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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构建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个人数字助理"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方法
!

采用
M14

3

79

法!选择

护理管理'临床护理专家及医疗信息化专家
"'

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
+

轮专家意见函询&结果
!

经过
+

轮函

询!构建了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包括一级指标
"

项'二级指标
&

项!三级指标
"*

项&结论
!

通过
M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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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法构建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能为医院对
FM-

的选择和实施提供科学'可靠的

筛选指标!对进一步研究
FM-

在临床工作中应用的功能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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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

%

!

1?: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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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卫生保健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庞大的信息数

据急需新方法来处理#并对临床一线工作人员提供最新临床知

识的快速访问通道*

!

+

)个人数字助理$

FM-

&.掌上电脑或便携

式电脑正成为重要的临床工具*

".+

+

)

"%%"

年北京协和医院开

始在呼吸科试行使用临床移动护理信息系统#为
FM-

进入临

床医疗系统拉开了序幕)然而#

FM-

是否可以提高护理沟通

效率.减少记录.为临床决策提供支持系统#临床一线的护理人

员又是如何评价这一新技术#却少有专项研究和文献报道#更

多的是对
FM-

功能的描述性研究*

'.&

+

#关于临床一线护理人员

对使用
FM-

的态度的研究比较罕见)本研究拟运用
M14

3

79

法筛选护理人员对
FM-

临床应用态度的评价指标*

$

+

#为下一

步调研护理人员在临床使用
FM-

的效果提供参考依据#为本

院
FM-

的成功实施与推广提出改进意见)

$

!

资料与方法

$#$

!

成立
M14

3

79

函询协调小组
!

采用
M14

3

79

法#在本院抽选

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

!

名.护士长$副主任护师&

!

名.临床护

理专家$主管护师&

"

名.护理研究生$护师&

!

名.统计学专家
!

名及
W/

工程师
"

名组成协调小组)负责拟定函询主题.编制

函询表#确定函询专家和对专家函询结果进行统计处理)

$#/

!

确定专家组成员
!

根据研究目的#选择已经使用
FM-

的

三级甲等医院的护理部主任或护士长#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四

川的
&

所三级甲等医院的
"!

名护理专家和
+

名从事医疗信息

化研究专家组成函询专家组#并在以后的
+

轮专家函询中保证

专家的稳定性)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本科以上学

历#

!%

年以上本专业工作经验)

$#'

!

专家函询过程

$#'#$

!

第
!

轮专家函询
!

第
!

轮函询表主要介绍本研究背

景.目的和意义#通过开放式提问由专家评估和预测临床护士

对使用
FM-

态度的评价项目)通过第
!

轮专家函询初步确定

护理人员对
FM-

在临床使用中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

项一级

指标$临床护理工作评价和
FM-

设备评价&#

&

项二级指标$工

作流程.服务品质.医疗成本.内容设计.设备.解决问题&和
+!

项三级指标)

$#'#/

!

第
"

.

+

轮专家函询
!

通过第
!

轮专家函询#协调小组

拟定出函询表#并分
"

部分#第
!

部分为专家基本情况#第
"

部

分即问卷主体#包括
(

部分#即备选指标.指标合适度.专家对

该问题的熟悉程度.判断的主要依据及意见)通过每一轮专家

对函询表中所列的各项指标给予的打分和评价进行统计分析#

修改函询表后进行下一轮函询#整个过程实现专家和协调小组

的互动#直到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专家意见趋于一致#结束函询)

$#1

!

资料分析方法

$#1#$

!

指标合适度.熟悉程度.判断依据的量化
!

备选指标合

适度采用
V9a156(

分法计分#

(

分为非常同意.

'

分为同意.

+

分

为没意见.

"

分为不同意.

!

分为非常不同意)考虑到每位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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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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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领域的权威性#需了解专家对每个指标的熟悉程度和判

断依据#熟悉程度分为
&

个等级!很不熟悉.较不熟悉.一般熟

悉.较熟悉.熟悉.很熟悉#熟悉程度系数分别是
%#%

.

%#"

.

%#'

.

%#&

.

%#)

.

!#%

)判断依据按常规分为实践经验.理论分析.国内

外研究的了解.直觉选择
'

类#影响程度分为大.中.小#分别赋

予不同量化值$表
!

&)

表
!

!

判断依据及其影响程度难度系数量化表

判断依据
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大 中 小

理论分析
%#+ %#" %#!

实践经验
%#( %#' %#+

国内外同行的了解
%#! %#! %#!

直觉
%#! %#! %#!

$#1#/

!

相关统计指标的分析方法
!

描述性分析用频数.构成

比.率表示%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回收率表示%专家意见集中程

度用指标评价均数表示%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用协调系数表

示)资料统计处理利用
YFYY!$#%

统计软件)均数比较采用
6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H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1#'

!

指标筛选
!

由协调小组根据各指标专家意见集中程

度#协调程度#同时结合专家对各指标意见#进行综合考虑做出

筛选)

/

!

结
!!

果

/#$

!

调查表的回收情况
!

第
!

"

+

轮函询分别发出调查表

"'

.

"%

.

!$

份#分别回收有效调查表
"%

.

!$

.

!(

份#有效回收率

分别为
)+#++,

.

)(#%%,

和
))#"',

)

/#/

!

函询专家的基本情况
!

年龄
'%

"

($

岁#平均$

')#+h

(#)

&岁%工作年限
"%

"

+)

年#平均$

"$#+h&#&

&年#其中工作年

限
"%

"

"*

年者
!+

人$

('#!$,

&#

+%

"

+)

年者
!!

人$

'(#)+,

&%

学历!本科
!$

人$

$%#)+,

&#硕士
$

人$

"*#!$,

&%职务!行政职

务
)

人$

++#++,

&#护士长
!%

人$

'!#&$,

&#无职务人员
&

人

$

"(#%%,

&%专业领域!护理管理
!(

人$

&"#(%,

&#临床护理
&

人$

"(#%%,

&#信息技术领域
+

人$

!"#(%,

&%职称!高级职称
+

人$

!"#(%,

&#副高级职称
!+

人$

('#!$,

&#中级职称
)

人

$

++#++,

&)

/#'

!

专家权威程度
!

专家权威程度用
Z5

表示#其由
"

个因素

决定#一个是专家对方案作出判断的依据#用
Z:

表示%另一个

是专家对问题的熟悉程度#用
Z=

表示)

Z5i

$

Z:dZ=

&"

"

)专

家对评价指标的权威程度见表
"

)各指标专家权威程度均在

%#)

以上#权威程度较高)

表
"

!

专家权威程度统计表

指标名称
Z: Z= Z5

工作流程
%#)"+! %#$*(& %#)%*'

服务品质
%#)'&) %#$)$" %#)!$%

医疗成本
%#*"%! %#*!&& %#*!)'

内容设计
%#)&"( %#)$(+ %#)&)*

设备
%#)&'+ %#)+'$ %#)'*(

解决问题
%#*!)* %#)"*! %#)$'%

平均值
%#)$"& %#)+*) %#)(&"

/#1

!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
!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通过计算该指标

均数$专家评分的算术平均数&来反映)均数越大说明该指标

重要性越高)第
!

轮函询均数最小值为
"#(+)

分#最大值

'#$!"

分#平均
'#%!&

分%第
"

轮函询均数最小值为
"#$+'

分#

最大值为
'#$))

分#平均
'#!&"

分%第
+

轮函询均数最小值为

+#!+(

分#最大值为
'#)!!

分#平均
'#"!"

分)经过
+

轮函询#

指标均数增大#专家意见集中程度有所增加)

/#2

!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协调系数#

其反映的是全部专家对全部指标的协调程度#用
R

表示#其范

围在
%

"

!

之间#

R

值越大#表示协调程度越高)本研究中#

+

轮函询协调系数结果#见表
+

)第
+

轮函询结果协调系数
R

为

%#+*$

#高于前面
"

轮函询#说明专家评估意见协调性好#结果

可取)

表
+

!

+

轮函询专家意见协调系数

函询 指标个数$

%

&

R

(

"

H

第一轮
'! %#"!! (&#")

$

%#%(

第二轮
+( %#"'$ &'#('

$

%#%!

第三轮
+% %#+*$ *(#&*

$

%#%%!

/#)

!

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的确立
!

经

过
+

轮函询#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后#按照预先拟定好的指标

筛选方案#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见

表
'

)

表
'

!

护理人员对临床使用
FM-

的态度评价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临床护理工作评价 作业流程 可以减少护士每日在病区的步行时间

可以控制用药医嘱的正确性

可以简化执行护理操作流程

可以简化办理出.入院流程

可以简化/三查七对0流程

可以简化护理各项评估流程

服务品质 可以提高查询患者相关资料的速度

可以提高患者资料的完整性

可以降低重复誊写可能造成的错误

可以提升护士执行医嘱的正确性

可以提升护士与患者的沟通交流

可以降低间接护理时数

医疗成本 可以降低书写时间

可以简化书写流程和步骤

可以降低医生与护士之间书写沟通联络工作

可以降低人力需求

可以减少护士操作时间

可以减少使用纸张

FM-

设备评价 内容设计 界面容易操作

设计内容维护简单

执行医嘱系统符合临床需求

系统稳定

流程简单方便#易于操作执行

设备
FM-

画面清楚

FM-

机器维护简单

FM-

响应速度快

FM-

携带方便

解决问题 对异常情况处理到位

对异常情况处理速度快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BS18Z49<

!

X>60B15"%!(

!

U0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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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专家的选择是
M14

3

79

法成败的关键)目前我国使用
FM-

的医院并不多#且大多处于试用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基本选

择了全国
FM-

使用情况相对较好$非试用阶段&的
&

家三甲医

院#因此区域较分散#涵盖
+

个省市#专家知识结构层次较高#

在相应的专业领域工作时间较长#多位专家还全程参与了本院

的
FM-

实施过程#并有对
FM-

研究的重点科研项目课题)本

研究采用专家自我评价对指标的熟悉程度和主要判断依据对

专家的影响程度来评价专家的权威程度#结果专家对各项指标

的权威系数均在
%#)

以上)说明专家的参与是建立在实践经

验和理论基础上的)

+

轮函询后#专家观点较为一致#意见较为集中#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预测过程结束)

+

轮函询总体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

%#"'"

.

%#")"

和
%#"))

#第
+

轮函询的专家意见协调系数明显

高于前
"

轮#说明专家意见协调性好#预测结果可取)

第
!

轮函询#专家对临床护理工作评价指标中#/工作流

程0/服务品质0/医疗成本0

+

项的内容变异较大#主要意见是

项目有重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调整和删减)经第
"

轮函询

后#指标意见初步统一#部分表述语言不一致#如服务品质中

/可以提升护士对患者健康教育0一项#有
!&

名专家认为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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