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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描绘国内外智慧护理的发展现状及研究趋势,分析该领域研究热点及前沿,为今后智慧护理的进一步发展及

深入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 Webof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智慧护理研究文献,检索时限为２０００年

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借助CiteSpace６．２．R４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共纳入中文文献５５１篇,英文文献１５９９篇.

国内外智慧护理研究发文均逐年增加,研究热点包括数字化技术、患者安全、智慧养老等方面.结论　智慧护理研究作为一

项新型的护理技术及形式,越来越受到国内外研究人员的重视.国内外该领域研究具有一定相似性与差异性,未来可参考国

外研究热点,通过相互借鉴及合作,促进智慧护理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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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医疗起源于“智能地球(smarterplanet)”
概念[１].２０１６年,我国将智慧医疗写入«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纲要»[２]中.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３]提出发

展互联网医疗服务.２０２１年«“十四五”公共服务规

划»[４]提出加强智慧医院建设,发展远程医疗服务.
随着智慧医疗建设的不断推进,智慧护理的关注度

不断提高.２０２３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鼓

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借助信息化手段提供延续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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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服务[５].智 慧 护 理 是 护 理 信 息 化 发 展 的 新 阶

段,是指围绕临床护理、护理管理、智慧病房等场

景,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以实

现护理信息全面感知、资源整合、智慧处理,达到改

进护理流程、提升护理效率的护理体系[６].我国智

慧护理处于发展阶段,而国外研究早于我国.了解

目前国内外发展现状,对今后该领域研究具有借鉴

意义.因此,本研究借助文献计量学了解国内外该

领域研究现状及热点趋势,为我国智慧护理发展提

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及筛选　检索中国知网的核心期刊

库和 WebofScience的核心合集,检索时限为２０００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３年６月３０日,采用主题词与自

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检索,语言为中、英文.中文

检索式SU＝(护理＋照护)ANDSU＝(智慧＋智

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远程＋移动＋互联

网).英文检索式 TS＝(nurs∗ ORcare∗)AND
TS＝(smart∗ ORintell∗ OR wis∗ ORcloud
computeOR bigdata ORinternetofthingsOR
longdistanceORlongrangORremoteORmobile
ORinternet).

１．２　高频词提取方法　将最终纳入的中英文文献

导入至CiteSpace６．２．R４软件进行格式转化,根据

每年发表文章的关键词进行频次排序,前５０％的关

键词为高频关键词.

１．３　文献分析方法　采用CiteSpace６．２．R４软件进

行可视化分析.根据每年文章发表数量,绘制发文

量年度分布图,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突现度

分析等方法,构建智慧护理研究可视图谱,并对其进

行分析及判读.

２　结果

２．１　智慧护理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２．１．１　发文量分析　检索得到中文文献８８６篇,英
文文献９２５０１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文献

后,最终纳入中文文献５５１篇,英文文献１５９９篇.
结果显示国内外该领域研究均处于上升趋势.国内

智慧护理研究起始于２０１３年,此前仅有少量研究,
此后呈倍数增加,２０２２年是发文量的最高点.２００１
年是国外智慧护理研究起始阶段,随后平稳增加,发
文量最高点在２０２１年.详见图１、图２.

２．１．２　智慧护理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　领域内关

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可以反映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７].由表１可见,国内外频次前１０位的关键词具

有相似性,均在数字化技术方面具有一定研究热点.

而差异性在于患者安全在国外研究中具有一定热

度,值得关注.

图１　国内文献年度发文量

图２　国外文献年度发文量

表１　国内外智慧护理研究领域频次前１０位的关键词统计表

中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英文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互联网＋ １０９ ０．２０ Care ２９３ ０．２５
护理　　 ８７ ０．２５ Education １１９ ０．０７
综述　　 ７５ ０．２７ Nurses １１０ ０．０８
延续护理 ５４ ０．２２ Impact １０４ ０．１２
人工智能 ４１ ０．１０ Health ７９ ０．０９
老年人　 ３１ ０．０７ Quality ７４ ０．１１
护士　　 ３１ ０．１８ Technology ７０ ０．０８
移动医疗 ２８ ０．０８ Patientsafety ６４ ０．０２
信息系统 ２７ ０．３１ Management ６３ ０．０５
居家护理 ２１ ０．０７ Bigdata ５７ ０．０２

２．２　智慧护理研究的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　Q 值

和S值可通过反映聚类节点的同质性和一致性以评

判图谱绘制效果,Q＞０．３结果显著,S＞０．５聚类合

理,达到０．７聚类效果令人信服[８].本研究共产生

１１个中文聚类标签(Q＝０．６５８３、S＝０．８８６９),７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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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聚类标签(Q＝０．３０９７、S＝０．６８２１).与国外聚类 结果比较,国内聚类中智慧养老值得关注.

表２　国内外智慧护理研究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表

聚类号
中文关键词

聚类标签 节点值 轮廓值

英文关键词

聚类标签 节点值 轮廓值

＃０ 综述 ２７ ０．９３０ Nursingstudents ４５ ０．７１７
＃１ 护理管理 ２６ ０．８３６ Informationsystems ４４ ０．６８０
＃２ 护士 ２４ ０．９４１ Machinelearning ４２ ０．５６３
＃３ 护理 ２１ ０．９００ EvidenceＧbasedmedicine ３５ ０．６９０
＃４ 智慧养老 ２０ ０．７６５ Patientsafety ３４ ０．６６１
＃５ 互联网＋ １９ ０．８４７ Standards ２６ ０．７２３
＃６ 物联网 １６ ０．９３８ Medicationerrors ２１ ０．８１９
＃７ 糖尿病 １５ ０．９５０
＃８ 远程护理 １３ ０．８５２
＃９ 移动护理 １３ ０．９００
＃１０ 居家护理 １２ ０．９１１

２．３　智慧护理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度分析　突现词

分析可以发现短时间内某一关键词的衰落与兴起,
预测该领域未来研究方向[９].结果显示,国内外智

慧护理研究热点随时间变化处于动态发展中,不同

阶段研究方向的侧重点不同.国内高频关键词突现

度分析显示,２０１２年之前,智慧护理更多的应用于远

程护理和移动护理,护士是主要研究群体.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年,智慧护理吸纳物联网、智慧手机、信息系统、
机器人等数字化技术用以自身技术的发展,并开始

聚焦于健康教育以及安全方面的研究.２０２０年至

今,智慧护理更加注重对护理质量的研究,同时加大

了在康复护理领域的应用,具体见图３.

图３　国内智慧护理研究高频关键词突现信息分析图

　　国外高频关键词突现分析显示,２０１２年之前,信
息技术、互联网是智慧护理的依托技术,研究领域以

临床实践逐渐向循证发展,研究人群以护士为主.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大数据、社交媒体类等技术被融入智

慧护理技术中,且更加注重使用者风险与使用经历、

感受.２０１９年至今,智慧护理更加关注倦怠、压力等

心理问题的干预,循证领域热点细化至实施科学与系

统评价,人工智能、移动手机等成为主流的数字化技

术.具体见图４.

图４　国外智慧护理研究高频关键词突现信息分析图

３　讨论

３．１　智慧护理研究发展现状　国内外智慧护理研究

年度发文量稳步增加,且国外早于国内,于２０２１年达

到高峰.这意味着该领域相关技术逐步达到成熟,其
原因可能与国外数字化技术发展较早以及政策支持

有关.我国于２０１３年加大对智慧护理的研究,２０１６
年迎来迅速发展期.可能与我国对智慧医疗、智慧护

理的关注度提升有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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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力发展智慧医疗,建设智慧医院[２Ｇ４].智慧护

理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加持

下,护理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热度逐步增加[５].但我

国较国外仍有较大差距,研究质量和学术影响力仍需

进一步提高.

３．２　智慧护理研究热点分析

３．２．１　数字化技术　可视化分析显示“数字化技术”
是国内外智慧护理领域研究热点之一.但随着时段

的变化,研究热点中数字化技术种类也随之变化.物

联网是我国首个智慧护理数字化技术类研究热点,随
后加强智能设备的使用,并逐步过渡至机器人等人工

智能.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医疗机器人的快速普及,加
快了智慧护理领域机器人的应用[１０].而国外数字化

技术类研究热点早于我国,信息系统、互联网是较早

的研究热点.随后,逐渐纳入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

手机等技术,目前人工智能和移动手机是数字化技术

类的研究热点.Kouroubali等[１１]借助人工智能技术

为虚弱老年患者搭建了综合护理平台,用以支持老年

护理协调和共享护理计划.提示未来可参考国外成

熟的技术工具,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
加强我国护理大数据辅助决策、健康教育平台个性化

智慧推送等智慧护理建设.

３．２．２　患者安全　结果显示“患者安全”是智慧护理

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高度信息化的智慧平台可使

医疗护理安全管理更加智能化、现代化,保障患者的

安全,但同时带来的使用者负面感受可能造成患者安

全问题[１２].沐婷玉等[１３]汇总既往研究显示,智慧护

理系统可减少护理差错,保障患者安全,其原因可能

在于智慧护理可与云端的大数据经验、证据进行比

对,制定出最优的个性化临床决策护理方案[１４].同

时,各种智慧护理设备可通过终端监控、信号传递、数
据共享,实现护理记录自动化、极速化、精准化[６].但

智能设备可能遇到硬件兼容、数据安全等问题.Hilty
等[１５]分析发现,智慧护理技术可能造成医护人员身心

疲劳,导致更多临床护理错误的发生.这可能与设备

应用时所造成的眼睛、肩颈等身体疼痛和疲惫、焦虑

等心理负面情绪有关,以及由于多任务处理、工作量

加大加剧身心压力.提示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应急预案,以保障智慧设备运行故障的情况下减

少对患者安全的影响.同时,通过信息加密,规避隐

私泄露风险,确保护理信息安全.除此之外,及时了

解使用者对智慧护理设施的应用感受与健康问题,加
强临床护理工作与智慧护理设备的融合,防止设备运

行与临床工作独立共存,减轻临床工作量.

３．２．３　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是智慧护理领域研究

热点之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导致老年护理需

求上升,智慧护理可通过智能决策制定个性化的护理

计划以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需求[１６].有研究[１７]

证实,智慧养老平台可通过制定更加精准的护理分级

和护理计划,提高老年患者健康管理能力.与临床智

慧护理发展障碍因素相似,智慧养老也面临技术人员

不足,设备平台功能不完善等问题[１８].因此,智慧养

老技术人员在具备老年护理能力的同时,需要掌握智

慧信息化能力[１９].这提示未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加
强老年与信息化专科护士培养交叉融合以满足智慧

养老专业储备人才要求.智慧养老设备及平台需要

满足老年人身心需求,但目前更适用于成年人,造成

老年患者“数字鸿沟”;且大多数适老化设备及平台仅

提供健康护理和监测,忽视心理需求[２０].提示进行智

慧护理设备适老化改造或开发智慧养老平台时,应邀

请老年患者参与,重视其使用感受.

３．３　智慧护理研究发展趋势分析　突现度分析显示,

２０１３年前,智慧护理主要关注远程护理、移动护理等

临床护理实践方面;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年,逐渐融入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应用领域从临床护理

实践逐渐聚焦于健康教育、患者安全,关注患者使用

经历;２０２０年至今,智慧护理加大在康复护理领域的

应用,并加强了对护理质量的关注.其原因可能在于

老龄化进程加快,各类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康复护

理需求量加大.智慧护理提升护理工作效率,减少人

力资源压力[６].国内外突现度分析对比可见,国外智

慧护理领域研究由经验化向循证化转变,提示未来我

国智慧护理可借助实施科学、证据构建等循证方法进

行研究,为我国智慧护理大范围推广提供证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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