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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模式在血液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价值ꎮ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 年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血液科规培的 ７８ 名医师为研究对象ꎻ随机均分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
和实验组(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模式)授课ꎻ对比两组最终出科综合成绩ꎬ根据结果对学生进行临床思维能力的

综合评估并实施针对性教学ꎮ 结果 实验组的理论成绩和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ＯＳＣＥ) 的成绩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ꎮ 结论 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模式比传统教学模式授课在血液科医师规培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成绩ꎬ值
得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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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的教学是理

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相结合ꎮ 对规培医师来说血液系

统疾病通常比较抽象难懂ꎬ易混淆ꎮ 所以血液系统

疾病的教学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临床实践ꎬ均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ꎮ 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教学

模式是“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又称案例中心

教学法ꎬ是小组讨论式教学ꎬ“以规培医师为主体ꎬ
以教师为主导”为核心[２]ꎮ 虚拟诊疗模式是用 ＡＰＰ
(ｍｏｂｉｌ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与“虚拟患者”互动ꎬ包括临床

上的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

病情转归全周期模拟ꎬ是一种新兴起的高科技模拟

诊疗教学模式ꎮ 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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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综合教学模式ꎬ具有零风险、低成本、高效率、
易普及等特性ꎬ适用于临床医学领域ꎮ

血液科是医师培训的重点且难点之一ꎬ为了

探索在血液科教学改革中应用前景较好且实用的

方法ꎬ培养拥有扎实临床基础的高素质血液科医

师ꎬ本文拟从提高规培医师对血液科的重视程度、
应用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法、加强临床思

维能力的培训等几个方面探讨血液科医师规培的

教学方法ꎬ以期提高血液科医师规培质量及效果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至 ２０１９ 年于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血液科进行规培的 ７８ 名医师ꎮ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分组及处理:随机均分ꎬ实验组(ｎ＝ ３９)用虚

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模式授课ꎬ对照组(ｎ ＝ ３９)用
传统教学模式授课ꎬ两组性别、年龄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具有可比性ꎮ 两组均以临床实用性为

指导ꎬ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内容与标准» [３￣４] 中血液科要求大纲顺序和内

容ꎬ构建血液疾病的临床教学框架[１] 进行培训ꎮ 每

组培训时间为 ２ 个月ꎬ结束后通过最终出科理论考

试和 客 观 结 构 化 临 床 考 试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ｒｕ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ＯＳＣＥ)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综

合测评ꎮ
１ ２ ２　 培训方法:实验组用虚拟模拟诊疗模式结

合 ＰＢＬ 模式进行授课ꎬ具体框架如下(图 １)ꎮ 对

照组用传统教学模式授课(图 ２)ꎬ即规培医师入

科后随同一组带教参与每日的早晚查房ꎬ带教按

规培大纲所涉及内容ꎬ以课本为主ꎬ与实际住院病

例相结合选择相应疾病进行课堂授课ꎮ 课后规培

医师自行复习和技能的训练ꎮ 两组授课的内容和

时间相同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将两组的理论成绩和 ＯＳＣＥ 考试的综合成绩数

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数据

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ꎮ

２　 结果

２ 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成绩

两组医师理论成绩与 ＯＳＣＥ 考试结果比较

(ｘ±ｓꎬ分)ꎬ实验组在理论知识考核中主观题得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ꎮ 实验组理论成绩为 ( ８９ １２ ±
０ ８２)分ꎬ高于对照组的 ( ８２ ０３ ± １ ４５) 分 ( Ｐ <
０ ０５)ꎮ 实验组在 ＯＳＣＥ 的病例分析能力、临床沟

通能力、血液科技能操作考核成绩及临床实践能

力考核总评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ꎮ 实验组

ＯＳＣＥ 成绩为 ( ９５ ０２ ± ２ １２) 分ꎬ高于对照组的

(８７ ０５±１ ７５)分(Ｐ<０ ０５)ꎮ

图 １　 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模式

Ｆｉｇ １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ＢＬ ｍｏ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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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传统教学模式

Ｆｉｇ 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２ ２　 两组医师对教学模式的问卷调查结果

所有医师对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模式

的满意度如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医师对教学模式的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ｂｙ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ｄｏｃｔｏｒｓ[％(ｎ)]

调查项目 是 否

提高对血液病知识的掌握 ９６ １５(７５) ３ ８５(３)

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５３ ８５(４２) 　 ４６ １５(３６)

利于培养临床思维能力ꎬ归纳分析能力 ９２ ３１(７２) ７ ６９(６)

利于提高学习兴趣ꎬ积极性 ８７ １８(６８) 　 １２ ８２(１０)

利于学习资源共享 ９７ ４４(７６) ２ ５６(２)

利于发现薄弱环节ꎬ提高教学质量 ９１ ０３(７１) ８ ９７(７)

利于提高医患沟通能力 １６ ６７(１３) 　 ８３ ３３(６５)

利于临床技能的掌握 ３４ ６２(２７) 　 ６５ ３８(５１)

利于课后复习提升 ９３ ５９(７３) ６ ４１(５)

增进师生、学生间交流 ４４ ８７(３５) 　 ５５ １３(４３)

３　 讨论

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模式是当代信息

技术的一个亮点更是传统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间

的“桥梁”ꎮ 虚拟模拟诊疗结合 ＰＢＬ 教学模式的实

践中ꎬ本研究发现:１)该模式利于规培生之间学习

资源的共享ꎬ增进相互间的交流ꎬ提高规培医师学

习兴趣、积极性ꎬ并能听逻辑思维及归纳分析能力ꎬ
提高医师主动性及相互合作能力ꎮ ２)该模式在结

束后从宏观上的全面性、精准性、逻辑性、敏捷性以

及经济性等定性的纬度ꎬ综合评估规培医师的诊疗

效率、反应速度及控制费用意识ꎬ并智能分析出医师

的“临床思维”强、弱点ꎮ 这利于规培医师发现自身

薄弱环节并及时查缺补漏ꎮ 而且利于缓解紧张的教

学资源ꎬ有效利用课余时间ꎬ有助于带教评估和调整

教学策略ꎬ利于提高教学质量ꎮ 同时在虚拟模拟诊

疗与 ＰＢＬ 结合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

题:１)该模式不利于提高规培医师的医患沟通能

力ꎮ 血液疾病本就复杂ꎬ需要仔细的与患者交流ꎬ但
在该模式下缺乏医师与患者面对面交流的过程ꎬ容
易导致医师与患者交流障碍ꎬ不利于医患沟通能力

的提高ꎮ ２)该模式不利于提高规培医师的临床技

能ꎮ 教学过程与传统教学相比ꎬ缺乏规培医师的技

能训练过程ꎬ故不利于医师掌握临床技能ꎮ
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兴起众多新教学模式ꎬ完

全颠覆了传统模式ꎬ激发教师的角色ꎬ提高了教

学质量ꎮ 随科学技术的发展ꎬ血液疾病的诊断从

过去以形态为主的形式ꎬ发展成以精确分子诊断

为核心的模式 [７] ꎮ 掌握新诊断技术与方法可以

指导临床医生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ꎮ 这给血液

科医师规培带来了新挑战ꎬ为了提高规培效果和

质量ꎬ让医师充分运用相关知识ꎬ对诊断、治疗、
预防过程进行全面系统性综合分析判断ꎬ并着重

培养规培医师的综合思维能力 [２ꎬ８] ꎬ需构建较完

善的教学模式ꎮ 本文中涉及的虚拟模拟诊疗结

合 ＰＢＬ 模式授课对比传统教学模式授课在血液

科规培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成绩ꎬ值得在未来教学

中推广ꎬ但这也不是最完善的模式ꎬ故需要在实

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并改良ꎬ以适应血液科规培教

学中取得更好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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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点击

每天吃一个苹果有助于减轻更年期症状

一份新研究发现ꎬ某些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较高ꎬ可能会减轻更年期症状ꎮ
先前的研究表明ꎬ饮食因素可能在雌激素的产生、代谢以及由此引起的更年期症状中起关键作用ꎮ 食用水果或地中海式

饮食(以蔬菜、水果、谷物和坚果的含量高为特征)ꎬ与更年期症状减少有关ꎮ 而这项新研究进一步研究了特定的水果和蔬菜

及其对各种更年期症状的影响ꎮ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ꎬ尽管水果和蔬菜的某些亚组与更年期症状呈负相关ꎬ但其他亚组摄入较高似乎与更多的泌尿生

殖系统疾病有关ꎮ 例如ꎬ与其他类型的水果相比ꎬ柑橘类水果被认为对泌尿生殖系统评分有不利影响ꎬ与其他蔬菜相比ꎬ绿叶

或深黄色蔬菜也是如此ꎮ
这项小型的横断面研究为水果和蔬菜摄入对更年期症状的影响提供了一些初步证据ꎮ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ꎬ富含水果和

蔬菜的健康饮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健康产生有益的影响ꎬ但除此之外需要进行研究以确定各种更年期症状是否可能受到

饮食选择的影响ꎮ
该研究在线发表于北美更年期协会(ＮＡＭＳ)杂志ꎮ

母乳成分可增强婴儿认知能力

在早期被吮吸的母乳中研究人员发现碳水化合物 ２￣岩藻糖基乳糖(２￣ＦＬ)会对神经发育产生积极影响ꎮ
母乳等母体因素已显示出会影响婴儿的发育ꎬ先前的动物研究已经确定ꎬ母乳中发现的碳水化合物 ２￣ＦＬ 对神经发育具

有积极影响ꎮ 现在ꎬ在这项针对人体的研究中ꎬ洛杉矶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ꎬ发现母乳

中的 ２￣ＦＬ 可以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ꎮ
在这项针对 ５０ 名母亲及其婴儿的队列研究中ꎬ研究人员分析了婴儿 １ 个月和 ６ 个月大时母乳的成分和喂养频率ꎮ 认知

发展使用 Ｂａｙｌｅｙ￣ＩＩＩ 量表在 ２４ 个月内进行测量ꎬ该量表是婴儿和学步儿童发育的标准化测试ꎮ 研究表明ꎬ母乳喂养第一个月

中 ２￣ＦＬ 的含量与 ２ 岁以下婴儿的认知发展得分显著相关ꎮ 喂养 ６ 个月时母乳中 ２￣ＦＬ 的量与认知结果无关ꎬ这表明早期接

触可能更有益ꎮ 这些观察结果使研究小组得出结论ꎬ母乳喂养增强神经发育主要是由于母亲产生更多的 ２￣ＦＬ 供婴儿食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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