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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护理信息学研究热点的共词聚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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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我国2000年以来护理信息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为护理信息学的发展及未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系统检索并筛选

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以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录的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文献,限定检索时间为2000年1月至2021年9
月。利用Bicomb2.0软件统计相关研究文献中的高频关键词,采用SPSS25.0软件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树状图,进行共词聚

类分析。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3
 

644篇,提取35个高频关键词。共词聚类分析得到7个研究热点,分别是信息技术在护理教育

中的应用、移动护理在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中应用的满意度、电子护理病历在ICU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手术室护理安全的信

息化管理、护士/护生信息素养及影响因素、标准化护理术语在社区护理中的应用以及糖尿病患者的远程延续性护理。结论
 

近20
年来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散性的特点,未来应积极在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化护理信息学的发展方向,汲取

有益经验,为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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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nursing
 

informatics
 

since
 

2000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in
 

nursing
 

informatics.
 

Methods
 

Literature
 

on
  

nursing
 

informatics
 

was
 

searched
 

in
 

CNKI,Wan
 

Fang,VIP
 

and
 

CBM
 

database
 

from
 

January
 

2000
 

to
 

September
 

2021.
 

The
 

Bicomb
 

2.0
 

software
 

was
 

used
 

for
 

bibliometric
 

analysis,
 

and
 

SPSS25.0
 

software
 

was
 

used
 

to
 

generate
 

tree
 

graph
 

in
 

high
 

frequency
 

key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3644
 

rele-
vant

 

references
 

were
 

obtained,
 

and
 

35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were
 

extracted.
 

Seven
 

research
 

hotspots
 

were
 

obtained
 

by
 

co-word
 

clustering
 

analysis: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nursing
 

education,
 

satisfaction
 

of
 

mobile
 

nursing
 

in
 

clinical
 

nursing
 

and
 

nurs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nursing
 

records
 

in
 

ICU
 

nursing
 

quality
 

management,
 

informatization
 

management
 

of
 

nursing
 

safety
 

in
 

operating
 

room,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nurses/nursing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pplication
 

of
 

stan-
dardized

 

nursing
 

terminology
 

in
 

community
 

nursing,
 

and
 

remote
 

continuing
 

nursing
 

care
 

for
 

diabetic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re-
search

 

of
 

nursing
 

informatics
 

in
 

China
 

in
 

recent
 

20
 

years
 

has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ized
 

nursing
 

information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draw
 

on
 

excel-
lent

 

experienc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nursing
 

pract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nursing
 

informatics
 

in
 

Chi-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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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信息学是一门整合护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

信息科学的新兴交叉学科,辅助护理数据、信息和知

识的处理和管理,支持护理实践和保健服务[1],是未

来护理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护理信息学有利

于护理行业朝现代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信息技术和

智能设备的应用能够改进传统护理工作模式,提高临

床护理工作质量;优化护理管理流程,促进科学决策。
此外,护理信息学还具有提升成本效益的作用[2],进
而推动护理学科的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

始关注这一领域,而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的研究与发

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为了解我国护理信息

学的研究现状及热点,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对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进行共词聚类分析,梳理其研

究热点,为护理信息学的发展和未来相关研究的开展

提供借鉴和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以护理信息学、信息护

士、电子护理病历、护理电子健康档案、远程护理、护
理信息系统、远程信息护理、护理信息技术、护理信息

化、护理信息能力、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等为检索词,限
定文献发表时间为2000年1月至2021年9月,共检

索到相关文献7
 

501篇。纳入标准:主题为护理信息

学的相关文献。排除标准:重复发表文献;会议、标
准、成果、报纸等类型文献;国外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

文献。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均由2名研究人员共同

完成,2名研究者存在分歧时通过共同商议解决,如
仍有疑问,咨询第3位研究者做出决策,直到达成共

识。最终纳入相关文献3
 

644篇。以自定义文本格

式提取题目、关键词、作者、作者单位、期刊等文献相

关信息。

1.2 方法 利用Bicomb
 

2.0软件对纳入的3
 

644篇

文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分析和统计,将同一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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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进行合并与规范化处理,按出现频次降序排

列,结合专业知识选取近年来我国护理信息学领域的

高频关键词,统计高频关键词出现的频次、百分比和

累积百分比。使用Bicomb
 

2.0软件生成高频关键词

词篇矩阵,将词篇矩阵导入SPSS
 

25.0软件进行聚类

分析,生成关键词共词聚类树状结构图。
2 结果

2.1 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 对纳入的3
 

644篇文献

的关键词进行同义词、近义词合并处理后共得到

3
 

789个关键词。根据关键词的高频低频词分界公

式[3]:T=
1
2×

(-1+ 1+8I1)对高频关键词进行统

计。其中,I1 是词频为1的关键词数量(I1=2836);
T 是高频、低频词频临界值,依据公式计算得出T=
74.81,即出现频次>74的关键词为高频关键词,获
得高频关键词22个,累计频次5

 

840次,累计百分比

42.59%,结合本次研究的主题,22个关键词难以全

面反应护理信息学的相关研究现状,因此将高频关键

词界定为频次≥50次,共得35个高频关键词,累计

频次6
 

569次,累计百分比48.13%(表1)。
表1 护理信息学相关文献的高频关键词

序号 高频关键词 频次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 护理信息学 871 6.35 6.35
2 临床护理工作 558 4.07 10.42
3 护理教育 544 3.97 14.39
4 医院信息系统 525 3.83 18.22
5 护理管理 474 3.46 21.68
6 PDA/移动护士工作站 337 2.46 24.13
7 实践应用 303 2.21 26.34
8 电子护理病历 259 1.89 28.23
9 信息化护理教育 219 1.60 29.83
10 远程护理 200 1.46 31.29
11 护士 188 1.37 32.66
12 护理信息系统 182 1.33 33.99
13 护理质量管理 174 1.27 35.26
14 护理质量 155 1.13 36.39
15 护理文书 129 0.94 37.33
16 护理信息化管理 126 0.92 38.25
17 移动护理 116 0.85 39.09
18 护理信息素养 113 0.82 39.92
19 延续性护理 113 0.82 40.74
20 护理满意度 99 0.72 41.46
21 护生 80 0.58 42.05
22 优质护理 75 0.55 42.59
23 标准化护理术语 70 0.51 43.10
24 医院 70 0.51 43.61
25 护理工作站 68 0.50 44.11
26 不良护理事件 67 0.49 44.60
27 家庭护理 61 0.44 45.04
28 计算机技术 59 0.43 45.47
29 老年护理 54 0.39 45.86
30 远程医学 54 0.39 46.26
31 压力性损伤 52 0.38 46.64
32 糖尿病 52 0.38 47.02
33 手术室护理 51 0.37 47.39
34 ICU 51 0.37 47.76
35 影响因素 50 0.36 48.13

2.2 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出现频次≥50次的
关键词生成聚类树状结构图,如图1(图中横轴数值
代表聚类标定距离,纵轴数值代表高频关键词序号)。

树状结构图中,横坐标聚类标定距离表示两个关键词
之间的平均距离,反映二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距离越
小,关键词内涵越接近,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
越多,反映的主题越一致[4]。结合所得聚类结果及相
关专业知识,将近年来护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聚为7
类:信息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关键词序号:3、9、
1、7、24、12、25);移动护理在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中
应用的满意度(关键词序号:4、5、2、6、17、20、28);电
子护理病历在ICU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关键词
序号:8、15、13、14、34);手术室护理安全的信息化管
理(关键词序号:16、33、26);护士/护生信息素养及影
响因素(关键词序号:11、18、21、35、22);标准化护理
术语在社区护理中的应用(关键词序号:23、27、29、
31);糖尿病患者的远程延续性护理(关键词序号:10、
32、19、30)。

图1 我国护理信息学研究高频关键词共词聚类树状结构图

3 讨论

3.1 高频关键词分析 通过高频关键词统计分析发

现,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文献关键词出现最多、最频

繁的是“护理信息学”,除此之外,临床护理工作、护理

教育、医院信息系统、护理管理、PDA/移动护士工作

站、电子护理病历、信息化护理教育、远程护理等词出

现频次也较高,提示近年来我国护理信息学相关的研

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临床护理、护理教育、护理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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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护理管理、移动护理以及远程护理等方面。近些

年,随着医院信息系统的逐步完善和信息化建设力度

的加大,有关压力性损伤、糖尿病、手术室及ICU等

专科护理信息系统的研究也逐渐凸显出特色和优势。
从高频关键词的分布来说,近20年来我国的护理信

息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散性的特点。
3.2 研究热点分析

3.2.1 信息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我国的信息

化护理教育主要应用于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各学历

层次的护理教育以及在职成人护理教育。教育部《教
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年)》[5]中提出

“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此背景

下各高校开启护理教育信息化改革,由传统的先教后

学逐步转向先学后教,教学模式、教育资源等方面也

发生了改变。后疫情时代,信息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

应用更加普遍,借力5G网络技术,搭建智慧教育平

台或学习通平台,为护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新颖、
更高效的教学方式[6-7]。相关研究显示,信息化教学

能够显著提高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

以及人文关怀能力(P<0.05)[8]。此外,信息化教学

对在职护士的再教育有得天独厚的作用,能够解决在

职护士工作负荷重,工作时间较为特殊的问题,满足

不同学历层次护士的继续教育需求。信息技术在护

理教育中的应用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重视信息

化平台建设而轻视专业内容建设、强调技能培养而忽

视人文教育、重就业率而轻发展力等问题[9]。因此,
未来应加大各方支持,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新政,普及

信息化技术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进一步加强护理信

息学相关课程设置,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

法,推进我国护理教育工作朝信息化方向发展。
3.2.2 移动护理和远程延续性护理的应用 本研究

结果显示,移动护理在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中应用的

满意度是我国护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移动护理主

要通过个人数字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和移动护士工作站的形式实现[10]。研究显示,
护士对PDA的自动识别患者身份、护理安全事故提

醒和护理文书书写等功能满意度高;而对其数据传输

速度、网 络 稳 定 性、电 池 续 航 能 力 等 方 面 不 太 满

意[11]。李森等[12]将移动护士工作站与PDA在床边

护理中联合应用,其便捷性、时效性和准确性等深受

护士认可。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慧病房[13]建设能

够缓解应用移动设备时出现的信号延迟、软件卡顿等

现象,提高护士的工作效率与工作满意度。在护理管

理方面,应用移动护理信息系统或平台进行护士人力

资源的弹性调配和绩效考核,使护士工作效率更高、
利益分配更加公平,调动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14-15]。

聚类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患者的远程延续性护

理是我国护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糖尿病患者的护

理多居家进行,远程延续性护理能有效缓解糖尿病患

者从医院到家庭护理干预的脱节,其主要实现形式是

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专业管理软件等进行数据的上

传、反馈,以及防治措施的推送,从而实现实时血糖监

测和健康管理。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和新技术革

命兴起,糖尿病患者的远程延续性护理实现形式日益

丰富,“互联网+护理服务”政策的出台使糖尿病患者

足不出户享受专业化护理服务变得更加便捷,基于

5G移动网络、物联网等的护理类可穿戴设备、移动终

端[16]也能为糖尿病患者提供有效的健康管理服务。
3.2.3 ICU、手术室的护理信息化管理 随着医院

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ICU、手术室等专科领域的护

理信息化管理日趋成熟,成为护理信息学的研究热点

之一。ICU患者病情变化快,监护设备产生的数据能

否及时、准确地采集并应用于临床实践是救治危重患

者的关键,因此,ICU护理信息化管理的热点之一就

是电子护理病历的应用。电子护理病历是护理文书

的一种基于信息系统的记录形式,包含患者的基本信

息、病情记录、医嘱执行和抢救措施等[17-18],它可以减

少护士手工书写病历所耗时间,大大提高护士的工作

效率和护理质量。目前国内电子护理病历的开发仍

有较大发展空间。首先,重症监护信息系统只能记录

固定时间点上的数据,未能依托信息化优势动态反映

患者病情。其次,电子护理病历的开发多样式、多架

构并存,缺乏标准化管理[19],传递共享困难,未来应

注重标准化护理术语在电子护理病历中的开发和应

用[20]。另外,护理记录内容重复率高、病历质量控制

方式滞后,重症监护信息系统与临床信息系统联通不

稳定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此外,手术室护理信息化管理也是研究热点之

一,手术室承担着临床各科室的手术任务和重症患者

的抢救工作[21],其护理质量直接影响到患者安全。
近年来医院管理者开始使用信息化技术来管理手术

室护理不良事件,主要是通过信息化管理平台、系统

或APP来检测、上报、分析手术过程中发生的压力性

损伤、跌倒等不良事件,保证患者手术安全。吕娜

等[22]研发的无缝式手术患者转运交接系统,全程监

测患者的转运信息并同步语音播报,优化了交接流

程,降低了术前患者交接过程中的护理不良事件的发

生率(P<0.01)。手术室护理信息化管理使得护理

不良事件由传统的结果控制转变为过程控制,有效提

高了护理质量,保障了患者救治安全性。
3.2.4 护士/护生信息素养现状及标准化护理术语

的应用 我国护理工作者信息素养教育相比国外起

步较晚,护理信息领域人才短缺。护士群体信息素养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获取、分析、运用信息的能力较

弱[23];护生信息意识较薄弱,缺少利用相关信息解决

问题的能力。研究显示[24],日常工作繁忙、信息意识

淡薄、医院信息环境欠佳、管理层对信息素养教育不

够重视等因素影响了护士的信息素养水平,而护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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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能力是应对竞争所需的技能之一[25],因此,管理者

应引导护士树立正确的信息价值观,制定相关信息素

养提升方案;护士应转变陈旧思维,把握学习机会,提
升信息素养。研究显示,护生的学历、年级、生源地、
计算机使用情况、实习情况等会影响其信息素养[26],
因此建议护理院校可以开设护理信息学相关课程,加
强高校护生信息能力培训,为我国护理信息学的发展

做好人才储备。
标准化护理术语的应用也是我国护理信息学研

究的热点之一。标准化护理术语是护理信息化建设

的基础,是护理信息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际公

认的标准化护理术语有12种[27],如奥马哈系统、临
床护理分类系统和最小数据集等。标准化护理术语

可以实现跨单位、跨地域、跨系统间的沟通,从而实现

护理信息共享[28]。有研究将标准化护理术语应用于

电子健康档案,并以此作为将护理数据整合到临床数

据库和大数据的基础[29],从而实现数据之间的共享

互通。我国目前尚缺乏统一的、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

护理术语体系[30],因此,未来应加快我国标准化护理

术语建设进程,加强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沟通交流,
吸收有益经验,但同时需要注意国家间存在的文化差

异,依据我国国情灵活变通,切忌生搬硬套。
4 小结

本研究将近20年来护理信息学相关研究热点进

行共词聚类分析,结合专业知识梳理出该领域的7个

研究热点,了解了我国护理信息学的研究现状,为其

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的护理

信息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和分散性的特点,未来应在

全球视野下探索本土化护理信息建设的方向,汲取经

验,促进护理信息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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