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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医院的质量管理中信息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地位 >��。

通过建立信息系统，可以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更加人性

化的收集以及录入患者的信息，并保证信息的录入符合要求。

但是很多医院的信息化系统无法全生命周期的跟踪医嘱，在

很多护理记录信息上存在一定不足，很难实现护理信息化 >����。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3��（手持设备）逐渐在医院范

围中应用，可以更加便捷的录入信息，提高医院的管理水平

以及工作效率。随着 3��的不断研发，应用优势不断增加，

在临床上可以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2�PDA 在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应用优势

2.1�查询患者基本信息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随身携带 3��点击患者的床号或者

扫描患者的腕带，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饮食、诊断情况、

住院号、护理等级以及入院时间、年龄、费用、性别、主治

医生等情况。

2.2�在床旁将患者信息录入

护理人员使用 3��可以登录用户窗口，然后输入口令

以及用户名，然后通过不同的颜色显示护理的等级，如一般

白色代表三级护理；绿色代表二级护理；红色代表一级护理。

护理人员可以通过3��将患者的呼吸、脉搏、体温、大便次数、

血压、身高、体重、意识以及出入量等情况进行录入，并且

3��可以显示每天需要检测 �次的患者，每天需要检测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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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临床上护理人员的护理工作烦琐，具有较多反复核对的工作，如果不仔细，很容易造成护理差错，从而造成护理纠纷，影
响患者以及家属对护理的满意率。随着信息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全方位利用无线信息化技术，充分发挥无线信息化技术的
最大效能。使用3��（手持设备），可以动态地采集患者的信息，及时地查询以及记录患者的信息。使用3��技术，可以降
低护理人员的反复核对工作，减少工作压力，提高定向思维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优化流程，更好地协助护理人员工作，提
高护理的安全性，减少护理不良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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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分别有几位，分别是哪几位，还能够显示正在发热的

患者，护理人员可以非常方便地发现患者病情变化，从而实

行针对性措施，促进患者身体恢复，提高护理效率。

2.3�加强护理记录的录入

护理人员需要随时使用 3��将新入院患者的信息记录

在护理记录单首页上，主要将患者的籍贯、生命体征、既往史、

过敏史、电话、联系人姓名、大小便、职业以及饮食禁忌、输液、

引流管、宗教信仰等情况，录入的信息会在护士站的电脑上

同步录入，自动生成体温单，生命体征观察单，护理记录单

以及出入量统计表等。护理人员在对患者的病房巡视过程中，

如果患者病情发生变化，可以随时通过 3��录入患者病情变

化的情况 >����。针对重症监护室的患者，由于病情变化较快，

因此护理人员的录入比较多，可以使用手写输入或者拼音输

入进行。

2.4�护理人员在床旁进行查对医嘱，执行医嘱

医生在下达医嘱后，3��可以根据医嘱的执行时间不同，

将医嘱进行自动拆分，然后显示每个患者的医嘱中 >��。护理

人员根据班次不同实行不同分工，根据医嘱执行护理措施，

并在床旁查对医嘱情况。护理人员进入护士工作站系统的方

法为通过密码以及口令，用户登入后，用户名会被放入到历

史记录中。护理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点击一条医嘱，然后

系统将医嘱的详细信息进行显示，如内容、类型、用药剂量等。

例如，有一条医嘱为每天 �次，系统分别将医嘱放入 �∶ ��

到 ��∶ ��，并分两次显示医嘱情况。在上午进入工作站的

护理人员可以看到 �∶ ��的医嘱，在下午进入工作站的护理

人员可以看到 ��∶ ��的医嘱。如果护理人员当日有没有执

行的医嘱，可以在未执行医嘱栏中找到 >��。在系统中具有报

表功能，可以自动将未执行的医嘱转入到下一个班次护理人

员那里，明确的护理人员的职责以及分工。

2.5�确定患者身份

患者办理完成住院手续后，会发放一个带有患者信息的

标识，一般将标识佩戴在患者的手腕上。护理人员能够通过

扫描条形码，了解患者的信息，确定患者身份。护理人员还

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将手腕部的条形码信息与药单上的条形

码信息进行连接共享，更好避免用药错误的情况。

2.6�检验信息的床旁录入

在检验标本的信息录入时，主要使用条形码录入，在床

旁采集完成标本后，可以使用 3��扫描条形码，确定采集标

准是否正确以及患者的信息的情况。

2.7�分类执行单

在进入移动护士工作站时，需要通过密码以及口令的方

法进行登录，通过扫描患者的腕带，点击床号等方法在 3��

上显示患者的各种信息，如检验、药疗、治疗、注射、检验、

输液等情况，对于已经执行的医嘱可以在选择框会出现一个

对号。通过 3��可以观察到医嘱执行的操作者以及执行时间

情况。可以在首页的下方中看到患者的检验、治疗、检查、

输液、治疗、注射以及药疗的情况，护理人员还需要集中告

知患者明天需要检查的情况，讲解检查的注意事项。

2.8�跟踪医嘱的生命周期

在临床护理中使用 +,6系统时，在跟踪医嘱时进行到转

抄这个环节。医嘱在发放后，会分解成多个可以操作的执行

步骤，仅仅对医嘱执行收费的情况进行跟踪，后面具体执行

情况就无法跟踪了。在 +,6系统中认为，只要医嘱被转抄后，

就认为医嘱已经被执行了。而计划执行的时间就等于实际实

行时间，因此存在一定差异。使用 3��可以解决这个系统的

问题，在医嘱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跟踪，更好的保证医嘱的

落实，可以将护理人员记录到患者的床头，执行者通过输入

密码、口令，确定医嘱，也会确定医嘱实际执行人员，从而

可以为医疗纠纷发生时，提供依据。

2.9�患者的流动统计

本科室中出院、入院、转出、转入、现有人数、手术以

及病情变化，一级护理等患者流动的情况进行统计，夜班护

理人员可以通过 3��进行交接，避免交接班记录，打印交接

班记录等烦琐的步骤，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还节约了

医疗资源。

3�PDA 在临床工作应用中的不足以及建议

3��在临床护理工作中虽然具有较多优势，但是也存在

一定不足，如 3��应用都是依托无线网络的，如果在医院中

存在无线信号覆盖的死角，那么就会发生掉线或者其他不稳

定的情况，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应用。3��以及各种信息库

的应用对于电力要求较高，如果出现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

也会影响护理效果。在临床护理工作中需要加强医院无线网

络的信号，实行零死角覆盖，并保证电力稳定，提高患者的

满意率。

4�结语

3��在临床护理工作应用中具有较多的优势，不仅可以

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量，优化工作流程，还可以提高护理质量。

使用 3��让护理管理更加方便、科学、合理。使用 3��，

可以查询患者基本信息，在床旁将患者的信息录入，加强护

理记录的录入，护理人员在床旁进行查对医嘱，执行医嘱，

确定患者身份，检验信息的床旁录入，分类执行单，跟踪医

嘱的生命周期，患者流动统计。通过 3��应用，可以快速了

解患者的信息，在医嘱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跟踪，更好地保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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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医嘱的落实，提高护理质量，降低护理不安全事件发生率。

在患者入院后，随时将籍贯、生命体征、既往史、过敏史、电话、

联系人姓名、大小便、职业以及饮食禁忌、输液、引流管、

宗教信仰等信息录入，还可以查看，加强对患者情况的了解，

确定患者身份，更好地确保护理工作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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