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理论为主)视频及课前练习题均发布在教学网站)要求所

有学员在授课前
(*F

完成视频的学习#并完成练习题#网上提

交答案)教师在授课前完成所有学员答案的审阅)

/+'+/

!

课堂授课
!

分组进行相互的腹部查体练习#教师需要

注意学员的查体内容+查体手法及具体细节#随堂纠正)教师

综合学生的操作及练习题的解答情况#进行有重点的部分内容

讲述#帮助学员理解难点)组织学员以小组的方式对本章节的

内容进行讨论+总结)教师提出视频演示的大量腹水+腹膜炎+

肠梗阻
)

种典型体征的病例#组织学员进行讨论查体的注意事

项和鉴别诊断要点)讨论结束后#布置课后练习题#此部分练

习题均为腹部查体阳性的病例分析题#要求学员完成后进行网

上提交)

/+'+'

!

课后辅导
!

教师修改每位学员的课后练习题#并定时

在线#解答学员在完成课后练习题中的所有疑问)

'

!

小
!!

结

!!

应用翻转课堂方法实施教学#在课堂授课的学时中#教师

强调重点理论+纠正手法#引导病例讨论)而其余内容均应用

课前和课后时间#通过网络学习由学员自己学习#在教师帮助

下掌握)在应用该方法教学的腹部查体章节结束后进行的随

堂章节考试中#学员掌握情况良好#问卷调查#学员对该教学方

法普遍认可)

综上所述#基于教育信息化进步基础上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激发学习热情#加强知识内化#在

,物理诊断学-教学中该教学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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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模拟人在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培训医师临床综合

急救技能训练中的应用"

郭利涛'

!刘
!

昱'

!赵渭桥(

!李
!

萌'

!张
!

蕾'

!王莉娟'

!陈海燕'

!张小丽'

!何晓娜'

!王
!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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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宏亮)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重症医学科#

(+

教学部#

)+

临床技能培训中心
!

9',,/'

$

!!

摘
!

要"

!

该研究以
!@NT7A

智能模拟人为训练平台!通过模拟真实临床病例及情景对重症医学科规范化培训医师进行临床

综合急救技能和临床思维训练!培训后对所有参加培训医师分别进行综合技能考核和问卷调查%在临床综合急救技能培训方面

收到了较好效果!提高了参加规范化培训的医师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处理重症患者的能力及综合急救技能%问卷调查显示!

0,5

参加规范化培训的医师认为有必要开设此类培训课程!对此类培训的方法表示很满意!

0)+)5

接受培训医师认为对今后的学

习工作有很大帮助%

关键词"

!@NT7A

智能模拟人#

!

规范化培训#

!

重症医学#

!

临床综合急救技能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0*--

"

(,'/

$

'0=(.)-=,)

!!

重症医学科是重症医学的实践基地和教学平台#其实践性

强#应急性高#涉及各种急危重症#这就要求重症科医生应该具

有很强的基础知识#过硬的临床综合急救技能'

'

(

)住院医师阶

段的相关临床培训是培养专科医师的关键阶段#要求住院医师

不仅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还要具备过硬的临床技能和解决

临床急危重症的能力)国家正在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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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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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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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规培&#以期提高住院医师的综合临床能力#但是鉴于重

症患者的情况和目前的医疗环境#对于重症医学科参加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师$以下简称规培医师&无论是在实际的抢

救工作中#还是从医学伦理角度#留给规培医师的临床实践机

会很少)而对于由医学生向合格临床医生过渡的规培医师来

讲#临床综合急救技能的培训显得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急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治疗效果和预后)传统的培训及教学模式

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重症医学科规培医师培训的需要)本院

临床技能模拟培训中心引进了
!@NT7A

智能模拟人系统#由于

这些模拟人系统具有解剖标志明显+仿真度高等特点#适合临

床综合急救技能教学的现场操作训练和教学培训)因此本院

重症医学科将其引入规培#利用
!@NT7A

智能模拟人构建了临

床综合急救技能模拟教学平台#以提高重症医学科规培医师的

临床综合急救技能#经过前期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参加本院

重症医学科规培医师共
),

人#其中女性
((

人#男性
.

人%本科

学历
9

人#研究生学历
()

人%年龄
((

#

(9

岁%均已取得执业医

师资格证书)

$+/

!

仪器
!

挪威
"7CG17H

公司生产的
!@NT7A

智能模拟人及

其自带的软件操作+病例编写模拟系统#摄像及投影系统#手持

双相波除颤仪#无创及有创呼吸机#简易呼吸器#经口气管插管

套包#听诊器#氧气瓶#各种穿刺套包#生理盐水#静脉输液

器等)

$+'

!

培训方法
!

采取0简短理论讲授
`

分项技术练习
`

综合

急救病例模拟演练
`

分析总结1的国际流行模式进行培训'

(

(

#

即首先利用
ZZ>

结合临床实际病例进行相关基本理论知识的

讲解%然后进行单项操作练习#利用模拟人进行#教师给予指

导%最后#利用提前编写好的病例模拟临床进行综合急救病例

模拟演练#设定一定的场景#将规培医师分组#每组
-

人#模拟

三线医师$

'

人&+二线医师$

'

人&+一线医师$

(

人&+护士$

'

人&#轮流负责现场指挥#承担不同角色)以一个模拟临床真实

急救场景开始#包含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无创+有创呼吸机的

使用及切换指征#临床危急情况的判断+处理#相关操作$比如

气管插管+穿刺等有创操作&#相关问题的诊断及鉴别#心率失

常的诊断+鉴别诊断及处理#心搏骤停的综合抢救$心肺复苏+

电除颤+药物复苏&等)在模拟中有专人负责模拟家属#患者情

况发生变化和可能需要有创操作等需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有

专门医师和家属沟通)带教教师通过相关软件在监控室通过

控制模拟人模拟发声+气胸+心律失常+心搏骤停等模拟各种可

能情况#各种治疗及处理措施由受训医师在模拟人上直接操

作)全程实时同步录制综合培训教学过程#操作结束后通过录

像回放#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小组讨论+错误分析等#从自

己的错误中学习和提高)培训过程中除了考察规培医师的临

床综合急救技能#还对其现场指挥协调能力+医师职业规范+诊

疗中的人文关怀+与家属沟通能力+抢救小组的团队意识进行

培训和考核)

$+1

!

考核评价
!

教师利用单项操作及综合病例评分表对规培

医师的表现进行评分#满分
',,

分#

.-

分以上为优秀)最后利

用自制的,

!@NT7A

综合急救技能培训调查表-对临床综合急

救技能培训的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价#包括!是否接触过类似的

培训#是否需开设此课程#是否需增加课程内容#培训对今后学

习+工作是否有帮助#利用
!@NT7A

智能模拟人培训对你的帮

助#培训中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否有利于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等)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ICH(,,9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

!

结
!!

果

/+$

!

考核结果
!

对各位参加培训的规培医师在综合急救病例

模拟过程中的单项操作及综合病例诊疗措施等方面进行考核#

结果如下!问诊优秀率为
./+95

#呼吸机的使用优秀率为

/)+)5

#胸腔穿刺优秀率为
//+95

#电除颤优秀率为
0)+)5

#

心肺复苏优秀率为
0,+,5

#经口气管插管优秀率为
/)+)5

#心

率失常判读及处理优秀率为
9/+95

#综合病例抢救评估优秀

率为
.,+,5

)

/+/

!

调查问卷结果
!

在培训及考核结束时#利用调查问卷对

),

名规培医师进行了调查#以评价此次考核#结果见表
'

)

表
'

!!

考核评价情况

评价项目 构成比'

,

$

5

&(

是否接触过类似的培训

!

接触过
(

$

/+9

&

!

未接触过
(.

$

0)+)

&

是否需开设此课程

!

很有必要
()

$

9/+9

&

!

有必要
9

$

()+)

&

!

没必要
,

$

,+,

&

培训对今后学习+工作是否有帮助

!

很有帮助
(.

$

0)+)

&

!

有所帮助
(

$

/+9

&

!

帮助不大
,

$

,+,

&

!

无帮助
,

$

,+,

&

对你的帮助有哪些方面$多选&

!

提高学习兴趣
(0

$

0/+9

&

!

增强急救意识
()

$

9/+9

&

!

提高综合急救能力
(0

$

0/+9

&

!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

$

.,+,

&

!

提高临床实践能力
),

$

',,+,

&

!

提高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
(/

$

./+9

&

!

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

$

/,+,

&

!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

$

',,+,

&

培训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多选&

!

对重症患者可能的病情变化认识不足
((

$

9)+)

&

!

重症患者抢救流程不熟悉
'0

$

/)+)

&

!

急救药物使用不熟悉
'-

$

-,+,

&

!

对潜在的风险认识不足
(9

$

0,+,

&

!

病情变化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欠缺
((

$

9)+)

&

!

抢救措施不及时
')

$

*)+)

&

!

抢救时操作不规范
'9

$

-/+9

&

!

团队合作欠佳
'*

$

*/+9

&

'

!

讨
!!

论

!!

目前在医学教育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医学生的临床实践

能力培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

(

#一方面医患关系紧张#主

管医生不愿实习生在患者身上进行相关的实习操作#另一方面

患者及家属不愿意配合示范教学项目#甚至不愿让实习生进行

查体#更别说一些实际操作)尽管通过加强与患者沟通#说服

患者接受某些床边示范教学项目#但是仍有许多患者只选择性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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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有限的床边教学科目#使医学生很难在患者身上得到直

接实践的机会)这种床边教学所陷入的困境在医学生临床实

习中表现越来越突出)规培医师也不例外#他们不是学生#但

其临床技能仍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于重症医学科的规培医

师#理论教学及床边的见习已不能满足要求#而临床患者的不

配合又使他们无法进行实践)因此#重症医学专业学生及规培

医师基本技能及综合急救能力训练面临十分困难的局面)在

面对患者突发状况#甚至心跳呼吸停止时如何快速决断以及进

行有效+正确的抢救#在进行单项操作训练的同时#如何提高他

们的临床综合急救技能是目前突出的问题#而临床综合急救技

能是他们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必须牢牢掌握的)

在目前临床实践日益受限的情况下#各种模拟教学应运而

生#以尽可能贴近临床真实环境和更符合医学伦理学的方式进

行医学教学+培训)国外很早已广泛应用高仿真模拟人进行医

学教学'

*

(

)目前超过
'

"

)

的美国医学院校拥有模拟人#全球有

超过
',,,

个模拟训练中心'

-

(

)在我国采用高仿真模拟人进

行教学起步较晚#但是现在不少高校斥资购置各种智能模拟

人#改变以往0专家讲课为主#单项技术操作练习为辅1的旧培

训方法#采用0简短理论讲授
`

分项技术练习
`

综合模拟演练

`

录像分析总结1的国际流行模式进行培训)同时每年的全国

大学生急救技能竞赛也加入了这样的考核模块)本院临床技

能模拟培训中心引进了
!@NT7A

智能模拟人系统#使重症医学

临床技能教学中缺乏合适实践对象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

了解决)

!@NT7A

智能模拟人是挪威
"7CG17H

公司生产的一个

全身的成人模拟患者#具有高仿真和生理驱动两大特性#可以

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并可利用相关计算机软件系统反复再现

真实情景进行训练#直至掌握'

/

(

)由于这些模拟人系统具有解

剖标志明显+仿真度高等特点#适合临床急救综合技能培训的

现场操作训练和教学#并可用于多个学科和领域的培训教

学'

9=',

(

)更重要的是受训医师在进行专项技能训练的同时#可

培养团队小组成员沟通能力+合作精神#提高学习的积极

性'

''='(

(

)近年来#本院将其引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
!@N=

T7A

智能模拟人模拟相关病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模拟教学

平台#以提高重症医学科住院医师培训质量#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利用
!@NT7A

智能模拟人对规培医师进行培训后#在综合

病例模拟抢救操作中进行单项操作及综合急救能力考核评分#

发现规培医师在各项单项操作及综合病例急救能力明显提高)

调查问卷显示#规培医师对这种新型的培训方式有着浓厚的兴

趣#并希望能够有更多类似的培训#也希望开展相关课程)同

时认为此培训可以提高对患者危急情况的识别及处理能力#提

高临床操作及综合急救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团队合作精

神#以及增强医患沟通能力等)利用
!@NT7A

智能模拟人对规

培医师进行培训改变了我国临床医学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情

景化的模拟教学#使受训规培医师能更好地掌握医学理论和临

床技能#提高临床思维和临床综合急救技能#为培养高素质的

综合型重症医学急救人才奠定基础)

智能模拟人真正搭建了一个提高临床综合急救技能的平

台)大大缩短从学生到医生+从没有经验到成熟的过程#有效

地提高了临床综合急救技能)但是目前国内真正开展利用智

能模拟人进行临床综合急救技能培训的单位很少#特别是用于

规培医师的培训)而目前医师规范化培训在我国刚刚开始#如

何提高培训对象的临床综合急救技能是在目前医疗环境下不

得不考虑的问题#而
!@NT7A

智能模拟人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

解决)

参考文献

'

'

( 郭利涛#石秦东#王雪#等
+

新建综合
3<;

病房住院病例统

计分析'

b

(

+

中国实用医刊#

(,''

#

).

$

.

&!

.*=.-+

'

(

( 黄四碧#刘丽华#杨涛#等
+

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
#<!

在

急诊护理学实训教学中的应用'

b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

( 张薇#于亮#杨竞霄#等
+!@NT7A

智能模拟人在心内科住

院医师临床综合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b

(

+

中国临床研究#

(,'-

#

(.

$

9

&!

09,=09(+

'

*

(

UPM17c

#

[?A1R

#

[?AJ7ADCd

#

CD7H+%7D@?A7H

E

G?QDF@A

2@NMH7D@?ADG7@A@A

E

Q@DF@ACNCG

E

CAI

L

NC1@I@ACGC2@1CAI

L

8

G?

E

G7N2

#

(,,)=(,,.

'

b

(

+&I71CN@ICNCG

E

CAI

L

NC1@I@AC

#

(,,.

#

'-

$

''

&!

',/0=/-/)+

'

-

( 张铮
+

依托智能模拟人
32D7A

构建临床医学新型教学模式

'

b

(

+

卫生职业教育#

(,')

#

)'

$

('

&!

*0=-,+

'

/

( 安琦#刘伟#马飞燕#等
+!@NT7A

智能模拟人在医护综合

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b

(

+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

#

'(

$

)

&!

),-=),9+

'

9

(

YF@CAN?G7Z

#

a7117Q

L

Z

#

6F7A7HZ

#

CD7H+&B@GDM7HGC7H=

@D

L

2@NMH7D?GJ?GDC7IF@A

E

7A1CB7HM7D@A

E

1CAD7H

8

G?IC=

1MGC2

'

b

(

+TCDF?123AJTC1

#

(,',

#

*0

$

*

&!

)0/=*,-+

'

.

( 黄四碧#刘丽华#龚向京#等
+

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对提高

急诊护理实训教学质量的效果分析'

b

(

+

重庆医学#

(,'-

#

**

$

)(

&!

*/,)=*/,-+

'

0

(

[71@G&

#

WC

L

KCP?

E

HMW

#

67G7I7

L

Z

#

CD7H+;2@A

E

F@

E

F=J@1CH@=

D

L

2@NMH7D@?A727HC7GA@A

E

2DG7DC

EL

@A7AMA1CG

E

G71M7DC

@ADCA2@BCI7GCI?MG2C

'

b

(

+%MG2C#1MI

#

(,'-

#

*,

$

(

&!

#'=

#/+

'

',

(

!CNHCGTR

#

6CG@Q7H7Y$

#

<HMACb6

#

CD7H+&G7A1?N@SC1

DG@7HI?N

8

7G@A

E

1@17ID@I2

#

1CN?A2DG7D@?A

#

7A12@NMH7D@?A

J?GDC7IF@A

E

DC7NQ?GPD?NC1@I7HGC2@1CAD2

'

b

(

+&AA&N

>F?G7I!?I

#

(,'-

#

'(

$

*

&!

-'(=-'0+

'

''

(李文艳#任刚#胡春媚
+

高级智能综合模拟人在护理生心

肺复苏实训中的应用'

b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

'

'(

(

Z7A1C

L

[

#

T@2FG7Y[+6A?QHC1

E

C7A1@ADCHH@

E

CADI?N

8

M=

D@A

E

2

L

2DCN@ANC1@I@AC

'

b

(

+<?N

8

[@?HTC1

#

(,,0

#

)0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9).(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0

期
!

"7KTC1<H@A

!

UID?KCG(,'/

!

V?H+')

!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