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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在消化外科临床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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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在消化外科临床护理中应用 PDA 的效果。方法 2022 年 3 月到 2023 年 3 月本院消化外科

收治的患者 100 例进行分析，其中 50 例分为研究组，采用 PDA 护理；另外 50 例分为参照组采用常规护理，统

计护理结果。结果 研究组护理缺陷发生率低于参照组，护理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PDA 在消化外

科临床护理中可减少护理缺陷发生率，并提高护理效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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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PDA in clinical nursing of digestiv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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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PDA in clinical nursing of digestive surgery. Methods 100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from March 2022 to March 2023 were analyzed. Among them, 5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received PDA nursing. The other 50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for routine nursing and statistical nursing result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defect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 nursing efficienc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PDA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defects and improve nursing efficiency in clinical nursing of 
digestive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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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移动护理终端（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

是实现医院现有信息管理系统向病房延伸和扩展的床

旁工作终端还执行系统的根本，也是移动护理信息系

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有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中，所

有的患者入院手续办理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腕带，

且上面附有二维码，将其作为患者住院期间识别身份

的标识。医生的医嘱下达完成后，将患者的身份标识

采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识别后，将医嘱信息二维码生

成[1]。责任护士了解医嘱后进行执行，在此期间，利用

医院覆盖的无线网络，对患者的身份及相关医嘱采用

PDA 进行详细的识别，执行人的关键信息由系统自动

录入。为了进一步分析临床护理工作中 PDA 的应用，

本研究选择部分患者在护理工作中融入 PDA 终端 ，
另一小组采用传统护理方法，统计相关结果后，对以

下报道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3 月-2023 年 3 月从本院消化外科患者中

选择 100 例分入 PDA 护理的研究组和常规护理的参照

组，各组 50 例患者。所有组患者的最小年龄 50 岁，

最大年龄 81 岁，平均（70.12±8.79）岁；资料之间存

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纳入参照组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采用常规护

理方法，患者接受治疗前，护理人员对信息进行人工

核对，在床旁对患者的腕带进行查看，了解患者的姓

名，并呼喊，得到家属或患者的肯定后，进行相关护

理操作，完成护理操作后，确认电子医嘱单，并执行。

护理人员执行配药和输液护理后，手动签字确认执行

单，之后进行电子确认。护理人员对医院制定的个人

护理工作量表进行手动填写，护士长于次月对所有护

理人员的工作量进行手动核算，并核算科室每月单项

护理操作完成情况，并核对科室护理工的总量，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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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的信息上传至护理部。 
纳入研究组的患者接受护理的过程中采用PDA终

端进行护理。明确责任护士并为其配备一台终端，护

理人员在进行护理操作前，对患者手腕带中的二维码

进行扫描，确认后执行护理操作。应用 PDA 终端对患

者的医嘱信息及个人信息进行核查，并了解执行人的

关系是否正确[2]。如果发现患者的个人信息和医嘱信息

有误，PDA 上会发出警示标，同时出现振动和提示音，

从而通过触觉、听觉和视觉进行提醒，确保护理工作

执行的准确性。对于实际执行人以及医嘱执行时间

PDA 可自动进行记录，同时医嘱的执行途径可通过系

统自动显示，便于对护理工作量进行再次核对，完成

相关统计。 
1.3 观察指标 
护理后对两组护理工作的缺陷发生例数进行统

计，并计算发生率，同时通过单项护理措施护患沟通

时间、工作量统计时间和护理工作量统计准确率对护

理工作效率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无论是计数资料 n（%），还是计量资料（x±s）；

均采用 SPSS 23.0 计算机软件统计和分析，数据记录后

分别进行检验，t 检验组间计量资料，计数资料使用 χ2

检验。（P＜0.05）说明比较后有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护理缺陷 
研究组护理缺陷明显低于参照组（P＜0.05），见

表 1。 
2.2 护理工作效率比较 
研究组工作效率高于参照组（P＜0.05），见表 2。 

表 1 比较两组护理缺陷（n/%） 

组别 例数 身份核对有误 输液漏签 护患纠纷 总计 

研究组 50 1 2 1 4（8.0%） 

参照组 50 4 13 4 21（42.0%） 

χ2     4.697 

P 值     ＜0.05 

表 2 比较 2 组护理工作效率（n/%） 

组别 例数 单项操作护患沟通时间（min） 工作量统计时间（h） 护理工作统计准确率（%） 

研究组 50 7.32±0.59 1.31±0.51 95.25±2.14 

参照组 50 4.48±0.58 4.22±1.38 90.21±1.03 

t  4.235 3.765 5.521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安全核心内容是人们永远关

注的质量问题，对于被照护者身上是否能够得到合理、

有效和及时的照顾可将该方法作为衡量标尺，其中护

理不良事件是相关指标之一。据相关研究表明，不是

所有的错误都能够引起护理纠纷和严重事故，但错误

的发生绝对会影响患者对医疗质量及护理质量的评

价。有关研究指出，由于临床中患者的数量较多，护

理人员有限，在护理工作中对患者身份信息进行查对

时，会因相同性病的患者、患者换床、意识障碍等，

加之护理工作量较大，导致出错率增加。就护理工作

中合理地应用 PDA 终端，对腕带中条码进行扫描，和

生成检验、用药和检查唯一的条码，通过扫描进行核

对，如果患者的信息有误，那么 PDA 系统会给予护理

人员感官上的提醒，这对医嘱执行准确率的提高有着

积极作用[3]。另外还有报道指出，移动护士工作站利用

条码技术，能够有效地有效地减少标本采集错误、该

药错误、输血错误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本研究过程

中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措施，其临床护理错误法还是

能率与研究组相比较高，后者优势明显（P＜0.05）。

将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与 PDA 设备联动，可实现资源的

共享，护理工作记录的程序也可得到简化，护理工作

流程得到优化，能够使护理人员重复性的工作得到减

少，进一步提高护理工作效率，这样一来，护理工作

人员就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为患者提供服务。本研究对

研究组采用 PDA 终端后，护理人员与患者的沟通时间

及对患者的操作时间得到了延长，护理人员利用充足

的时间与患者沟通并对其进行健康教育，从而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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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更加全面的护理。 
在护理工作中对于医嘱以及执行人的关系采用移

动护理终端进行记录，并记录给患者的用药途径、病

情观察的时间和数据、执行时间，能够促进护理人员

行为的规范，同时还能够避免护理执行过程中责任不

清的情况发生，消除了护理工作无序的现象，护理人

员的工作内容得到了全面且准确的量化。在使用 PDA
前护理人员的工作量统计由护理人员自行填写每日工

作情况，在月底护理人员对护理工作量进行自我总结，

最终由护士长整理后递交护理部，以此为基础对护理

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这样不仅增加了护理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护士长的工作量也明显增加，而且在实际工

作中，难免会出现由于疏忽导致相关内容记录不准确

的现象发生，无法对护士工作量进行准确且真实的反

映，也无法对护理人员的积极性进行充分调动。易懂

护理终端系统，采用权重值对所有护理操作进行表达，

也可实时记录护理人员的实际工作，护士长统计护理

人员工作量的过程中，通过系统进行查询，可保证护

士工作量了解的及时性，也可对护理人员的主动护理

起到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潜移默化地提升医院的整体护理质量[4]。本研究结果发

现，采用 PDA 终端对护士工作量进行统计后，统计工

作时间明显缩短，且提高了工作量统计的准确率。 
PDA 终端应用后，护理人员反复打印、反复抄写

和核对的时间得到了明显的缩短，同时也减少了护理

人员在护士站和病房之间的往返频率，减轻了护理人

员的工作强度，使护理人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病房巡

视，对患者开展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和健康指导，进一

步拉近了护患关系。有学者研究指出，移动护士工作

站使用之后，患者的满意度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在临

床中应用 PDA 终端和移动护理信息系统，可减少护理

缺陷的发生率，护患纠纷发生率也可得到良好的控制，

明显地提高了护理效率和质量，促进了护理工作管理

的科学化发展，不仅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还提升了

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然而在实际护理中，仍然有

部分患者不遵守医院规章制度，任意摘卸腕带，此时

如果护理工作中核对不全面，就会引起安全问题发生，

同时如果医院无线网络稳定性较差，也会增加扫描的

难度，所以，在护理期间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全面

的宣教，提高患者的责任感，避免不良事件的发生[5-11]。 

综上所述，在消化外科临床护理工作中应用 PDA
终端完成相关护理工作，能够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减

少护理缺陷事件的发生，对护理满意度的提升有着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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