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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开发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端信息系统,探讨其应用效果,提升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管理水平。方法
 

整合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操作标准及流程等资源,基于现有护理信息系统平台进行功能升级,构建多终端(PC端、PAD端、
手机App端)信息管理系统,形成“护理部-护理技术管理小组-护士长”三级专科护理技术管理模式。于2018年6月至2019年

5月应用于临床护理实践(护士261名),与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采用传统管理模式(护士264名)进行效果比较。结果
 

实

施三级专科护理技术管理模式后,护士的护理技术实践考核达标率、能级进阶成功率和满意度显著提高(均P<0.01)。结论
 

实

施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多终端信息管理,能有效提高护士的临床护理技术理论与实践能力,实现护士培训与考核多样化,提

高护士对系统使用的满意度,提升临床专科护理技术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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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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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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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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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kills
 

management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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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e
 

its
 

application
 

effect.
 

Methods
 

We
 

integrated
 

the
 

resource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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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standards
 

and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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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
 

nursing
 

skills,
 

updated
 

the
 

existing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ed
 

multi-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PC
 

terminal,
 

pad
 

terminal,
 

and
 

mobile
 

terminal),
 

and
 

formed
 

three-
level

 

management
 

mode
 

of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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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kill
 

supervision
 

team,
 

and
 

head
 

nurse".
 

Then
 

it
 

was
 

applied
 

in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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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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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ffect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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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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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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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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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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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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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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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tisfaction
 

of
 

nurse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0.01
 

for
 

all).
 

Conclus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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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terminal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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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skill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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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ffectively
 

enhance
 

n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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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ctical
 

nursing
 

ability,
 

realize
 

d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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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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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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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use
 

of
 

the
 

system,
 

and
 

promote
 

management
 

level
 

of
 

specialty
 

nurs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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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1]明确

提出,要加强护理信息化建设,积极探索优化护理服

务流程和护理服务形式,使护理管理更加科学化、信
息化和专业化。2018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

布了《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2],
详细阐述了推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融合发展的

7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包括加强“互联网+”医学教

育和科普服务。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
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现代科技正

通过改变传统寻医问诊方式,重塑医疗服务新业态。
其中计算机信息系统为护理管理带来益处与提升,一
系列基于信息系统的软件被开发并应用于日常护理

质量管理与监测[3-5]。基于这些信息系统,护理管理

者能够实时收集到质量管理需要的各类数据并快捷

完成统计分析。本研究整合原有的眼耳鼻喉科专科

护理技术操作标准及流程等资源,基于现有护理信息

系统平台(医惠护理管理系统)进行功能升级,构建基

于多终端(PC端、PAD端、手机App端)的“护理部-
护理技术管理小组-护士长”三级专科护理技术管理

功能模块,应用于临床护理教育及实践,不断提升护

理质量,提高护理管理水平。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为1所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汾阳

院区实际开放床位374张,护士337人。选取我院汾阳

院区2017年6月至2018年5月264名护士应用传统

专科护理技术管理模式,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

261名护士应用基于多终端信息系统的眼耳鼻喉科专

科技术管理模式。入选标准:临床一线护士,需参加专

科护理技术培训及考核;排除病假、产假或事假等不在

岗的护士。
1.2 管理方法

1.2.1 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端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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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开发

2018年始,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

端(PC端、PAD端、手机App端)信息系统由我院护

理部联合上海医惠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在开发

及试用过程中以解决临床护士的护理技术管理问题

为导向,重点关注如何进行护士的各级培训、考核和

管理,提升护士的专科护理水平,提高护理管理水平。
根据临床科室的实际应用对上述目标实现情况及护

士对各终端的可操作性、便利性等反馈,不断完善该

系统。
1.2.1.1 多终端信息系统设计 组建包括信息人员

在内的研发小组和专家小组。研发小组由1名研究

者、2名护理研究生、1名护士长、1名高年资护士和1
名信息工程师共6人组成,负责终端设计。专家小组

由6名院内外护理管理人员、信息工程师和工作10
年以上的一线临床护士组成,负责审核评议多终端信

息系统设计初稿。参阅国内外文献及指南,形成包括

多终端的后台管理模块(护理部管理员端)、业务系统

模块(护理技术管理小组端)、业务系统模块(护士长

端)三级管理模块初稿。经两轮专家小组会议,从政

策依据、实用性、可行性、便利性等对初稿进行评判、
修改,形成多终端信息系统设计修订稿,交由计算机

专业人员研发使用。
1.2.1.2 系统技术架构 利用现有的护理管理系统

进行升级开发:该系统采用Asp.net
 

MVC技术框架,
基于Razor的语法解析器,数据层使用Ibatis.NET
框架。该系统能在院内局域网和院外网络下运行,并
在最初PC端数据读取模式下开发升级移动护理管

理系统,即支持PAD端和手机 App终端的信息共

享,三者平行运行。拟在原有护理管理系统中开发完

成专科护理技术信息化系统管理功能模块,形成多终

端的专科技术操作“护理部-护理技术管理小组-护

士长”三级管理模式,实现专科技术视频、文字、标准

等信息上传下载,考核成绩录入等功能。
1.2.1.3 系统模块及功能 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

端信息系统包含后台管理模块、业务系统模块护理技

术管理小组端、业务系统模块护士长端三级管理模

块。模式具体运行方式:①后台管理模块即护理部管

理员端。此模块主要管理整个系统的运行并进行数

据处理,包括“护理质量控制”“护理教育管理”“统计

分析”“参数维护”等功能。“护理质量控制”功能可实

现护理操作技术的质量控制,可直接查询每月护理技

术管理小组质控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及次月跟踪反馈

内容。“护理教育管理”功能可实现操作培训的组织

及考核成绩管理,使用者直接查询相关操作记录及各

层级护士临床护理技术考核成绩。“统计分析”功能

可实现质量检查情况分析,汇总三级护理质控管理模

式中出现的质量问题并进行相关分析。参数维护包

括各类护理质量检查标准、专科护理技术考核标准及

操作视频等。护理部负责后台维护。目前已完成20
项护理质量检查标准、28项眼科专科操作、22项耳鼻

喉科专科操作、5项急诊操作及42项手术室专科操

作等内容的维护。②业务系统模块护理技术管理小

组端。此模块可在多终端(PC端、PAD端、手机App
端)运行,主要功能有“操作考核”“教育培训”,其中

“操作考核”功能可实现全院各科室、各能级护士进行

不同类型的临床护理技术的无纸化考核及计分;“教
育培训”功能可实现全院临床护士参与专科护理技术

线上培训,且电子化签到、考勤管理智能化。③业务

系统模块护士长端。该模块可在多终端运行,有“操
作考核”“教育培训”“资源下载”等功能。前两者与护

理技术管理小组端类似,“资源下载”功能可实现各类

护理质量检查标准、专科技术操作考核标准及操作视

频等内容的共享,便于科室考核和碎片化学习。
1.2.2 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端信息系统的应用 
①护理部:统一制定并发布专科护理技术操作规范

(视频、标准、流程),定期组织培训和考核,督查部门

的培训完成情况,通过信息系统完成护理技术管理

(护理部层面)各类资料录入,监控系统内数据。②护

理技术管理小组:落实护理部各项培训及考核细则,
定期组织线上线下的答疑活动,通过信息系统完成护

理技术管理(小组层面)各类资料录入,向上汇报护理

部,向下反馈部门护士长。③护士长:组织并落实部

门层面各类技术培训及考核工作,通过信息系统完成

护理技术管理(部门层面)各类资料录入,向上汇报护

理技术管理小组,向下反馈护士。④护士:根据护理

部要求,自主选择任意终端的信息系统,完成每年护

理部规定的护理技术操作培训及考核,实现在线专科

护理技术操作视频学习、流程及评分表查看、考核成

绩查阅等功能。同时可多终端自由选择参与护理部

各类业务学习方式及时间。
1.3 评价方法 多终端信息系统应用前后收集以下

资料。①护士的护理技术考核达标率和能级进阶成

功率:护理部每年12月举行1次全院护士护理技术

考核,考核成绩≥85分为达标,护理技术考核达标率

(%)=(护理技术考核达标人数/考核总人数)×
100%。此外,护理部每年6月举行1次护士能级进

阶考试(如N0转N1、N1转N2、N2转N3等),要求

理论和临床操作能力均≥85分即为进阶成功,护士

能级进阶成功率(%)=(能级进阶成功人数/进阶总

人数)×100%。②护士满意度:采用护士执业环境测

评表[6]评价,每年应用在线问卷调查方式对全院护士

进行执业环境(含在职培训模式评价)满意度测评和

结果分析。该测评表相关条目得分越高,说明护士对

在职培训相应管理模式越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行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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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数据分

析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构成比、率进行描述,数据

分析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应用前后护理技术实践考核达标率和护士能级

进阶成功率比较 见表1。
表1 应用前后护士护理技术考核达标率和

能级进阶成功率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护理技术考核达标 能级进阶成功

应用前 264 219(82.95) 213(80.68)
应用后 261 251(96.17) 241(92.34)
χ2 24.435 15.245
P 0.000 0.000

2.2 应用前后护士满意度比较 多终端信息系统应

用前 护 士 满 意 度 (84.46±4.24)分,应 用 后 为

(90.67±2.33)分,应用前后比较,t=20.764,P=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 应用多终端信息系统提升了护士专科护理技术

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强护理信息化管理越

来越受到医院管理层的关注[7]。在大数据时代下,构
建高效创新的护理信息化管理模式势在必行[8-9]。护

理管理信息系统是医院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能快

速收集、大量储存、灵活处理和检索显示所需的动态

数据资料,可以为护理部和科室质控运行提供全面和

自动化的管理与服务[10]。但目前我国护理管理信息

系统开发水平参差不齐,应用效果不尽如人意[11]。
我院护理部开发的“护理部-护理技术管理小组-护

士长”三级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端信息系统,应用

于临床护理教育培训及实践证明,对护士专科操作技

术培训效果显著,护士的护理技术实践考核达标率和

能级进阶成功率显著提高(均P<0.01)。这与国内

目前护士临床操作培训的核心理念相符,认为常用的

护理技术训练视频对护理教学具有积极作用[12]。护

士可根据需求有选择性地、重复性地播放操作视频并

不断强化训练,从而提升专科护理技术水平。与此同

时护士的绩效考核均与能级相匹配,这也进一步提高

了护士工作的积极性。
3.2 护士对多终端信息系统总体满意 表2显示,
护士对专科护理技术管理多终端信息系统的使用满

意程度较应用前提高,认为灵活自主的学习考核方式

顺应现代快节奏工作生活。在临床实际中,各类护理

技术培训及考核工作渗透至各个工作环节与班次,传
统的统一培训或科室带教老师培训考核模式,对受训

护士个体化需求照顾不足,因此造成临床护士的不满

意;而新的模式解决了这一矛盾,显著提升了护士满

意度。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开发眼耳鼻喉科专科护理技术管理

多终端信息系统并应用于临床实践,可有效提高护士

的护理技术考核达标率和能级进阶成功率;同时系统

操作便捷,帮助护理管理者科学、有效地对护士进行

各级培训、考核和管理,缩短相应工作时间,提升护理

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和对护士的规范化管理。但是,专
科医院相对于综合医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如专科

划分较细,理论及操作内容专科性强,临床所需各项

专科能力是学生在校阶段几乎没有接触过的。与此

同时,教育培训模块的及时追踪和维护耗费人力时间

过多,仍需进一步解决。今后将根据实际应用的经

验,继续致力于多终端信息系统管理模式的完善和提

升,提高护士培训效率和护理管理质量,推进眼耳鼻

喉科医院护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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