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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資訊科技發展，醫療照護產業已逐漸被跨領域應用而改變傳統樣貌。由於護理專業發展需要面對著不斷轉變的醫療衛生環境，

護理人員被期望能具備處理臨床記錄相關資訊之能力。面對澳門智慧醫療的建立，資訊護理人才培育是未來的發展趨勢。本文旨在歸納國

際資訊護理發展情況，為澳門護理教育改革提供參考依據，以及使澳門護理人員對資訊護理領域有進一步認識，從而推進資訊護理在澳門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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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cs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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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care industry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 Nowadays, nursing staffs are expected to have the basic ability to handle clinical records and care-related information systems. Facing the 

accelerated establishment of smart medical system in Macao, the trend is to cultivate talent in informatics nurs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cs nursing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ation of nursing education in Macao. As a result, the article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knowledge of informatics nursing among the nursing profession and thereby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informatics nursing in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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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2020a）

2021 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及推進智慧城市建設，

智慧醫療是其中重點項目（澳門特區政府科技委員

會、科學技術發展基金，2018）。21 世紀全球科技

發展為跨領域應用時代，醫療照護產業被大數據、

人工智慧、物聯網與開放平臺等逐漸改變樣貌，創造

新的角色與職能（李友專，2020）；如國外已增設資

訊護理專家（Informatics Nurse Specialist, INS）或稱

為資訊護理師、信息護士、護理信息學師等。資訊護

理或稱護理信息學（Nursing informatics）在 1994 年

已被美國護士協會列為一門專科護理，與內外科、 

兒科、產科、精神及社區護理學並列護理專業特定範

圍（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ANA], 1994）。

　　資訊護理強調科技、數據在臨床照護、行政管

理、教學及研究等護理專業的應用（ANA, 1994）。

而澳門現時面對智慧醫療體系的加快建立，護理專

業發展要迎接不斷轉變的醫療衛生環境，智慧護理

人才培育是未來的趨勢。本文旨在歸納國際資訊護

理發展情況，為澳門護理教育改革提供參考依據。

2　國際資訊護理發展概況

2.1　資訊護理發展歷程

　　在國際間資訊護理發展進程中，美國居於領導首

位，從 1960-1980 年代已將資訊應用在臨床照護，其

後應用於實證護理上（陳秀枝，2009），對護理發展

最大影響是 1987 年將護理措施編碼定義，發展可結合

病患醫療紀錄資訊（McCloskey & Bulechek, 1999）。

1994 年美國護士協會將資訊護理列為專科護理，並建

設 INS 認證制度（ANA, 1994; Cummins et al., 2016）。

美國 INS需具有護理學士學位、當地護理師有效證照、

兩年以上全職臨床護理經驗、近三年具 30 小時資訊

護理相關教育時數及 2000 小時資訊護理工作時數 ( 或

1000小時及12學分碩／博士課程 )，並通過認證考試。

（ANA, 1994）。美國、南美洲地區多間大學在 1990

年起開辦資訊護理碩士班，或以遠距教育合作模式，

建立資訊護理課程（Heimar, 2006）。

　　 國 際 護 理 協 會（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Nurses, ICN）於 1989 年提供臨床照護資訊整合， 

建立國際護理作業分類系統。首次國際護理資訊會

議早於 1982 年在倫敦舉行，其後分別在世界多個地

區舉辦（International Medical Informatics Association 

[IMIA], 2021）。亞洲地區資訊護理發展除了韓國較

為成熟外，其它亞洲地區仍處於初步應用階段（陳

秀枝，2009）。台灣於 2006 年成立「台灣護理資訊

學會」，同時提供 INS 培訓課程；2015 年設立初階

及進階 INS 認證制度（台灣護理資訊學會，2016）。 

中國在 2008 年開始成立資訊護理專業組織，參與對

外交流（陳秀枝，2009）。雖然中國至今還沒有相關

規範的資格認證機制，但不少學者認為資訊護理的探

索是未來之工作重點，目的是配合《中國護理事業發

展規劃綱要（2016—2020 年）》實現資訊護理技術

在臨床護理工作廣泛應用的目標（餘自娟、張豔、張

倍倍、王榮華、張慧穎，2018；趙上萍、侯淑肖、雷俊、

陳紅，2017），及《健康中國 2030 規劃綱要》中提

及建設醫療品質管制與控制資訊化平臺（中華人民共

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2016）。2020 年 6 月杭

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舉辦全國醫學院首屆 INS 師資

培訓班（杭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2020），進一步培

養資訊護理人材。

2.2　資訊護理師角色及效益

　　醫院、醫療機構、醫療資訊廠商都需要 INS，

INS 本身需具備豐富臨床護理經驗，對臨床的作業

程式非常熟悉，作為護理資料及資訊科技管理與溝

通的橋樑，促進團隊間醫療決策的效益（陳秀枝，

2009）。美國護士協會制訂其執業範圍：包括行政、

領導及管理、作業分析、資料之合法及完整性、諮

詢、協調及整合、教育、提倡政策、研究與評估

（ANA, 1994）；其核心任務比一般懂得使用資訊系

統的護理師更致力於資訊護理系統的導入、利用、

優化與創新。在臨床方面更積極參與及協調資訊護

理系統的運作及提升效益；在管理方面專門建立輔

助資料庫，利用數據進行成本分析，協助品質管理；

在研究、教學方面透過資料庫對流行病學數據、護

理過程數據等進行研究及分析，協助發展完善的疾

病管理與預防保健的策略（ANA, 1994; Staggers & 

Thompson, 2002）。另外，因應護理工作是以患者

為中心，INS 負責整合人因工程及人機互助原則系

統設計的同時，亦需要確認社會、法律、管理及倫

理對資訊系統在護理及健康照護的影響（馮容莊、

李穎莉、李作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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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資訊護理師培養模式

　　文書處理、電子郵件、電腦語言已被列入新一

代普及教育，現代護理人員都需具備上述處理臨床

記錄照護之相關能力。美國護士協會將臨床護理人

員的所需資訊能力分為四層級：包括新進護理人

員、資深護理人員、資訊專科護理師、資訊創新者 

（Staggers, Gassert, & Curran, 2002）。新進護理人

員必須具備從電腦的基本操作及延伸到利用電腦科

學、護理科學、資訊科學和認知科學的綜合應用和

實踐（程慧琳、李鴻艷，2006）；資深護理人員所

需資訊能力主要在臨床及管理上的應用；而資訊專

科護理師更需具備系統分析、建置、資訊庫設計、

系統導入及專案管理之能力；資訊創新者則需具備

研究及系統規劃能力（馮容莊等，2015）。

　　對於培養新進護理人員的資訊能力，美國國

立大學紐約護理學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chool of Nursing）早於 1977 年已經實行第一個為

本科學生而開設的「電腦技術在護理中的應用」

課程，內容除了電腦數據處理、資訊系統對患者

的影響外，更包含數據處理的社會倫理及法律議

題（Ronald, 1979）。而 1984 年全球第一本由 Ball

和 Hannah 編寫的資訊護理教育教材正式出版發行

（Ball & Hannah, 1984）。美國護理學院建議在護理

學士學位課程中開設資訊護理學（劉立捷、施盛瑩，

2009），並將「電腦技術」成為本科階段的必修科

目。資訊專科護理師需要接受高階的資訊護理學認

證教育，當中為滿足不同學生和市場的需求，在研

究生學位課程、碩士後或博士後資訊護理學認證教

育等非學位課程形式多樣化（餘自娟等，2018）。

歐美國家的資訊護理教育有 30 年的發展，已成一門

獨立的學科，專業教學與研究師資隊伍涵蓋學士、

碩士與博士教育，為資訊護理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紮

實的教學基礎（餘自娟等，2018）。美國護士協會

也於 2006 年起加強由教育、政策層面推廣資訊護理

的認識（馮容莊等，2015）。

3　澳門資訊護理發展現況

3.1　資訊護理教育現況

　　澳門科技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及澳門理工

學院健康科學及體育高等學校，是澳門三所主要

的護理教育機構，為滿足社會需求而培養不同層

次的護理專業人才，當中包括提供四年制護理學

學士學位課程、專科護理學深造文憑課程及護理

學碩士學位課程（澳門高等教育局，2021）。目

前，澳門地區的資訊科技導入只侷限校園管理及輔

助教學層面上。在護理課程的設置上，澳門三所高

等院校護理學課程仍未加入資訊護理或稱護理信息

學（Nursing informatics）的專門科目（澳門特別

行政區印務局，2008、2013、2014、2016、2018、

2019），而有關資訊護理學題材亦只有在某些科目

內小部分介紹，如在護理專業發展、護理領導及質

量管理、醫學文獻檢索等（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2018、2020；澳門科技大學，2020 ；澳門特別行

政 區 印 務 局，2008、2013、2014、2016、2018、

2019）。澳門資訊護理教育需要加快發展步伐， 

才能配合社會智慧醫療發展的需要。

3.2　資訊護理臨床發展現況

　　與國際相比，澳門智慧醫療的發展仍屬啟蒙階

段，但智慧醫療與臨床照護存在共生的關係，因此

資訊護理需要在智慧醫療中提高其應用性。從 60 年

代的資訊科技導入，直至 70、80 年代電腦技術與護

理作業結合，當時只是限於將部分紙本作業用電腦

執行；隨著 90年代開始個人電腦及病人記錄電子化，

護理記錄已從手寫改為電子記載。澳門仁伯爵綜合

醫院於 2002 年開始分批安排門診護士學習電腦操

作的培訓，由電腦部人員及行政部人員共同商討運

作及制定要求（梁錦瓊，2002）。隨後將電子資料

標準化和結構化，逐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醫療質

量和病人安全。澳門臨床護理也隨著科技產品的引

進，開始廣泛應用個人數位處理器（personal digital 

assistor, PDA）、條碼輔助給藥作業系統，藉此優化

人手核對的工作，每一個護理人員都需具備基本的

操作技能。

　　澳門衛生局 2015 年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利用

互聯網技術，將市民的健康數據轉為個人化的健康資

訊，有助遠距照護發展（澳門衛生局，2015）。另外，

澳門特區政府於 2017 年與阿里巴巴簽訂了《構建智

慧城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構建雲計算中心、大數

據平臺、智慧應用及規範（澳門日報，2017）。促使

澳門衛生局 2018 年推出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先導

計劃，實現公私營醫院間病歷資料互聯互通和可攜

性，有助綜合掌握病人的健康和疾病情況（澳門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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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18）。由 2002 年到 2020 年，澳門護理人員在

資訊護理的發展仍處於被動，主要以與電腦技術員合

作形式，當中護理人員以應用層面提出意見反饋，缺

乏資訊護理系統上的主導及創新。由於澳門特區政府

需要拓展智慧醫療，日後會持續優化和完善軟硬體建

設（澳門特區政府，2020b），預料資訊護理人材亦

是本澳未來護理專業發展的重點工作。

4　資訊護理專業發展對澳門護理教育的啟示

　　澳門目前仍缺乏正規的資訊護理教育體系，由

於社會需求、醫療模式和科學發展需要，令澳門護

理教育在這領域的發展受到教育認知、教材、師資

等因素的限制。因此，針對資訊護理的重要性，對

澳門不同層次的護理教育有以下啟示：

4.1　本科階段

　　由於資訊科技在臨床護理上的普及，培養資訊

素養是現代護理教育的重要內容，以確保臨床護理

安全和品質。在護理學士學位課程中開設資訊護

理學的學科（劉立捷、施盛瑩，2009）為首要的建

議，以跨專業合作，與資訊科技專家共同探索開設

及整合普遍層面的資訊護理課程。當今，在國內已

有部分護理院校開始進行資訊護理課程的探索，亦

努力編纂合適的教材；同時，亦將資訊護理課程作

為研究結論的必修科目（馮林、熊振芳，2015）。 

　　參考國內外高等護理教育的設置，資訊護理課

程包括以下內容：一、資訊護理學：定義和歷史； 

二、電腦知識：功能及一般網路系統；三、檢索查詢：

護理資源、臨床決策所需資訊；四、資訊護理學理

論；五、資訊系統的分類、電子病歷等；六、資訊系

統的生命週期；七、遠距醫療；八、資訊護理的職業

範圍和角色；九、其它議題：倫理、安全及專業團體

等（McNeil & Odom, 2000）。

4.2　學位後課程

　　培養高階資訊護理人才可參考早期歐美國家院

校遠距教育合作形式；國外專科教育的層次以研究

生教育為主，全日制的碩士研究生一般需 2 至 3 年，

非全日制的碩士研究生一般需 4 至 5 年；國外所有

研究生課程的收生要求需有資訊護理學的工作背景

（餘自娟等，2018；程慧琳、李鴻艷，2006）。而

不同院校的碩士學位學分要求有所不同，其中有核

心課程、資訊護理學必修課程，另外實習課程會根

據實踐方向有所不同（程慧琳、李鴻豔，2006）。

現時，澳門本地仍缺乏實習場所及師資上的限制，

遠距教育合作形式可考慮於研究生課程開展，參考

國外的推展經驗，進一步促進澳門未來資訊護理的

專科發展。

4.3　在職持續教育

　　持續教育課程主要針對現職的護理人員，形式

宜採取較靈活及多樣化的短期培訓，以適應不同群體

對資訊護理的學習需求。國內及台灣等地亦開始舉辨

短期培訓課程，以主題式的學習及指定人群，如：指

定招募高層護理管理者為學習對象，主題為推動資訊

護理解決臨床中應用管理問題（餘自娟等，2018；杭

州師範大學錢江學院，2020）。

　　澳門可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

院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中提出加強粵港澳醫療衛生人才聯合培養

與交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

2019），共同構建培養資訊護理人材的合作平臺。

5　總結

　　南丁格爾曾提出，收集和分析患者資料可為醫

護人員提供診治資訊，進而改善疾病治療和管理的

理念（餘自娟等，2018）。資訊護理系統協助大規

模資訊化，資訊素養成為現代護理人員的重要條件。

澳門資訊護理教育無疑在未來值得發展、亦需要發

展，以培養和儲備護理資訊人才；由於現時仍存在

較大的發展空間，因此，跨專業探索和跨地域合作

將是提升澳門護理專業質素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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