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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南京地区护理质量标准化 

信息化体系的建议 

 

南京护理学会 

 

质量安全是医疗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护理工作的生命线。提

高护士服务能力，提升护理质量安全，是“十三五”护理事业发展

改革的重要任务。然而，我国相关护理质量标准化的构建尚处于

初级阶段，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护理能力和水平

发展不均，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一定程度上给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带来威胁。2019年发生的“疫苗过期事件”、“新生儿感染死亡

事件”令人痛心，这些事件的发生均暴露出了行业质量标准不健

全、安全环节监控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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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南京市一号文中明确提出：组织推进生命健康科技专

项，推动生命健康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

在进行护理质量管理标准变革的基础上，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快速发展推动着护理管理模式的变革，构建横到边、纵到底

的护理质量标准化、信息化体系是保障临床医疗护理安全的基

石。 

一、国内护理质量标准化、信息化发展现状 

2015年 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

规划（2016-2020）》，这是我国标准化领域第一个国家专项规划,

明确了包括医疗护理在内的标准化建设目标。2019 年，中华护理

学会发布了包括成人癌性疼痛护理、住院患者身体约束护理等 9

项护理团体标准，为专科护理标准化工作提供了行业指引。国家

卫健委“国家护理质量数据平台”运行 5 年后，发布了护理专业医

疗质量控制指标（2020 版），明确了 12 个护理质量相关标准，

提出了采用信息化手段收集、分析和反馈质量指标，促进护理质

量标准化、信息化的发展。 

《江苏省“十三五”护理事业发展规划》中明确将专科标准化建

设作为工作任务，提出了制定疾病护理质量评价标准、专项护理

技术质量评价标准，推进专科护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目标。 

我们调查了南京及周边二级及以上 48 家医疗卫生机构护理

质量标准化、信息化构建情况，针对这些现状以江苏省中医院为

试点单位，开展了“横到边，纵到底”的标准化护理质量管理体系

的研究与探索。 

二、南京市护理质量标准化、信息化现状 

1.各级医疗机构缺乏统一规范的护理质量标准 

调查显示，全市医疗机构中，普遍存在标准不明确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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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3%医疗机构没有建立标准化的流程，81%的护理管理者表明

护理质量标准不明确、内容与实际工作有脱节，这说明南京市需

要统一护理质量标准，尤其需要关注高危诊疗区域、高警示药品

及急救仪器设备等方面，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医疗安全。 

（1）南京地区各家医院不断优化各自医院就诊流程，但均

根据医院自身条件进行本土化调整，急诊就诊流程尚不统一，造

成人民群众在不同医院急诊科就诊时存在困惑、就诊时间延长、

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2）近几年各医疗机构开始在医院内部推行高警示药品管

理制度与模式，但因不同机构的层次水平不同，其管理水平不

一，尤其是二三级社区医院差异明显。如药品品种及基数过多、

药名及储存要求与说明书不符（通用名、商品名、别名混淆）；

未实行专人管理和专柜储存；未实行批号管理，当发生不良反应

／事件时无法溯源；这些环节均存在安全隐患。 

（3）急救仪器是医院抢救急危重患者的重要工具，然而实

际临床工作中急救仪器使用不良事件却时有发生。目前市面急救

仪器种类繁多、更新换代频繁，仅心电监护仪品牌型号多达百余

种，虽然 2019年中国医院协会发布了关于医疗保障医疗设备的团

体标准，但是各家医院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和评价体系，存在安

全隐患，给临床医护人员增加压力。  

  2.护理质量标准的管理与实施缺乏信息化支撑 

我省“十三五”规划中提出 100%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实现护理管

理信息化（覆盖队伍、岗位、质量、安全等全环节、全过程）的

预期性目标。然而调查数据显示，68%的调查者认为质量安全管

理费时费力，35%的医疗机构护理标准管理缺少信息化支持，仍

有不少医院仍采用纸质检查表进行现场普查或抽查，再通过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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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费时费力，不仅没有提高护士的工

作效率，还无形中增加了护士的工作量。南京市质控中心无法通

过信息化手段掌握各家医疗机构的质量管理现状及客观数据。 

三、几点建议 

结合我市的医院特点，把握实际的急救、诊疗、护理需求，

建议如下： 

1.科学设置医院护理质量关键陈设标准 

（1）高危诊疗区域标准化。依托南京市质控中心对不同等

级医院急诊中心进行规范，设置统一的功能区域（如复苏间、洗

胃间、预检分诊），按照区域的功能配备标准化的物资，同时对

抢救车内药品、物资进行统一管理，达到有效利用空间、提高抢

救效率、保障患者安全。 

（2）高警示药品标准化。成立南京市安全用药管理委员

会，设立高警示药品管理架构，调整高警示药品目录并缩小目录

范围，定期更新；实现高警示药品专人管理，对高警示药品设置

合理警示标识、实行专柜储存。 

（3）急救仪器设备标准化。 政府应科学设置基本急救仪器

种类型号遴选机制，尝试建立全市统一的急救仪器品录。 

2.进一步完善护理质量关键环节管理流程 

（1）急救流程管理标准化。实行 120 危重患者接诊-危重患

者救治-安全转运一体化的救治运行体制,以保证急诊绿色通道的

快速高效运行。 

（2）高警示药品管理标准化。相关卫生部门制定和颁布高

警示药品管理政策法规。高警示药品管理应同麻、精药品管理一

样，由国家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相应政策和管理办法，强制要求医

疗机构执行，引起医务人员重视，从根本上解决高警示药品管理



 

—5— 

问题。 

（3）急救仪器管理标准化。建立我市统一的急救仪器管理

标准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实时更新各类急救仪器的标准化操作流

程和应急预案，方便各层级医院医护人员临床使用，提高急危重

症患者的抢救效能。 

3.尝试构建护理标准的信息化体系 

建议由政府部门牵头完善信息系统，尝试构建南京市护理质

量信息管理平台，建立数据库，达到信息共享，促进质量改进。

具体措施可包含以下三点： 

（1）建立南京市各级医院相关护理质量标准的查询平台，

构建标准数据库，定期更新维护，达到护理质量标准的实时共

享。 

（2）组织南京市各级医疗机构尝试上报护理质量管理相关

数据，利用大数据资源对区域内各医院的护理质量进行评价和比

较。 

（3）利用信息系统对高警示药品实施标准化监管、实现急

救资源的实时调配和监测，达到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护理质量过

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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