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  第 18 期 包 装 工 程  

 2016 年 9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25 

                            

收稿日期：2016-05-09 

基金项目：武汉轻工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015y17） 

作者简介：董莎莉（1980—），女，湖北人，硕士，武汉轻工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品设计和医疗服务设计。 

基于服务与体验的智能输液监控系统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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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医院门诊输液室的流程进行梳理、分析，有效合理安排医护人员及患者的功能需求，同

时解决患者和医护人员的情感体验需求。方法 通过对医院门诊输液室进行实地考察与深入调研、分析，

利用服务与体验设计分别从输液流程、交互方式、情感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结论 重新梳理医院门诊

输液室工作流程，利用当前互联网和传感器技术，对输液室的软硬件进行改良性设计。建立智能输液

监控系统，可以减少患者的担忧和顾虑，同时也可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强度。从心理和情感需求上缓

解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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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Infusion Monitoring System Design Based on Service and Experience 

DONG Sha-li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hospital outpatient transfusion room, effectively arrange the func-

tional requirements of medical personnel and patients, solve the emotional needs of patients and medical personnel. Through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use of service and experience design is analyzed and studi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usion, 

interaction and emotion. By re-combing the hospital outpatient transfusion room work process, using the current internet tech-

nology, the hardware device to change the transfusion room design, can reduce the patient's concerns and concerns, but also to 

reduce the work intensity of health care workers,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from the needs of heart and emo-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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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产品都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

随着社会化进程的转变，医疗行业作为服务窗口，

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转变、医疗发展的需要，都

促使当前的医疗行业除了在追求技术与设备的创新

以外，更应关注医护人员的情感需求、医疗设备的

交互体验、医院系统的合理安排、医患之间的和谐

沟通，从而构建一个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系统。 

2015 年 3 月 5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

联网+”行动计划。当医疗遇上互联网，无论是智慧

医疗、移动医疗，还是医疗信息化，互联网在医疗

行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已在从“辅助者”向“引

导者”转变[1]。 

1  研究现状 

“效率较低的医疗体系、质量欠佳的医疗服务”

为代表的医疗问题，为社会关注的主要焦点。在当

前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与有限的医疗资源之间的矛

盾，是当今中国医疗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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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内公共医疗系统的不完善，尤其以医疗信息不

畅，医疗资源两极化，医疗监督机制不全等问题，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5 年国际体验设计大会上，就医疗服务体验

展开了专题性研讨，指出未来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基

于体验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从更多在线医疗服务、

家庭医疗服务、社区医疗服务甚至是穿戴式治疗设

备来解决未来的医疗问题[2]。门诊输液室作为医疗行

业中一个不可被虚拟化、家庭化的治疗体验场所，

有着它的特殊性。当前输液的服务与体验流程，国

内外医疗机构通常利用取号输液的方式避免输液错

误的产生。但针对输液流程中药品核对、输液禁忌、

输液监控、输液突发状况、换药/拔针提醒等环节，

却还未能得到更为有效的体验改善。本设计希望通

过利用传感器[3]与实施监控终端系统，对现有输液器

及监控系统进行改良设计，达到减少输液流程、智

能监控患者状态、精确药物管理等作用，以减少不

必要的医疗事故，增加患者舒适度，提高医护人员

的工作效率，减少工作压力。 

2  输液室服务与体验分析 

据 2014 年中国安全注射联盟统计，中国人年输

液超百亿瓶，每年因不安全注射导致死亡的人数在

39 万以上。专家调查发现，95%以上的人不知道滥

用输液及不安全注射的危害。就当前我国的情况而

言，医院门诊输液室区别于住院部及社区诊所之处，

在于它的人流量大、面对的患者比较繁杂。患者在

通过医生开具需要输液的药单后，通过药房取药，

进入输液室进行输液治疗。整个输液过程中，需要

经过确认提交药品，叫号注射，找座位，自行关注

输液进度，呼叫护士换药/拔针。 

经过对武汉市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等近 10 所三

级甲等医院进行考察，利用询问、观察、拍摄等方

法收集、分析、反馈的信息总结出医院门诊输液室

面临的问题。首先，在进行药品核对时，患者对于

药物是否会引起过敏以及注射禁忌并不清楚或不全

面，医护人员只有通过询问病人的情况下才能得知

病人是否可以进行注射此药物；其二，三级甲等医

院的医护人员虽然在职业素养、服务意识、心理健

康[4]方面优于其他医院工作人员，但是医护人员在高

度忙碌的状态下容易产生药物混淆、扎针失误等医

疗事故，错误的药物会造成患者的身体不适，严重

的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其三，患者在输液过程中

除了需要克服疾病带来的极度不适外，还必须时刻

关注输液的进度，以免造成输液完成后血液回流的

情况，这对患者及家属都是一个极其费精力的事情；

其四，护士在输液室除了关注患者与药物的匹配问

题外，还需时时关注患者的输液情况，避免在输液

过程中产生漏针、不适等状况，这对于他们的工作

无疑又造成了负担。 

2.1  输液室流程分析 

输液室流程为：提交药品，叫号注射，找座位，

自行关注输液进度，呼叫护士换药/拔针。其中，在提

交药品环节中医护人员需要进行“三查八对”，此环节

中耗费的时间过多，容易在分药、配药环节出错，把

不属于某一患者的药物分给患者；在关注输液进度环

节中，患者在输液过程中除了克服病痛带来的身体不

适以外，还必须时时关注输液瓶的进度，以避免空气

进入静脉血液内。这些工作可由机器设备来精确实现。 

2.2  输液室的体验分析 

派恩·吉尔摩称：所谓体验，就是当一个人达

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精神的某一特定水平时，

其意识中产生的美好感觉[5]。通常医院都会以满足患

者的情感需求和体验为标准，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输

液流程。无论患者输液多少，输液过程中都无法脱

离“正在输液”的状态，必须时时关注输液进度，防止

输液完成后空气进入体内。关注输液进度的工作本

应该属于医护人员的范畴，但在患者密集的时候，

护士忙于静脉穿刺，无法巡视输液患者，会导致护

理质量的下降，患者不满意，同时潜伏着输错药物

等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的隐患。输液室作为患者和

医护人员共存的一个空间，必须同时满足两者对其

设备及操作方式的需求。 

2.3  输液室的服务与交互分析  

输液室中，服务的无形性[6]体现在整个输液空间与

流程中。由于患者与医护人员沟通不畅、输液流程复

杂而常常引发纠纷。通常由于药品与患者核对时，由

于身份交叉识别错误以及对所输入的药品名一无所

知，从而诱发输液错误的事故发生；患者在输液过程

中，选择座位是随机的，并非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排列，

而且每位患者输液量也不同，导致护士巡检时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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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互联网+的解决方案 

随着物联网的快速发展，利用手持设备进行网

络连接各种诊疗仪器，医务人员随时掌握每个病人

的病案信息和最新诊疗报告，随时随地快速制定诊

疗方案；在医院任何一个地方，医护人员都可以登

录距自己最近的系统查询医学影像资料和医嘱；患

者的转诊信息及病历可以在任意一家医院通过医疗

联网方式调阅……随着医疗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这

样的场景在不久的将来会日益普及，智慧医疗正日

渐走入人们的生活。这里通过调查与研究，立足医

院输液室的现有问题，力求运用互联网和传感器技

术及情感化设计解决医患间的矛盾，减轻医疗工作

者的负担。充分考虑到患者、医护人员、医疗机构

等方面，促使便捷、高效、人性化的医疗环境为病

人带来良好的医疗环境。 

不同医院的输液室系统已经意识并已开始改善

问题，如实行系统叫号扎针、患者按呼叫器、无线

移动输液管理系统（利用无线网络技术、掌上电脑、

二维条码和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完成收药、配药、

发药、输液、巡视等 5 个环节，解决了门诊输液患

者身份识别和呼叫问题）。这里希望通过物联网技术

设计出的输液监控系统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具体

设计从以下两方面展开。 

3.1  输液监控系统（APP） 

根据泽莱尼提出的“DIKW 金字塔”的概念，理解

数据、信息、知识及智慧四者间的区别及关系，有

助于医疗情境中可视化手段的选择[7]。输液监控系统

通过采集数据、分析信息场景、组合排列需求及视

觉化展示，其主要功能在于智能记录与反馈患者信

息。通过就诊卡的记录，它能够在输液系统当中更

新与患者的过往输液信息，精确显示患者的确诊结

果、治疗所需药品、输液与输液的各个阶段，以计

算机的精确代替医护人员的不确定性。 

患者的体质、过敏史与病源同样显示在输液监

控系统中，可以防止因药物过敏而导致的事故。同

时系统可以根据患者病因提醒输液区域，防止患者

之间的交叉感染。 

护士在换班时，登录自己的信息，登录界面见

图 1，系统可以显示当前在岗的医护工作人员与工作

职能分配，值班情况见图 2，以此可以责任到岗、责

任到人。当患者进入输液室后，将就诊卡与药品交 

  

 

予护士，通过刷就诊卡获取患者信息，录入提示见

图 3，患者详情见图 4，输液监控系统内可以查询到

患者的就医详情，如出现输液意外时，可以有针对性

地进行急救，以争取最大的生命获救机会。当确认输

入患者信息后，会自动打印两份输液单，一份为患者

药物明细（患者姓名、性别、年龄、药品等具体信息），

一份为患者输液号码单（患者输液号码单上同样显示

输液药品名称，便于患者了解药品信息）。护士根据

药物明细核对药物，能够更加精确核对输液药品的情

况。当输液穿刺完成后，患者可自行找到座位，同时

在座位感应区域刷下就诊卡，输液监控系统中便可观

察到患者的位置、输液状态等相关信息，输液大厅情

况见图 5，输液患者详情见图 6。输液情况正常时，

监控系统内显示为绿色，当输液即将完成需要换药或

拔针时，系统显示为橙色；当输液异常，如偏针、漏

针等状况时，输液器滴速会受到影响，系统显示为红

色，如图 5。此系统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对于核查方面

的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 

  

  

  

  

图 6  输液患者详情 

Fig.6 Infusion patient details

图 5  输液大厅情况 

Fig.5 Infusion hall situation

图 4  患者详情 

Fig.4 Patient details 

图 3  录入提示 

Fig.3 Input prompt 

图 2  值班情况 

Fig.2 Service situation 

图 1  登录界面 

Fig.1 Login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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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墨菲氏滴管传感器 

墨菲氏滴管传感器[8]与系统关联，传感器感知输

液袋滴速，系统根据滴速与输液容量计算出输液的进

度，输液完成后告知系统，墨菲氏滴管传感器见图 7。 

 

图 7  墨菲氏滴管传感器 

Fig.7 Murphy's dropper sensor 

输液室大屏幕开始呼叫患者后，患者手持号码

单前往输液台输液，输液护士核查双方清单准确无

误后开始进行穿刺输液。一个墨菲氏传感器对应一

张就诊卡，也就是一个患者，当患者输液穿刺完成

后传感器开始工作。患者寻找到座椅后，利用就诊

卡与座椅感应器匹配，监控系统中便可得知患者的

输液进度与详情。当患者输液完成时，系统将与大

厅关联的显示屏提示护士拔针或换药。               

智能输液监控系统充分顾及到患者、医疗工作

者的需求，重新梳理输液流程，不仅从理性方面改

善输液监控系统，改良输液设备，减少输液重复流

程，提高输液效率，更从感性的一面出发，深入理

解与体会患者与医护人员的心理方面，使患者在输

液的时候不因繁琐的输液程序而困惑，能够感受到

产品智能呵护的一面[9]。 

4  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信息化科技将

广泛运用到生活的周边。《物联网“十二五”发展规划》

中明确指出，要重视智能医疗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应

用[10]。在建设信息化医院的过程中，智能输液监控

系统实现了静脉输液流程的操作程序化和信息自动

化，有效地提高了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体验感受，减

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减少了输液差错和医疗

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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