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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研究】

标准化术语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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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综述标准化术语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中的应用现状及意义，为构建临床护理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借

鉴。方法 检索国内外文献，总结归纳关于标准化术语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中的应用形式及功能的相关文献。结果 标准

化术语提供精准的概念和代码，是护理决策支持系统构建及信息交换的基础，主要从知识库的概述、构建过程、表达模型 3 方面体

现，并详细介绍 3 种常见的护理知识表达模型，分别为芬兰护理分类模型、挪威 KPO 模型、营养护理程序模型。结论 当前护理信

息表达不规范问题普遍存在，这阻碍了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 今后应以护士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标准化术语及其结构化编

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护理决策知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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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临床护理数据大多数处于无序的原始状

态，缺乏统一规范的语法、句式等，难以直接进行有

效地利用[ 1 ]。 护理大数据资源分散于不同的数据库

中，形成信息孤岛，导致医疗资源不能共享 [ 2 ]。 标准

化护理术语 （standard nursing terminologies，SNT）是
护理信息学发展的基础，提供了基本框架结构,使原

始信息数据保持一致，是解决语义互操作性、知识表

达一致性以及医疗资源共享性的有效手段 [ 3 ]。 当前

各大医院都面临着患者增多、护士工作压力增大、护
士流失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影响着护理人员对全体

数据进行分析并快速做出决策。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

（Nurs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NDSS） 能够结合

患者个体化信息，进行护理的利弊分析，为护士提供

决策指导[ 4 ]。 目前国内尚无一套基于我国国情的护

理决策支持系统， 护理信息表达不规范问题普遍存

在，严重制约了医院管理和护理学科的发展。笔者对

标准化护理术语进行概述， 并提出护理决策支持系

统知识库的构建策略， 旨在为开发符合我国国情的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提供借鉴。

1 概述及发展

1.1 标准化护理术语 标准化护理术语是一套基

于护理实践和护理学科的标准化语言， 对于护理实

践数据的采集，表达，存取和交流至关重要 [ 5 ]。 我国

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方案， 国家十三五科技

创新规划及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也都重

点指出推动医疗信息标准化术语建设的重要性 [ 6 ]。
国际护士协会明确指出：“护理学科没有自己的语

言，在医疗卫生保健系统中的作用、价值和重要性就

不会得到认可”[7 ]。 目前国际已有多种标准化护理术

语体系，通常是从临床护理实践中提取概念，选择相

关术语进行命名和定义，从而建立分类体系，不同的

术语体系可相互映射 [ 8 ]。 目前常用的国际护理术语

分类体系是临床护理分类 （the Clinical Care Classi-
fication System,CCC）， 国际护理实践分类（Interna-
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Practice, ICNP），北美

护理协会护理诊断（the North American Nursing Di-
agnosis Association,NANDA）、护理措施分类（Nursing
Intervention Classification，NIC）、 护 理 结 局 分 类

（Nursing Outcome Classification，NOC）， 奥马哈系统

（Omaha System, OS）和围手术期护理数据集（Peri-
operative Nursing Data Set, PNDS）[ 9 ]。其中，临床护理

分类、北美护理协会护理诊断、护理措施分类等术语

体系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进行本土化，反响良好。
1.2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是以

护理程序为核心，以护理研究为基础，预先定义护理

诊断，正确判断之间的联系，以患者结局为导向的循

征护理干预[10]，为护士提供决策指导。 目前护理决策

支持系统的功能主要包括护理评估、护理诊断、护理

计划制定、护理措施实施、智能提醒与警告、健康教

育及护理管理等[11]。 第一代护理决策支持系统出现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系统通过多方面的评估分析，辅
助护士为患者制定护理计划[12]。2005 年 O’Neill 等[13]

依据临床决策模式研究出护理决策系统。 21 世纪初

我国护理信息系统开始发展， 决策支持系统在护理

领域中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科的进步。 2014
年，我国学者陈黎明等 [14]建立了智能化危险因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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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系统，来帮助护士进行智能决策评估，有效降低了

跌倒和压疮的发生率。 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中应用

标准化护理术语能够有效规范临床护理工作流程，
指导护士工作。 我国台湾学者将临床护理分类以及

循证实践应用于护理信息系统中， 帮助护士更有效

地进入临床工作[15]。 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中

结合国际标准化术语体系， 有利于国内外各医疗机

构护理数据保持一致，以实现精确搜索，促进护理信

息的沟通与交流。
1.3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 护理知识库

（knowledge bases，KB） 是知识工程中全面且结构化

的知识集群，是针对护理领域问题求解的需要，采用

某种知识表达方式在计算机存储库中储存、组织、管
理和使用的互相联系的知识片集合 [16]。 一个典型的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包括推理机、知识库、人机接口 3
部分，其中知识库是整个系统的核心 [17]。 当前，建立

知识库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回顾、 现状调查、 情景分

析、内容分析及专家咨询法 [18]。 根据不同的数据来

源，知识库分为 3 种类型：医学文献知识库、系统生

物学知识库、卫生保健系统知识库[19]。 护理决策支持

系统知识库是 3 种类型知识库相互交互的成果，在
疾病模型的预测下，以医学文献知识库为基础，结合

临床患者实际，利用知识来解决临床护士的问题。国
外护理知识库的研究开展较早。 1997 年美国爱荷华

州医院首次将护理措施分类和护理结局分类相结

合，并实施于信息网络检索和护理信息管理系统 [20]。
此后，加拿大、德国、瑞士、挪威等国家纷纷建立临床

护理知识库[21]。 Elsevier（爱思唯尔）已出版了 Mosby’s
护理学数据库[21]，为临床护士提供大量护理信息。 相

对国外而言，我国国内的护理知识库起步较晚。中国

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山东省总队首先报道了

“系统化整体护理病理信息网络”[21]。 韦隆莉等 [22]基

于国际护理实践分类规范护理语言， 建立骨科护理

记录规范语言知识库，提高护理书写质量。

2 标准化术语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的应用

2.1 知识库构建的步骤 护理决策系统知识库构

建主要包括 4 个步骤[23]：（1）明确决策问题域；（2）概
念化知识描述；（3）形式化知识编码；（4）系统测量与

评估。 Ahmadian 等[24]根据文献回顾和调查发现，58％
决策支持系统在构建阶段遇到了困难， 其中 92％问
题与数据标准化有关。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的信息采

集、展示和利用都需要标准化术语系统和编码系统，
将护理术语系统化地组织排列， 形成计算机可读形

式。 构建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知识库首先要明确临床

护士日常所面临的问题， 需要将护理资源和护士决

策需求紧密联系， 要注意患者护理问题的实时感知

和生成决策的类型，并将两者结合。依据护理决策问

题域，应用标准化护理术语将临床护理信息同质化、
概念化，并定义和编码，实现数据标准化。 观察标准

化数据间的相关性，利用护理决策树将数据链接，构
建护理决策支持模型。 当前国内外开发的决策支持

系统知识库模型存在着临床知识表达不充分和表达

方式多样化的问题。标准化术语系统提供了形式化的

表达方式，使数据统一和结构化,定义决策规则，将患

者信息系统中患者数据与护理决策概念绑定，来促进

护理决策支持系统与患者信息系统的集成，实现与健

康信息系统无缝集成[19，24]。 目前，标准化护理术语在知

识库建模中应用广泛。 Whittenburg 等研究[25]以上下

文层次结构，选择临床护理分类系统实施数据建模，
提示并记录患者相关的病史，症状和体征等。 Westra
等 [26]研究发现基于奥马哈系统的护理决策支持系统

可以完善护理决策信息和数据的统计与共享。
2.2 知识库表达模型的呈现 知识库最终目的是

通过标准化术语构建护理知识表达模型， 并应用于

电子健康记录中（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中。
护理知识表达模型是护理人员对护理决策知识库最

直观的体验，也是标准化术语价值的体现。 目前，国
际上出现了以文档标注模型、语义网络模型、任务网

络模型、 结构化规则模型等为代表的主流临床决策

知识表达模型[23]。 当前构建护理知识表达模型主要

依据世界卫生组 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出的护理过程模型，还需遵循国际标准化

组织的质量定义，满足护理文书的 3 个基本要求：完
整性、信息全面性和一致性[24，27]。 以下为 3 种常见的

护理知识表达模型，分别为挪威 KPO 模型、营养护

理程序模型、营养护理程序模型。
2.2.1 芬兰护理分类模型 2005 年，芬兰社会事务

和卫生部基于决策过程和国际标准化护理术语，构
建芬兰护理分类（Finnish Care Classification，FinCC）
模型并应用于 EHR 中[28]。 FinCC由芬兰护理诊断分类

（Finnish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Diagnosis, FiCND）、
芬兰护理干预分类 （Finnish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Interventions, FiCNI）和芬兰护理结局分类（Finnish
Classification of Nursing Outcomes, FiCNO）组成 ，以
芬兰护理最小数据和临床护理分类为基础， 分为545
个类别，其中 215个主要类别和 330个子类别[28-29]。 护

理组件由主要类别组成。 FinCC 以患者需求和护理

诊断为导向，自动决策出护理计划，减少护理记录的

时间[29]。 这种标准化、结构化、多样化的护理文书，解
决了临床电子病历系统中的某些非结构化数据信息

数据分析和结构化数据表述不一致的难题。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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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CC还能与其他护理文档模型相互映射， 增加了

FinCC 应用于其他电子病历系统的可行性[30]。 FinCC
及其护理组件， 主要类别和子类别应用范围非常广

泛，但其过于详细且难以理解和使用[24]。 FinCC 使用

的前提是需充分掌握 FinCC 的组件、主要类别和子

类别，这也从另一方面加重护理负担。 目前，FinCC
在芬兰国内全面推广，但仍有部分用户反应，FinCC
难以理解,用户界面设计复杂，降低可用性。 因此，在
高度细粒度结构应用于临床护理叙述之前， 护理文

档模型应简单且符合临床护理工作流程[24]。
2.2.2 挪威 KPO 模型 保证质量、解决问题和关怀

（the quality assurance，problem solving and caring，
KPO）模型是挪威医院精神科构建的[31]。 该模型构架

由 4 个文档域和 8 个内容类别组成， 将北美护理诊

断、 护理措施分类和护理结局分类术语集成到该分

类结构中[27，31]。该模型患者数据、护理计划、护理结局

和信息交换这 4 个文档域，符合临床护理工作流程，
保证了护理文档的完整性[27]。 KPO 模型以马斯洛需

要层次理论，罗伊适应模式，互动达标理论和Waston
关怀理论等为基础 [27]，这囊括了不同的临床护理实

践观点，旨在提供全面的护理信息。在该模型的构建

过程中， 研究员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精神科护理文

书，对护理文书进行解释，分类和编码，通过专家组

函询和临床测试后，制定并确认初步框架。建模前期

的证据积累通常依据内容分析法[27]和文献回顾法[32]，
后期结合临床护理工作领域， 以内容类别为主题的

框架结构， 标准化护理术语以最小数据集和核心数

据集的形式填充至框架结构中， 构建了护理知识表

达模型模型并应用于 EHR， 提高护理信息的质量。
其中， 标准化护理术语替代了原先护理记录的自然

护理叙述，以保持护理信息的一致性。 此外，标准化

术语为临床医护人员提供专业语言， 使医疗工作者

的信息交流更为准确。
2.2.3 营养护理程序模型 2003 年起，美国饮食营

养协会构建了营养护理程序模型 （nutrition care
process model，NCPM），主要包含患者营养状况和饮

食护理 2 个核心领域， 依据营养参考标准和膳食指

南，通过营养护理程序和营养学术语提供决策指导[33]。
该模型大约每 5 年更新一次， 并与循证营养实践指

南保持一致[34]。 营养护理程序模型由营养评估、营养

诊断、 营养干预与营养监测 4 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

步骤组成， 将营养护理程序术语 （Nutrition Care
Process Terminology，NCPT）填充至 4 个步骤 [33]。 同

时， 基于文献回顾法， 对表述不明确的术语进行修

改， 提供同义词配对或与其他术语相互映射， 如将

“治疗性营养师”改为“注册营养师”[32]。2009 年，营养

护理程序术语作为《国际饮食和营养术语参考手册》
印刷手册的形式出版。 2014 年，该术语转化为营养

护理程序术语电子知识库形式 （electronic Nutrition
Care Process Terminology,eNCPT）， 其影响力超过了

印刷手册。目前，该知识库已被翻译呈中文版的知识

库 [33]。 此外，营养护理程序模型不断进行映射和建

模，使新的术语能添加到知识库中，保证该模型的完

整性。随着营养护理程序模型发展，营养护理程序术

语也慢慢从惰性词汇转换为主动解决问题的词汇，
反映了营养师角色的自主性[32]。 由此可见，标准化护

理术语与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构建知识表达模型的过程中术语也在不断改进。 当

前， 营养护理程序模型在国际上应用广泛，Steiber
等 [35]通过营养风险筛查识别出有营养不良风险的患

者，激发饮食护理过程链，并对相关参数进行跟踪和

自动抓取，指导临床护理决策。

3 不足与展望

在我国，护理信息学发展起步比较晚，护理决策

支持系统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护理实践领域的应用

较少。 大部分护理人员对护理决策知识库所带来的

医院革新是充满期待的， 但我国当前护理知识库内

容模式陈旧、更新缓慢，缺乏通用的标准化护理语言

和术语系统，不能共享、推广应用不足、生命周期短，
难以满足临床护理需求。其应用模式单一，主要以院

内诊疗辅助诊断、护嘱集、文档模板、异常提醒或警

报为主，缺少个性化和延续性护理的决策支持。因此

对建立完善、全面、可共享的护理决策知识库提出如

下建议：（1）建立符合我国临床实际的标准化护理术

语体系， 并明确与国际相接轨护理决策支持系统模

型的设计标准。 （2）需加强医护人员、计算机工程师

及管理专家等多学科协助， 建立信息护士岗位起协

调作用。 （3）需满足临床护士的实际需求，在查阅文

献结合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问卷， 进行大覆盖面

的需求调查。（4）建立护理决策知识库后不断进行映射

和建模，不断添加新的术语，保证更新的实时性。 （5）扩
大护理决策知识库的应用范围， 将中医护理文献输入

知识库中。同时，临床管理者应注重护士的信息素养的

培养，提高其对标准化术语的认识和接受程序，使临床

护士能够为护理决策支持系统的构建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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