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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在护理生心肺复苏实训中的应用

李文艳１，任　刚
２△，胡春媚１（江西中医药大学：１．护理学院；２．中药资源与民族药研究中心，南昌　３３０００４）

　　【摘要】　研究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ＥＣＳ）在护理生心肺复苏（ＣＰＲ）实训中的应用效果。将６０名实验学生随

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３０名学生。对照组采取传统的教学方式，实验组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技能实训授

课。结果显示，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的实验组考核成绩（包括理论与操作）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程度都明显优于对照

组。以ＥＣＳ为载体的护理生ＣＰＲ实训教学方式，为护理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训机会，弥补了传统教学的薄弱环节，

其教学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实训教学方法。

【关键词】　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　心肺复苏；　实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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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跳呼吸骤停与猝死是极其凶险的临床事件，任何步骤的

疏忽都可能直接导致心肺复苏（ＣＰＲ）的失败
［１４］。因此，临床

护士必须具备快速的应急反应能力和扎实的急救技术，才能挽

救患者的生命。但ＣＰＲ力求争分夺秒，而且近年来随着医疗

体制的改革和诊疗安全意识的提高，护士在患者身上进行

ＣＰＲ实训练习的情况已被禁止
［５］。因此，ＣＰＲ实训练习成为

了医学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６］。本校为了顺应医学教育的发

展趋势，于２００７年成立了临床技能中心，引进了美国 ＭＥＴＩ公

司生产的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ＥＣＳ），并且逐步将其应用于护

理生的ＣＰＲ技能实训，现将应用情况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２０１０级四年制本科护

理专业学生６０名，其中女生５８名，男生２名，年龄２０～２２岁，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３０名学生。

１．２　仪器与试剂　具有呼吸、心跳、脉搏等“生命体征”的

ＥＣＳ
［７］，心电监护仪等。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教学方法　对照组与实验组都以２０１０年国际心肺复

苏指南［８］为指导，规范地讲解包括判断意识、环境评估、摆放体

位、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项目。然后观看实训

教学电教片，实训则分别进行：（１）对照组仍采用传统教学模

式，即用简易模拟人进行ＣＰＲ的各个项目。（２）实验组则以

ＥＣＳ为载体，首先建立了模拟重症加强护理（ＩＣＵ）病房，ＥＣＳ

与心电监护仪连接，同时配备呼吸机、除颤仪、简易呼吸器等医

疗设备；然后从ＥＣＳ自带的软件系统中选择模拟临床急诊真

实病例，如休克、心律失常所致的心跳呼吸停止；再采取“简短

理论讲授＋分项技术练习＋综合模拟演练＋分析总结”的国际

流行模式进行培训，即先简短地讲授主要理论知识，然后根据

场景将学生分组，每组６人，轮流负责现场指挥、判断意识、环

境评估、摆放体位、胸外心脏按压、开放气道、人工呼吸等不同

任务，先分项进行技术练习，然后启动ＥＣＳ进行综合模拟演

练；最后根据学生的薄弱环节展开讨论并加强训练。

１．３．２　评价方法　在实训教学结束后，分别对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学生进行ＣＰＲ实训考核，并且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实训后

两组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ＣＰＲ实训考核包括理论考

核与操作考核两方面，理论考核为闭卷形式，内容是与实训操

作相关的理论知识，操作考核内容是ＣＰＲ实训操作的整个流

程。理论考核与操作考核均为百分制。实训考核的同时对６０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学生对实训效果的评价，共发

放问卷６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６０份，有效收回率为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数据以狓±狊表示，考核成绩采用两独立样本的狋检验，率

的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实训后实验组ＣＰＲ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ＣＰＲ理论成绩与操作成绩组间比较（狓±狊，分）

项目 考试人数 实验组 对照组 狋 犘

理论成绩 ３０ ８４．５±８．６ ７８．３±１０．３ ２．５３ ＜０．０５

操作成绩 ３０ ９０．６±５．６ ８２．２±６．３ ５．４６ ＜０．０５

表２　６０名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狀／狀）］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χ
２ 犘

学习兴趣的提高 ９３．３（２８／３０） ４６．７（１４／３０） １５．１ ＜０．０５

急救意识的增强 ８６．７（２６／３０） ４０．０（１２／３０） １４．１ ＜０．０５

团队协作精神的强化 ９０．０（２７／３０） ４３．３（１３／３０） １４．７ ＜０．０５

应急能力的提高 ９３．３（２８／３０） ３６．７（１１／３０） ２１．２ ＜０．０５

自身满意度的提高 ９０．０（２７／３０） ４０．０（１２／３０） １６．５ ＜０．０５

２．２　实训后实验组学生在学习兴趣的提高、急救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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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ｆｉｒｍｂｌｕｅ＠１６３．ｃｏｍ。



团队协作精神的强化、应急能力的提高及自身满意度的提高等

方面的评价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２。

３　讨　　论

３．１　ＥＣＳ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通过ＥＣＳ设置的模

拟急救场景，如“患者”呼吸心搏骤停、瞳孔散大等，可立刻将学

生带入紧张的抢救氛围中，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评估、判断与施救的整个过程中又要求必须做到争分夺秒，

因此能够强化急救意识与应急反应能力；在ＣＰＲ的各个环节

中，小组的各个成员需要紧密协作，ＣＰＲ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所以团队协作精神也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

３．２　ＥＣＳ有利于提高护理生的急救水平　以ＥＣＳ作为实训

教学载体的新的教学方式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方式之处在于：具

有生理电驱动功能，有呼吸、心跳、脉搏等体征，能模拟患者的

病理生理反应过程，并可显示实施ＣＰＲ的救治效果。因此，当

学生实施ＣＰＲ不及时或者不正确时（如胸外心脏按压的部位

不准、按压频率和深度不够，开放气道不到位，人工呼吸的通气

量不足等），“患者”就会因抢救无效而死亡。这就要求学生在

实训中力求做到反应迅速，每个ＣＰＲ步骤都力求做到精准无

误，才能将“患者”抢救过来。

３．３　ＥＣＳ有利于缩短护理生的临床适应期　护理生在进入

临床实习前就经历过紧张有序而又几近真实的ＣＰＲ培训，因

此当面临真的急救场景时就会沉着、冷静地运用所学的知识与

技能进行抢救。

综上所述，应用ＥＣＳ进行护理生的ＣＰＲ实训有明显的优

势：（１）无临床风险，不会对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
［９］；（２）教学方

式新颖，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急救意识与团队协作精

神；（３）可反复练习，这是临床实训不可比拟的。但也有其局限

性：（１）ＥＣＳ没有心理活动，无法沟通；（２）其病理生理反应过程

不可能完全与真人一模一样，因此各种复杂的病情难以体现。

进而总结如下：虽然应用ＥＣＳ进行ＣＰＲ实训教学的教学效果

明显优于传统的实训教学，但却并不能完全取代临床的实训教

学，需要将其与临床实训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ＣＰＲ实训教学才能得到更好、更稳、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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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改革探索

张　园，王　飞（新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实验诊断教研室，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　该文对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部分典型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分别从教材选择、教学

方法、师资力量、学生层次、考核形式等方面指出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并对相应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以期推动

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学质量。

【关键词】　医学检验；　专业英语；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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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专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培养高水平、高素质

的复合型人才是目前国内高等医学院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检验

医学专业中新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几乎是全球同步，学好专业外

语，对提高检验医学工作人员的提高综合素质有着极大的现实

意义。

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版）》中规定：

大学英语教育分为基础阶段（一、二年级）和应用提高阶段（三、

四年级），在学生完成基础阶段的学习任务，达到四级或六级

后，都必须选读应用提高阶段的专业英语［１２］。本校检验系根

据此规定的要求，针对检验医学专业大学本科生开设了《检验

专业英语》这门课程，旨在培养学生阅读外文文献获取最新专

业信息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帮助学生掌握国外先进的实验室技术、正确使用进口试剂和仪

器［３］。无论对于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在校学生而言，还是对于

进行继续学习深造的临床工作者而言，掌握好必要的专业英语

知识都非常重要。

笔者结合近几年的专业英语教学实践经验，对教学过程中

出现的部分典型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以下想法和

建议，以供同行探讨。

１　存在的问题

１．１　教材选择　目前，专业英语教材建设速度远落后于高等

教育改革和发展，国内尚无通用的检验医学专业英语教材及教

学大纲［４］。现阶段所采用的多数教材，其编写都是围绕检验医

学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专业性极强。此类教材对于尚未进入

专业知识学习阶段的学生而言，难度较大，且缺乏通用性。若

是选用无指定专业的专业英语教材，其通用性较好但又缺乏专

业性。所以一本理想的专业英语教材应兼备专业性与通用性。

１．２　教学方法　检验医学专业英语课程的讲授多采用以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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