叉识别的错误 。 

3．2动态查询，智能提醒，信息互通共 

享 通过颜色 ，区分给药进度 ，通过 

滴速设 置 ，了解输液状 态 ，在病 区 

随时随地获取 患者输液需 求 ，可一 

次 为多位 患者换液或治疗 ，节省护 

士往返于输 液室、护 士站 的时间 ， 

也避免 多位 护士 同时服 务于 同一病 

房 ，造成 人力浪费 ，大大提高工作 

效率 ；实现护士变被动换 液工作为 

主动 ，降低家属呼 叫及传 呼呼 口U的 

频率 ，保障病房安静 有序的治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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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同时便于查询静脉给 药进度 ， 

利 于 交 班 。 智 能 提 醒 配合 传 呼 系 

统 ，便于 护士在 服务一位 患者 的同 

时 ，了解其他 患者 的需求 ，提醒护 

士及时巡视 ，时时记录给 药情 况。 

通过 给 药信 息移 动端 和 PC端 的无 

缝衔接 ，医护信 息实时交流互通 ， 

即时智能反馈 ，实时查看给药进 度 

及药物反应记 录 ，利于 医师及 时加 

减 静脉给 药组 数 ，可降低 因调整 用 

药 为 患者 进 行 二次 静 脉 穿 刺 的 机 

率 ，降低 患者 穿刺痛苦 ，减 少护士 

工作量。 

3．3护理决策支持 ，辅助管理 工作量 

统计及质量评价 ，利于管理者实时了 

解临床动态，便于工作量的统计 ，为 

绩效考核提供依据：通过后台数据记 

录分析 ，追踪用药过程，有效质量评 

价，持续质量改进 ，便于静脉用药的 

闭环精细化管理 ，规范给药护理 行 

为。利用规范优化的静脉给药系统 ， 

实施给药环节控制 ，便于科研数据的 

记录提取 ，为临床大数据采集奠定基 

础。健康教育与药物字典库，直观的 

为患者和 家属进 行用药相 关知识 宣 

教 ，关注患者静脉用药感受 ：同时丰 

富护士的药物知识 ，便于药物反应 的 

观察与处置，也为低年资护士及护生 

提供一本完整的教科书，实时解答疑 

问，指导其工作。 

4 结语 
智慧化静脉给药系统 ，借助信息 

化手段实现给药智能便捷化 ，通过人 

机标准核对、智能化提醒及知识库查 

阅功能 ，关注给药全过程，实现静脉 

给药闭环管理，规范输液程序，确保 

护理安全：利于临床带教，便于静脉 

给药护理质量评价 ，护理工作量量化 

及绩效考核。护理信 (下转第8页 ) 



；隹进行上传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信息 

互联互通应用推广力度。因此，建议 

在国家层面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实现 

部门联动 ，统一按照医院信息互联互 

通标准化成熟度的相关标准进行数据 

上传和信息共享，推动各级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5．3明确基于SOA架构的信息互联互 

通应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实现信息 

互联互通应用效果的具体实现方式有 

多种 ，目前应用最多的是基于SOA架 

构。针对互联互通应用是否一定要采 

用上述方式，业界也有争论。从我院 

实践来看 ，采用基于SOA架构的实现 

方式不但能很好地实现医院信息互联 

互通标；隹化成熟度测评的各项要求和 

应用展现 ，更重要的是为我院构建了 

一 套高可靠、高安全、高复用、低成 

本运维、标准化交互、模块化的弹性 

医院信息架构 ，能够满足未来相当长 

一 段时期 内卫生医疗信息化建设发展 

的需要，这正是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标 

；隹化成熟度测评的一个重要目标。 

5．4紧跟国际前沿动态 ，利用 “后发 

优势”推动 卫生医疗信息化快速发 

展 近些年 ，一些发达国家在卫生医 

疗信息 的互联 互通应用 方面 有了较 

大突破 ，这 对于我国如何又 快又 好 

地开展推广 互联 互通应用有着 很好 

的借鉴作 用。以美国 为例 ，凭借 其 

在卫生医疗信息互联互通应用方面进 

行的多年探索与尝试 以及积累的大量 

理论 与实践 ，美 国政府 已形成 了较 

为清 晰的推 广路线 ：美国国家卫生 

信息协调办公室 (0NC，OffiCe of 

the NationaI Coordinator for HeaIth 

lnformation Technology)作为这一 

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已于201 5年发布了 

全美卫生医疗信息互联互通推广应用 

指南 《Connecting HeaIth and Ca re 

for the Nation：A Shared Nationwide 

lnteroperabmy Roadmap》及其他相 

关文件 。一引。指南中，美国政府制定 

了三步走的战 略，计划于2O24年最 

终实现全美卫生医疗信息深度互联互 

通应用。这本指南也可作为我国卫生 

医疗信息互联互通应用推广的参考资 

料。在当今卫生医疗信息化飞速发展 

时期 ，我国应紧跟国际发展潮流，积 

极掌握国际最新前沿动态 ，发挥后发 

优势 ，积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 

通应用，促进卫生医疗信息化水平在 

“十三五”期间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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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6页 )息系统贯彻 “以病 

人为中心”的责任制整体护理理念 ， 

缩短护理工作往返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提升护理质量，促进护理工作规 

范化及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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