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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采购监督模式的重建与优化 ⋯⋯⋯⋯⋯⋯一05
Reconstruc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Hospital Procurement Supervision Mode

文章从采购监督合力、监督模式和监督效力三个方面，结合医院纪委“三
转”后的采购监督实践，探究如何更好地开展医院采购监督工作，构建
全方位、高效能的采购监督体系。

基于商业智能的医院决策支持系统建设与思考 一⋯．08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Business Intelligence

基于商业智能的医院决策支持系统可以提升医院整体服务质量，促进医院
精细化管理．医院决策支持系统的建设需要医院各职能科室协同配合，不
断创新拓展主题需求，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助力医院精细化管理．

医院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的作用与探索 ⋯⋯．11
Role and Exploration of Hospital in Promo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概括为内生发展模式、外部驱动模式和内外联动模式，

涉及政府、研究机构、研究者、企业和科技服务机构．医院作为科技成果
转化的关键要素，应充分发挥其作用，与其他主体要素协同，推进医学科

技成果转化．

基于DRGs的医疗服务绩效评价 ⋯⋯⋯⋯⋯⋯一1 5
Medical Servic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Based on DRGs

通过获得各医疗机构DRGs组数、入组病例数、入组率、总权重、时间
效率、费用效率，低风险死亡率、绩效综合得分以及各病种平均住院日．

次均费用、药占比等指标对医院绩效进行评价，其结果可为下一步制定
医药费用标准、调整医保支付政策和强化医疗服务监管等提供数据支撑
和决策参考。

某三甲专科医院不良事件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19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f Adverse Event Management
in a Tertiary Specialist Hospital

对不良事件管理体系进行标准化管理，能够减少管理成本，提升持续改进
效果；加强惠者安全文化建设，提高不良事件上报数量，以不良事件管理
为抓手，提高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

儿科护士团队心理安全气氛及影响因素研究 ⋯⋯⋯23
Study on Team Psychological Safety Atmospher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ediatric Nurses

护理管理者应重视儿科护士的团队心理安全气氛水平．尤其是低职称及经
历过职场暴力事件的护士，通过营造良好工作环境，帮助其提高工作投入，
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从而提高儿科护士团队心理安全气氛。

临床药师参与重症监护病房抗菌药物安全使用的实践一27
Practice of Clinical Pharmacists Participating in Safe Use of Antibiotics in ICU

ICU患者病情危重，抗茵药物的不良反应往往不被临床医师所重视，临床
药师参与ICU患者抗感染治疗并进行药学检测，可有效促进临床用药安全．

一站式服务模式在住院准备中心的实践与探讨 ⋯⋯．30
Discussion on Developing One-Stop Service Mode in Admission Preparation
Center

住院准备中心实行一站式服务模式，可以优化住院流程，缩短平均住院日，

减轻病房护士的工作压力，提高住院患者满意度．既符合惠者利益，又符
合医院发展需要．

医疗安全文化理论与研究进展 ⋯⋯⋯⋯⋯⋯⋯．33
Theories and Reseamh Advances of Medical Safety Culture

安全文化的发展实际包含了安全意识、优秀领导、高效团队的协作与交流

等方面，适用于任何一个专科。

基于CiteSpace V的DRGs知识图谱分析 ⋯⋯⋯37
DRGs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Based on CiteSpace V

运用CiteSpace V软件从文献年产出量、机构合作、关键词共现及突现词
检测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DRGs这一领域的文献产出时空分布、
研究热点与趋势，展现国内DRGs的研究现状。

个案管理及其在PCI患者心脏康复中的应用 ⋯⋯一40
Case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PCI

个案管理应用于心肌梗死患者可减少患者住院天数、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有效改善患者的医疗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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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循证管理方案的实证研究 一⋯⋯⋯⋯⋯43
Empirical Research on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Program for Stroke Patients with

Dysphagia

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实行循证管理，可以改善惠者吞咽功能评估、胃管留置率及留置时
间，降低脑卒中后肺炎发生率、平均住院费用及平均住院时间，使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
诊疗质量得到提升，为临床医护人员开展相关干预研究提供证据．

国谴圈NURSING MANAGEMEN-I

临床护理路径在结直肠癌患者化疗中的应用与效果分析 ⋯⋯一4'7
Effect Analysis of Applying Clinical Nursing Pathway to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during Chemotherapy

lI岳床护理路径用于结直肠癌惠者的诊疗服务，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理状况，降低疼痛

程度，提高患者化疗依从性，减少不良反应发生率。

导管护理专科团队建设及其实践效果评价 ⋯⋯⋯一⋯⋯⋯一50
Evaluation of Team Building and Practice EffecI of Catheter Nursing

建立导管护理专科团队，实现导管同质化管理，有效减少了非计划拔管，提高了护士
导管护理专业化知识与操作技能，进而提升了护理质量。

睚罄圃I NFECTI ON CONTROL

心胸外科住院患者院内感染危险因素及防控策略 ⋯一⋯⋯⋯．54
Analysis on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on Strategy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Cardiothoracic

Surgery Patients

通过对8039例心胸外科住院患者院内感染情况进行分析，提示患者年龄、合并基础疾病、
侵入性检查操作，呼吸机使用时间、抗茵药物联用以及住院时间等因素均为院内感染的
危险因素。医院应结合心胸外科住院患者特点及危险因素，采取预防与控制措施，降低
院内感染率。

血液透析患者导管相关性感染及危险因素分析 ⋯⋯． 一57

Analysis of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and Risk Factors in Hemodialysis Patients

研究发现，血液净化患者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为16．1％(701436)，导管相关性感
染的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营养不良、低蛋白血症、股静脉穿刺、插管次数及导管留
置时间。医院应结合相关高危因素，采取防治措施，降低导管相关性感染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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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感染与危险因素分析 ⋯⋯⋯⋯⋯⋯⋯一60
Analysis of Situa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i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从发生院内感染的114例NICU新生儿标本中检出120株病原茵，其中38株(31 7％)

为革兰氏阳性茵，77株(64 2％)为革兰氏阴性茵。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胎龄<37周、
住院时间>10天、剖宫产、羊水浑浊、静脉营养、侵入性操作、新生几窒息、应用抗
茵药物时间>7天、导管堵塞是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院内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项目管理降低手术室感染率的应用研究 ⋯⋯⋯⋯⋯⋯⋯⋯．64
Application of Project Management in Reducing Infection Rate in Operating Room

护理项目管理针对每个患者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实施个体化护理，可以显著降低手
术室感染率，提高患者满意度，促进惠者的康复。

RESEARCH／TEACHING MANAGEMENT

规范化培训师资的临床带教能力培养与课程安排探讨 一⋯⋯一66
Discussion on Clinical Teach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Curriculum Arrangement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Teachers

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资的·瞄床带教能力进行评价，92 23％的教师认为对·艋床带教
能力培-hil帮助很大，排序前三位的课程依次为·临床带教标准操作、·I岳床带教示范与点评
以及·】占床培训教师带教经验分享。

HEALTH MANPOWER

检验人员能力评估与授权管理的思考 ⋯⋯⋯⋯⋯⋯⋯⋯⋯69
Discussion on Ability Assessment and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of Laboratory Staff

结合IS015189标准，建立检验人员岗位培训、考核、能力评估与授权体系，并进行持
续改进。将检验科各岗位职责和技能从日常操作者的角度进行更合理、更细致地整合，
使各岗位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有规可依，也使其能力评估和授权管理更加有序规范。

HEAL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互联网医学影像共享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一⋯⋯．72
Research on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et Medical Image Sharing

文章就阻碍互联网医学影像共享存在的问题，提出依托三甲医院的优质资源建立安全
有效的医院互联网信息共享系统，完善制度，落实监管措施，加快互联网医学影像共
享服务网络建设。

手持护理终端用药安全保障系统的设计与应用 一一一⋯⋯一74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Drug Use Security System for Handheld Nursing Terminal

手持护理终端用药安全保障系统显著降低了给药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风险，保障了惠者的
用药安全，提高了护理质量。

HEALTH MANAGEMENT

基于微信平台的同伴教育在PCI患者中的应用与效果研究 ⋯⋯76
Study on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Peer Education Based on WeChat in Patients with PCI

基于微信平台的同伴教育应用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惠者，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自我
管理行为能力和自我效能，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且可以节约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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