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及学员访谈也得以证实!

#!#

!

信息化技能教学方法"推动技能教学及管理的

创新发展
!

临床技能学是一门综合性)技术性)实践

性很强的学科,

$$

-

!在大数据背景下的今天"信息化人

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推动医学技能教学的重大变

革!对接教学目标"采用信息化技能教学方法"充分

利用如模拟纤维支气管镜)模拟肺)虚拟综合穿刺系

统等先进教学手段及方法"在教学过程中积极设计操

作的模拟情景"让学生有身临医院的真实情境"既最

大限度保障了患者安全"也对医学生进行了系统化规

范化的训练"并且能够满足部分罕见病例的训练"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学员培训质量!同时"运用信息化手

段进行中心训练)考核及竞赛管理"简化人工流程"减

少失误比例"很大程度上节约管理成本"提高了工作

效率!

综上所述"临床教学改革是一所医学院校教学发

展永恒的焦点"必须按照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解放思

想的原则进行教学改革"才能实现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发展目标"也才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

题,

$"

-

!近年来"医学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发展迅速"

能力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成为各国医学教育发展的

主流,

$*

-

!竞赛教学法的整个过程也正是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实现学生#要我学$向#我要学$转

变的过程,

$)

-

"医学院校也可以通过临床技能竞赛以赛

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

-

"以竞赛的形式进行技能

教学在促进本科生技能学习兴趣及基础技能"提高教

员教学能力"推动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和临床实践教学

的改革"促进教学评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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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诊断即通过寻找和确定病原体诊断疾病"是

实验诊断学的重要组成"是病原生物学及病原检验医

学向临床的延伸和落脚点!临床常见病原体包括微

生物及寄生虫等"病原检查对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治愈

发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病原生物学及其诊断技术的

发展使%诊断学&等教材中的病原检查内容不断演变"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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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检查在历版*诊断学+本科教材中的分布!字数"构成比#(万"

,

#$

版次 出版时间
临床病原体

检查

肝病检查

的病原内容

免疫检查

的病原内容

其他检查

的病原内容
合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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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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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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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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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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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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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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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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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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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原体检查一节在历版*诊断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情况

版次 字数'万( 主要内容

第
$

!

)

版
#

无

第
'

版
*!)%

标本)常见病原体)医院感染)性传播疾病)耐药性

第
(

版
*!)*

标本)常见病原体)医院感染)性传播疾病)耐药性)肝炎)感染免疫

第
%

版
)!"#

标本)常见病原体)医院感染)性传播疾病)耐药性)肝炎

第
&

版
)!()

标本)常见病原体)医院感染)性传播疾病)耐药性)肝炎)检查方法

笔者调研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历

版%诊断学.基础&及本硕连读%实验诊断学&教材"提

取并认真分析病原诊断内容"从而为病原检查内容的

提炼和优化提供参考"为%诊断学&实验诊断部分或

%实验诊断学&的教材编写提供依据"并促进实验诊断

学与病原生物学的学科建设!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人民卫生出版社%诊断学&本科教

材"第
$

!

&

版,

$;&

-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诊断学.基础&

本科教材"第
$

!

)

版,

+;$"

-

*人民卫生出版社%实验诊断

学&第
$

!

"

版本硕连读教材,

$*;$)

-

!

!!"

!

方法
!

收集并查阅%诊断学&与%实验诊断学&"

提取各章节病原检查部分"采用
-5678"##*

建立数据

库"分析其分布)页数)字数及构成比*采用
343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较采

用
!

" 检验*检验水准
$

9#!#'

"以
"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病原检查在%诊断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情况
!

病原检查内容占实验诊断的比例+第
&

版'

$*!),

(比

第
$

版'

*!&,

(明显增多'

!

"

9$(!%)

"

"

"

#!#$

("见图

$

!病原检查分布主要在临床病原体检查及部分肝病

检查)免疫检查)其他检查中!其中"临床病原体检查

自第
'

版开始成为独立章节"内容逐渐丰富"逐步将

肝炎病毒检查纳入其中"见表
$

)

"

!肝病检查中的病

原诊断内容主要是肝炎病毒检查"而后者自第
'

版进

入免疫检查"第
(

!

&

版进入临床病原体检查!免疫

检查中病原诊断内容主要是病原感染免疫检查"仅在

第
(

版纳入临床病原体检查!性传播疾病检查本属

免疫检查"后归入临床病原体检查一章"见表
*

!

图
$

!!

病原检查在历版*诊断学+本科教材中

占实验诊断的比例

表
*

!!

肝炎病毒检查'病原免疫检查'性传播疾病检查

!!!

在历版*诊断学+本科教材中所属章节

版次 肝炎病毒检查 病原感染免疫检查 性传播疾病检查

第
$

!

)

版 肝病检查 免疫检查 免疫检查

第
'

版 免疫检查 免疫检查 临床病原体检查

第
(

版 临床病原体检查 临床病原体检查 临床病原体检查

第
%

版 临床病原体检查 免疫检查 临床病原体检查

第
&

版 临床病原体检查 免疫检查 临床病原体检查

"!"

!

病原检查在历版%诊断学.基础&本科教材中的

基本情况
!

病原检查内容占实验诊断的比例+第
)

版

'

$"!(,

(与第
$

版'

$)!(,

(相比无明显差异'

!

"

9

#!*&

"

"

&

#!#'

("与%诊断学&第
&

版'

$*!),

(比较亦

无明显差异'

!

"

9#!$%

"

"

&

#!#'

(*内容分布与%诊断

学&类似"但无其他检查一节"见表
)

!临床病原体检

查从第
*

版开始将病原免疫的性传播疾病检查纳入*

肝炎病毒检查始终在肝病检查之中*病原感染免疫检

查始终在免疫检查中!

"!#

!

新版诊断学教材临床病原体检查内容比较
!

西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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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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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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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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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原检查在历版*诊断学&基础+本科教材中的分布!字数"构成比#(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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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出版时间
临床病原体

检查

肝病检查

的病原内容

免疫检查

的病原内容

其他检查

的病原内容
合计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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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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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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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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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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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类本科第
&

版%诊断学&主要内容包括+标本)检查

方法)常见病原体)性传播疾病)医院感染)耐药性)肝

炎*中医类本科第
)

版%诊断学.基础&主要内容包括+

概述'标本)检查方法()常见病原体)性传播疾病)医

院感染)耐药性*西医类与中医类教材主要内容类似"

其中中医本科的肝炎病毒检查放入肝病检查中!

"!$

!

病原检查在%实验诊断学&本硕连读教材中的基

本情况
!

在第
$

版中"病原检查主要分布在临床病原

学实验诊断'

%!%%

万字(和部分临床免疫学实验诊断

'

"!*'

万字(两章"共
$#!$"

万字!临床病原学检查包

括概述'标本)检查方法()常见病原体'细菌)病毒)真

菌)寄生虫等()性传播疾病)耐药性)医院感染等"比

%诊断学&更详细!临床免疫学包括肝炎病毒检查和

病原感染免疫检查!在第
"

版教材中"病原检查主要

分布在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

*!%#

万字()性传播疾病

实验诊断'

$!)&

万字()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和细菌耐

药性检测'

"!)#

万字(与部分产前诊断'

#!$+

万字("

共
%!%%

万字!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实质是对标本)

检查方法)常见病原体及医院感染的扩充!

#

!

讨
!!

论

#!!

!

分散性与多变性是病原诊断演变的特征
!

分散

性指历版%诊断学&或%实验诊断学&教材的病原诊断

内容始终未能整合为一个章节"多散布于临床病原体

检查)肝病检查及免疫检查等"仅第
(

版西医本科教

材达到基本整合!

多变性指肝炎病毒检查)病原感染免疫检查及性

传播疾病检查在各版教材中所属章节不一!肝炎病

毒检查本身的三重属性'肝病)病原和免疫(使其可有

不同归属!在西医本科教材中"肝炎病毒检查先后归

入肝病检查)免疫检查"最后归入临床病原体检查*在

中医本科教材中"始终在肝病检查中*而在%实验诊断

学&教材中"分布于病原感染免疫或感染性疾病诊断

中!病原感染免疫检查多分布于免疫检查中"仅在西

医本科第
(

版纳入临床病原体检查中"而在第
"

版

%实验诊断学&列入感染性疾病诊断中!此外"性传播

疾病检查的所属亦多变"在西医本科教材中"第
$

!

)

版零散分布于免疫检查"自第
'

版以性传播疾病检查

列入临床病原体检查*在中医本科教材中"先后归属

于病原感染免疫)临床病原体检查中!分散性与多变

性反映了病原诊断内容的不成熟性"同时为教学改革

提出要求"内容的整合迫在眉睫!

#!"

!

临床病原体检查内容构架渐已形成
!

临床病原

体检查章节最早出现于
"##"

年西医本科第
'

版"历

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内容构架渐已形成
(

部分+概

述'标本)检查方法等()常见病原体)性传播疾病)肝

炎病毒)医院感染)耐药性"各部分构成比相当!各教

材均将性传播疾病检查列入其中"均未将病原感染免

疫列入其中"仅西医本科最终将肝炎病毒检查列入其

中!而在第
"

版%实验诊断学&教材中"将此章分为感

染性疾病)性传播疾病)耐药性检测等!临床病原体

检查内容基本构架的形成为病原诊断内容的成熟奠

定了基础!

#!#

!

病原检查的发展应逐步由分散走向整合"由多

变走向稳定
!

病原诊断是实验诊断学的重要组成"分

散在其他章节的病原相关检查应纳入病原诊断部分"

从而形成独立而完整的临床病原体检查一章!基于

此"在各版教材中有不同归属的病原相关内容应归入

本章而完成整合与稳定"从而最终走向成熟!如性传

播疾病病原)肝炎病原及病原感染免疫应逐步纳入临

床病原体检查一章"并成为本章主要内容!第
"

版本

硕连读%实验诊断学&教材"由于以疾病为主线组织内

容"可将临床病原体检查归入感染性疾病实验诊断!

总之"实验诊断学迅猛发展促使病原诊断内容不

断演变,

$'

-

"病原诊断演变具有明显的分散性与多变

性*临床病原体检查章节虽出现较晚"内容较少"位置

边缘"但内容构架渐已形成*以病原为中心的各项检

查应归入本章"而使病原检查内容逐步由分散走向整

合"由多变走向稳定"由不成熟走向成熟"从而有利于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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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发现和治疗水平都能有所提高!

OJ

是定位原

发肿瘤)肠系膜播散和胸部病灶较好的方法"但灵敏

度较低"可发现直径
$

!

*6C

的肿块"而对于较小的

肿瘤其检查意义不大"但对于判断
XF;̀ -J

的侵犯范

围及转移情况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

-

!目前"

XF;̀ -J

的诊断技术仍以内镜为主,

)

-

!但由于
XF;̀ -J

内镜

下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仅呈灰白色)质硬表现"以息

肉样隆起)黏膜糜烂)黏膜下肿物形式居多"容易与息

肉混淆导致误诊"故需依靠病理学检查结合免疫学检

查"病理 学检查为诊断 金标准!世界卫生组 织

'

^W_

(在
"#$#

年提出消化系统肿瘤分类标准"即神

经内分泌瘤'

-̀J

(

X$

)

-̀JX"

)

-̀OX*

级和混合

性腺神经内分泌癌'

TÌ -O

(!其中
X$

)

X"

属于高

分化低级别的
-̀̀

"核异型性轻至中度"核分裂象数

低*

X*

则属于低分化高度恶性肿瘤"核异型性显著)

分裂象数高,

';%

-

!本病例反复腹痛
$#

e年"且多次行

胃镜检查均未明确诊断"误诊为息肉"即是因为内镜

下未进一步行病理活检"导致病情延误!另外"本病

例胃镜结果提示胃体神经内分泌瘤同时合并胃窦早

癌"故应与
TÌ -O

鉴别!

TÌ -O

为上皮性肿瘤"

具有多种特征"一方面与腺癌相类似"另一方面形态

又类似
-̀̀ ?

"各自所占比例较高"均超过
*#,

"且均

为恶性"根据本次患者病变部位与病理活检结果"均

不符合该诊断!目前将手术)内镜下切除作为
XF;

-̀J

主要的治疗手段"相关研究表明核医学)靶向药

物,

&

-也在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本次病例中患

者病灶内镜下切除完整"随访中未发生复发和转移"

整体预后较好!

综上所述"

XF;̀ -J

临床症状并不典型"主要以消

化道症状为主"行内镜下检查"其形态与息肉相似"故

容易误诊!因此要对该疾病有充分的认识"当内镜下

见息肉样隆起时需考虑该疾病的可能"必要时取病理

活检明确性质"才能减少漏诊误诊"并及早进行治疗!

如果患者患有不同消化系统肿瘤"如
XF;̀ -J

合并早

癌"那么病理检查有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组织表现"需

要全面观察"进行准确区分!此外"本病例于
-30

术

后出现发热并形成溃疡"是否与内镜侵入性操作或神

经内分泌瘤患者本身易合并感染相关"应用抗菌药物

的适用性还不明确!后续仍需收集相关资料"给予进

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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