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健康医学研究"

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联合公建项目!&'(!"%)"!"*)+" #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 #三全学院骨干教师培育项目

!&'(-.!"!"//0-"%" $

作者简介#马慧玲%女%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抗微生物肽的研究%1#2345&%*!,6%+$,%788(9'2$

通讯作者#周艳琳%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抗感染免疫的研究%1#2345&):$+*%$",788(9'2$

抗菌肽 !"#$%&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和细胞膜的影响

马慧玲! 李雪姣! 谢永生! 赵晓会! 游永鹤! 周艳琳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以白色念珠菌为指示菌%从细胞壁细胞膜作用层面探究 <=>?%$ 的抗真菌机理$ 方法;通过原核表达

系统制备重组蛋白 <=>?%$%并检测其抗白色念珠菌活性$ 使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白色念珠菌的形态变化$ 细

胞壁特殊染色法用于检测 <=>?%$ 处理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完整性变化$ 用荧光探针和甘油测定试剂盒检测经 <=>?%$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细胞膜损伤$ 通过 @A?>B@检测真菌细胞壁和细胞膜合成相关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结果;<=>?%$ 可

显著抑制白色念珠菌的生长%病变细胞形状严重不规则%出现聚集溶解现象$ 经 <=>?%$ 处理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完整性

率仅为 !%($C%远低于对照组$ 膜动力学和通透性的变化表明白色念珠菌细胞膜被 <=>?%$ 破坏$ 在基因水平上%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合成相关基因 DE-! 上调了 *(6: 倍%细胞膜麦角甾醇合成相关基因 1@/%'1@/+'

1@/:'=1A: 分别下调了 +()) 倍'%$(+6 倍'%*(** 倍'$(%6 倍%1@/%% 上调 !(:, 倍$ 结论;本研究发现抗菌肽 <=>?%$ 可

以通过破坏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干扰细胞膜结构'改变细胞膜通透性'增加胞内渗透压以及影响白色念珠菌细胞壁细胞膜

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来发挥抗真菌效果$

关键词&;<=>?%$#白色念珠菌#细胞壁#膜动力学和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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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广谱抗生素'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

大量使用以及器官移植'放化疗'血液透析'导管技术

等治疗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真菌感染的发病率及死

亡率逐年上升%致病真菌已经逐渐成为引起临床感染

的主要病原体之一%其中以白色念珠菌!又称白假丝

酵母菌"所致的念珠菌病最为常见
(%?*)

$ 此菌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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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常寄生于人的皮肤'黏膜'内脏%正常情况下

不致病%但在某些生理或病理因素影响下%机体抵抗

力或免疫力低下时%念珠菌会大量繁殖并改变生长形

式!芽生菌丝相"侵入细胞%引起急性或慢性感

染
(6?+)

$ 另外%真菌耐药性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抗

真菌药物治疗效果%增加了治疗成本
(:)

$ 在此背景

下%寻求和开发新型安全有效的抗菌药物已成为科研

人员的研究热点$ 抗菌肽是生物体抵御病原体感染

的一类天然多肽%是生物体有效的内源性先天免疫

因子%不仅对细菌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而且对真

菌'病毒'寄生虫及肿瘤细胞等都有一定的杀灭活

性
($?))

$ 七十年代中期瑞典科学家a'23H

(,)

发现昆

虫抗菌肽 BM9W'V4HP以来%昆虫抗菌肽已成为生命科

学的研究热点$ 在众多昆虫之中%对蝇类的抗微生

物肽的研究较多$ 家蝇是一种重要杂食性的病媒昆

虫%生存环境中微生物种群极为复杂%能携带和传播

超过 %"" 种人类和动物病原体%但直至目前%鲜见

家蝇因自身感染病原体而死亡%这主要归功于其强

大的先天性免疫系统$ 研究显示%家蝇能够产生以

3XX394H'9M9W'V4H'[MYMHP4H'[4VXMW494H 等为代表的抗菌

肽分子抵御病原体的入侵$ 近年来围绕家蝇抗菌肽

相关功能研究的工作不断深入开展%除了上述传统

抗菌肽分子外%越来越多的全新类别的抗菌肽分子

不断的被发现$ 课题组在前期研究中%采用显微微

创方式%从微生物诱导的家蝇转录组数据组中筛选

到一条特异性高表达的基因%并利用基因工程方法%

成 功 生 物 合 成 重 组 蛋 白 =b?<=>?%$ ! =GP93

['2MPX4933HX4249W'\435VMV4X4[MP?%$ " 以下称 <=>?

%$%在体外证实了 <=>?%$ 重组蛋白具有较强的抗

白色念珠菌活性
(%6?%:)

%但是其抗真菌机制仍不清

楚$ 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抗菌肽 <=>?%$ 对白色念

珠菌细胞壁完整性和细胞膜结构的影响%为进一

步应用及开发抗菌肽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验支

持$

%B材料与方法

%C%B材料

F4Pa3H[ >GW4Y493X4'H E4X!购于 &'_3IMH 公司"#

OM3PX@&<4P'E4X酵母总 @&<提取试剂盒'>W42M?

-9W4VX@AWM3IMHXE4XZ4XQ Ib&<1W3PMW!均购自大连

宝生物 A3E3@3公司 "#%%:?二苯基?%%*%+?己三烯

!b>F"'碘化丙啶!>K" !购于 P4I23公司"#!(+C戊

二醛'Ja培养基'沙氏琼脂培养基!-b<"'液体沙氏

培养基! -ba"'结晶紫'鞣酸'甲醛溶液 !均购自贵

州索莱宝贸易有限公司"#甘油含量测定试剂盒!南

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aB<蛋白浓度测定试剂

盒!碧云天"$

%CDB菌种培养

本实验所用白色念珠菌 !<ABB%"!*% "保存在

含有 *"C的甘油管中%置于超低温冰箱保存%使用

前在 -b<培养基上复苏%并连续传代两次%取白色

念珠菌单菌落于 -ba培养基中 *$c震荡培养至对

数生长期%再用 -ba培养基将其稀释至 %(" d+(" e

%":9YGf25备用$

%CEB方法

%CEC%B家蝇抗菌肽 !"#6%& 的制备及活性检测

取前期课题组已经制备好的 V1A?!)3! g"?

!<=>?%$"重组表达质粒进行 >B@鉴定$ 取鉴定阳

性的菌液加入含有卡那霉素的 Ja液体培养基中诱

导表达%诱导条件&温度 *!c'诱导时间 !6Q'诱导

K>A/浓度 "("+22'5fJ$ 参照文献(%:)的方法破包

涵体并纯化重组蛋白%纯化后的重组蛋白用超滤管

超滤脱去咪唑后进行 %!C -b-?></1鉴定$ 最后%

通过微量液体稀释法检测重组蛋白 <=>?%$ 抗白色

念珠菌活性$

%CECDB抗菌肽 !"#6%& 对白色念珠菌形态结构的

影响

!%"普通光学显微镜观察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 6"

!

If25<=>?%$ 为实验组%

无菌水为阴性对照组%放置于摇床 *$c %""WV2分别

培养 )Q'%:Q$ +"""Wf24H 低温离心 +24H 收集菌体%弃

上清%>a- 缓冲液洗涤 * 次之后%取菌液沉淀涂片后

盖上盖玻片%静置 %"24H 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

!!"扫描电镜观察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 6"

!

If25<=>?%$ 为实验组%

无菌水为对照组%放置于摇床 *$c %""WV2分别培

养 )Q'%:Q$ +"""Wf24H 低温离心 +24H 收集菌体%弃

上清%>a- 缓冲液洗涤 * 次之后%往沉淀物中加入

%25!(+C戊二醛 6c固定过夜$ 参照文献(%$%%))

的方法处理各组样本%扫描电镜上机检测$

%CECEB!"#6%&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完整性

观察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 6"

!

If25<=>?%$ 为实验组%

无菌水为阴性对照组%反应终浓度为 !"

!

If25的醋

酸卡泊芬净!B-"为阳性药物对照组$ 各组置于摇

床 *$c %""WV2培养 %!Q 取出%+"""Wf24H 离心 +24H

收集菌体$ 参照文献 (%$)的方法进行细胞壁特殊

染色并在显微镜下随机计数 %"" 个细胞计算细胞壁

的完整率%每组实验重复 *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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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FB!"#6%&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细胞膜完整性

检测

!%"以荧光染料 b>F为探针%检测 <=>?%$ 对

细胞膜流动性和有序性的影响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为 !"

!

If25'6"

!

If25')"

!

If

25<=>?%$ 为实验组%无菌水为阴性对照组%反应终

浓度 )

!

If25的两性霉素 a!<=a"为阳性药物对照

组$ 各组放置于 *$c恒温培养 %!Q 取出%离心收集

各组菌沉淀%在 "(*$C甲醛中固定 *"24H$ 参照文

献(%,%!")的方法对各组样品进行染色并用多功能

酶标仪检测其在 *+"H2激发光和 6!+H2吸收光的

吸光度值%根据各浓度吸光度计算其相对荧光强度$

!!"以荧光染料 >K为探针%检测 <=>?%$ 对细

胞膜通透性的影响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为 !"

!

If25'6"

!

If25')"

!

If

25的 <=>?%$ 为实验组%无菌水为对照组$ 各组放

置于 *$c恒温培养 %!Q 取出%*"""Wf24H 离心 +24H

收集菌体%>a- 缓冲液洗涤 * 次%弃上清%重悬菌体

沉淀浓度为 %(" e%":9YGf25$ 各组加入 >K染色液

!>K终浓度为 !"

!

If25" 充分混匀% 6c避光染色

+24H$ 取菌液沉淀涂于含多聚赖氨酸的载玻片%在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胞内渗透压的

变化

取已备好的白色念珠菌悬液 ! %(" d+(" e

%":9YGf25"%以终浓度为 !"

!

If25'6"

!

If25')"

!

If

25<=>?%$ 为实验组%无菌水为对照组$ 各组放置

于 *$c恒温培养 %!Q 取出%收集各组样本$ 按照南

京建成甘油含量测定试剂盒说明书检测胞内甘油总

量%按照碧云天蛋白检测试剂盒方法来测定样品蛋

白总量$ 根据甘油总量和蛋白总量来计算甘油含

量&甘油含量 h甘油总量f蛋白总量$

%CECGB实时荧光定量#9>检测!"#6%& 作用后白

色念珠菌细胞壁细胞膜合成相关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根据各检测基因的 9b&<序列设计 @A?>B@扩

增引物%同时以 %)- 基因为内参基因%引物序列见表

%%交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合成$ 以终浓度 6"

!

If25

<=>?%$ 为实验组%无菌水为阴性对照组%以终浓度

!"

!

If25的 DJB为阳性药物对照组%各组放置于

*$c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Q 取出%+"""Wf24H 离心

%+24H 收集菌体%按照 OM3PX@&<4P'E4X酵母总 @&<

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各组白色念珠菌的总 @&<%

检测其浓度和纯度后%按照 9b&<合成试剂盒说明

书分别合成 9b&<$ 以 9b&<为模板%%)- 基因为内

参基因%参照文献(%:)的方法进行 @A?>B@$ 反应结

束后收集数据%用 !

#

!!

BA

方法计算并分析实验数据$

表 %B各引物序列表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

%)-

DS@i<@b +j?<<AA<BBB<<ABBB/<B<B?*j

@1k1@-1 +j?A/B<<B<<BAAA<<A<A<B/B?*j

DE-!

DS@i<@b +j?/<AB<B/</ABA/A/<AA/?*j

@1k1@-1 +j?<<A<B<A/</<BB</BBAB?*j

1@/%

DS@i<@b +j?/B<<BB//BA//A<AB<<//B?*j

@1k1@-1 +j?<BBB<AB<<B//B<AB<//<<B?*j

1@/+

DS@i<@b +j?/<A<BB/ABB<BB</ABAA/<?*j

@1k1@-1 +j?AAA<//</B</A/A<//<AAB</?*j

1@/:

DS@i<@b +j?A//AA////AABAAB<AABB?*j

@1k1@-1 +j?BB<//<BB<BBA<B<BB<B<?*j

1@/%%

DS@i<@b +j?B<AAA//A//A//A</<B<A</<?*j

@1k1@-1 +j?<<AB<///AB<//B<BAAA<?*j

=1A:

DS@i<@b +j?<A/<<///A<A/AA/<BA/?*j

@1k1@-1 +j?<</A//B<<BABA<<<A/<?*j

FS/%

DS@i<@b +j?/ABA/A///AA/A<ABAA</?*j

@1k1@-1 +j?AB<BA<<<A///<A<///AB?*j

@F@!

DS@i<@b +j?/BB/A<B<AAA/<A/AB<AA?*j

@1k1@-1 +j?<<</A<BB</<</A/<B<<B?*j

DB结果

DC%B家蝇抗菌肽 !"#6%& 的制备及活性检测

将鉴定为阳性的重组表达质粒进行诱导表达及

纯化得到分子量大约为 %$^b3的重组 <=>?%$ 蛋白

!图 %"$ 采用微量液体稀释法检测重组<=>?%$ 对白

色念珠菌的 =KB值为 !"

!

If25%=DB值为 6"

!

If25$

图 %B!"#6%& 重组蛋白诱导表达图

注&=?+ 泳道分别为&蛋白质分子量标准 23ŴMW#未诱导重组质粒#诱

导重组质粒#重组质粒破碎上清#重组质粒破碎后沉淀#纯化蛋白

DCDB!"#6%& 对白色念珠菌形态结构的影响

光学显微镜结果显示&对照组正常白色念珠菌

细胞呈圆形或椭圆形%细胞大量出芽产生芽生孢子%

并形成大量假菌丝!图 !(<%a"#<=>?%$ 作用 )Q 和

%:Q 组白色念珠菌%出芽细胞及假菌丝显著减少%可

见多个病变细胞出现聚集溶解现象!图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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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B光学显微镜观察 !"#6%& 对白色念珠菌形态的影响

注&正常组&<'a! e%""" " #<=>?%$ 作用 )Q 组&B'b! e%""" " #

<=>?%$作用 %:Q 组&1'D! e%""""

扫描电镜结果显示&对照组正常白色念珠菌细胞形

态完整%呈卵圆形%有出芽和假菌丝%菌体饱满'表面

光滑'无皱褶 !图 *(<%a"#经 <=>?%$ 作用 )Q 和

%:Q 后菌丝显著减少%菌体结构有明显变化%大小不

一%呈现不规则形态%菌体出现聚集溶解现象%病变

菌体周围有细胞碎片和泄露的内容物%有的菌体有

缺口'拖尾现象!图 *(B?D"$

图 EB!"#6%& 作用于白色念珠菌的扫描电镜观察

注&正常组&<'a! e!"""" #<=>?%$ 作用 )Q 组&B'b! e!"""" #<=>?

%$ 作用 %:Q 组&1'D! e!"""" #

DCEB!"#6%& 作用于白色念珠菌后细胞壁完整性

观察

细胞壁特殊染色后%正常白色念珠菌细胞可见

完整的细胞壁呈深紫色%胞质呈淡紫色#因药物'损

伤或其他因素影响的白色念珠菌细胞由于细胞壁被

破坏%染料进入胞内使得整个菌细胞呈深紫色
(%$)

$

实验结果显示%对照组白色念珠菌呈圆形或椭圆形%

细胞外明显可见被染成深紫色的完整的细胞壁结

构%胞质被染成淡紫色!图 6<"#而 <=>?%$ 组白色

念珠菌细胞壁及细胞质均被染成深紫色%细胞完整

率仅为 !%($C%远低于对照组!图 6a"#阳性药物对

照组大部分细胞变形%丧失正常形态%菌体被染成深

紫色%细胞壁不明显或缺失!图 6B"$

图 FB细胞壁特殊染色法检测 !"#6%&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完整性的影响

DCFB!"#6%&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膜的影响

细胞膜是真菌必不可少的屏障%但其位置和功

能重要性使其特别容易受到环境'药物等因素的影

响$ 为了明确 <=>?%$ 对细胞膜的作用%我们检测

了质膜动力学'细胞膜通透性'细胞内渗透压的变化

以及参与细胞膜生物合成的相关基因的表达量$

!%"细胞膜流动性和有序性

荧光染料 b>F是一种疏水性分子%能够在不干

扰细胞膜结构的前提下嵌入细胞膜的脂质双分子

层%其荧光的强弱反映细胞膜的流动性和有序性$

经不同浓度抗菌肽作用白色念珠菌 %!Q 后%b>F的

相对荧光强度出现明显下降%分别下降至):(: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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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即呈剂量依赖型下降%阳性对照

<=a下降至 !6($C!图 +"%表明 <=>?%$ 可以有效

作用于白色念珠菌细胞膜内部的脂质层$

图 GB!"#6%&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膜结构的影响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l";"+ #

""

与对照组比较 :l"("%

;;!!"细胞膜通透性

>K是一种细胞膜选择透过性染料%只能穿过受

到损伤而通透性增加的细胞膜%以荧光染料 >K为探

针%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检测 <=>?%$ 对白色念珠菌

细胞膜通透性的影响$ 对照组几乎看不到红色荧光

细胞%实验组随 <=>?%$ 作用浓度的升高%被染色菌

细胞逐渐增加!图 +"%表明经抗菌肽处理后白色念

珠菌细胞膜损伤%通透性增加$

图 HB!"#6%& 对白念珠菌细胞膜通透性的影响$HII J%

!*"对白色念珠菌胞内渗透压及相关基因的影响

与对照组正常白色念珠菌细胞相比%随着 <=>?%$

浓度的增加%白色念珠菌胞内甘油含量呈剂量依赖性

升高%分别达到 **)(+ m*(+'$:)(" m%%(*',",(" m!:(,%

但是当<=>?%$浓度达到 )"

!

If25时白色念珠菌胞内

甘油含量又下降为 :*"(" m%(6%这可能与胞内物质发

生泄漏%渗透压降低有关!图 $"$ @A?>B@测定 <=>?

%$作用后细胞内渗透压相关基因FS/% 和 @F@! 的表

达量较对照组分别下调了 !(: 倍'%(+ 倍!图 )"$

图 &B!"#6%& 对白色念珠菌胞内渗透压的影响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l";"+ #

""

与对照组比较 :l";"%

图 K !"#6%& 对白色念珠菌胞内渗透压相关

基因 L;M% 和 >L>D 表达的影响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l";"+ #

""

与对照组比较 :l";"%

DCGB>'6#9>检测白色念珠菌细胞壁细胞膜相关

基因表达量的变化

在基因水平上%通过 @A?>B@检测了白色念珠菌

细胞壁及细胞膜相关基因的表达量$ 经 <=>?%$ 处理

后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合成相关基因 DE-! 较对照组上

调了 *(6: 倍%细胞膜麦角甾醇合成相关基因 1@/%'

1@/+'1@/:'=1A: 较对照组分别下调了 +()) 倍'%$(

+6 倍'%*(** 倍'$(%6 倍%1@/%% 上调了 !(:, 倍!图 ,"$

图 N !"#6%& 对白色念珠菌细胞壁细胞膜

相关基因表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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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对照组比较 :l";"+ #

""

与对照组比较 :l";"%$

EB讨论

近年来%由于真菌感染的高发病率'抗真菌药物

的局限性'耐药现象等问题日益突出%使得研发与推

广新型'安全'高效的抗真菌药物显得更为迫切
(!%)

$

抗菌肽是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具有抗菌谱

广'作用迅速'不易诱导产生耐药性等特点$ 现代基

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大规模生产抗菌肽提供有

效的途径$ 课题组前期采用原核表达体系成功克隆

表达及纯化出了具有较强抗白色念珠菌活性的重组

蛋白 <=>?%$%并优化了制备方法$ 本研究运用前期

成熟的制备方法生产抗菌肽 <=>?%$%并采用微量液

体稀释法检测 <=>?%$ 对白色念珠菌的 =KB值为

!"

!

If25%=aB值为 6"

!

If25$

本研究首先使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

<=>?%$ 对白色念珠菌形态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在

光学显微镜下发现 <=>?%$ 处理后%白色念珠菌数

量'芽生孢子的产生量及假菌丝显著减少$ 扫描电

镜观察到经 <=>?%$ 作用后%白色念珠菌发生明显

的病理变化%菌体结构异常%呈现不规则形态%细胞

壁细胞膜模糊不清%有聚集溶解现象%有的菌体有缺

口'拖尾现象$ 这些细胞病变提示我们抗菌肽<=>?

%$ 潜在的作用靶点可能是细胞壁'细胞膜$

真菌的细胞壁是位于细胞膜外侧的刚性结构%

可以作为物理化学屏障保护细胞%并在维持细胞的

正常代谢'离子交换和渗透压等方面扮演重要角

色
(!!)

$ 本研究通过细胞壁特殊染色法%显微镜下观

察到由于细胞壁损伤%染料进入细胞内%使得抗菌肽

<=>?%$ 组白色念珠菌细胞壁及细胞质均呈现深紫

色%细胞完整率为 !%($C%远低于对照组$ DE-! 是

真菌细胞壁合成相关基因%实时荧光定量 >B@检测

到经抗菌肽 <=>?%$ 干预后该基因出现上调表达%

原因可能是&白色念珠菌通过上调细胞壁合成相关

基因的表达%提高细胞壁的稳定性%以应对抗菌肽对

真菌细胞壁的损伤$

细胞膜是真菌细胞的第二道屏障%大多数阳离

子抗真菌肽都是通过作用于细胞膜产生抑菌作

用
(!*)

$ 荧光染料 b>F和 >K分别是白色念珠菌细胞

膜动力学和渗透性的指示剂$ bF>是一种疏水性

分子%标记在脂质层中%主要反映细胞膜的流动性和

有序性$ 经不同浓度 <=>?%$ 处理后%b>F的相对

荧光强度出现明显的下降%呈现剂量依赖性%有研究

表明荧光染料 b>F荧光强度的降低提示细胞膜呈

较低的结构有序性或较高的流动性
(!6)

$ >K是一种

核酸染料%能透过细胞壁%但不能进入具有完整细胞

膜的活细胞中%只有当细胞膜受到损伤时%才能进入

细胞与核酸特异性结合
(!+)

$ 当细胞膜通透性增加

时%进入细胞内的 >K越多%荧光强度越强%从而间接

反映细胞膜的完整性$ 随着 <=>?%$ 浓度的增加%

>K着染细胞阳性率逐渐增加%)"

!

If25<=>?%$ 作

用后%白念珠菌红色荧光细胞最多%说明该组细胞膜

损伤最严重%此结果表明经 <=>?%$ 作用后白色念

珠菌细胞膜损伤%通透性增加$ 细胞膜的损伤会导

致白念珠菌受到渗透压力的胁迫%而高渗透压力会

激活胞内的 FS/通路合成更多的甘油以平衡渗透

压的改变
(%:?%$)

$ 白色念珠菌胞内甘油含量呈剂量

依赖性升高%但是当抗菌肽作用浓度达到 )"

!

If25

时白色念珠菌胞内甘油含量又出现下降趋势%可能

是与胞内物质发生泄露渗透压降低有关$ 此外%在

基因水平上%渗透压相关基因 FS/% 和 @F@! 的表

达量较对照组出现下调表达%结果表明经抗菌肽作

用后白色念珠菌胞内渗透压发生改变%提示白色念

珠菌细胞膜可能受到损伤$

麦角甾醇又称麦角固醇%是真菌细胞膜上特有

的脂类成分%在确保细胞活力%保持质膜完整性'刚

性'流动性以及细胞物质运输等方面起重要作用$

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是一个多酶催化的极其复杂的

过程%已有的研究表明在酵母菌中麦角甾醇的生物

合成途径中至少有 !% 个基因产物参与%因此其生物

合成的调控是多层次的
(!:)

$ 1@/和 =1A: 是细胞

膜麦角甾醇合成相关基因%实验结果显示经 <=>?%$

处理后%@A?>B@检测到除了 1@/%% 其他几个基因

均出现下调表达%表明抗菌肽可以通过影响上述基

因的表达抑制麦角甾醇的生物合成%进而影响白色

念珠菌细胞膜的完整性$ 1@/%% 编码羊毛甾醇

%6

"

?去甲基化酶%催化羊毛甾醇 %6

"

氧化脱甲基作

用%1@/%% 基因发生突变后%%6

"

?去甲基化酶空间

构型发生改变%可导致其与唑类药物分子间的亲和

力降低%菌株产生耐药
(!$)

$ 因此%本研究中麦角甾

醇合成通路中靶酶基因 1@/%% 的高表达可能与白

念珠菌耐药有关$ 白色念珠菌细胞壁细胞膜合成相

关基因表达量的变化为 <=>?%$ 诱导细胞壁细胞膜

的损伤提供了分子水平的解释$

综上所述%抗菌肽 <=>?%$ 能够抑制白色念珠

菌的生长并影响其形态结构$

进一步研究发现%<=>?%$ 可以降低白色念珠

菌的细胞壁完整性%破坏细胞膜结构并增加细胞膜

通透性$ 在基因水平上%<=>?%$ 还可以改变细胞

壁和细胞膜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量来发挥抗真菌效

果$ 抗菌肽 <=>?%$ 多靶点的作用机制%可为临床

真菌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提供新的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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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X4_4X4MP'Y9Q4X'P3H YW'2XQM53W_3M'YQ'GPMY5]%=GP93['2MPX493J

(0)(D''[ BQM2%!"%!%%*!!%" &6,*?6,)(

(%6)A3'i%043HIY3H L%O4HI9QGH R%MX35(AW3HP9W4VX4'H35WMPV'HPMP'Y

B3H[4[335\493HPX'3HX4249W'\435VMVX4[M=<D?%<(0)(DW'HX=4?

9W'\4'5%!"%$%)&),6?,"6(

(%+) L4G 0D%i3HIA%i3HIO%MX35(F4PX'5'I4935'\PMW_3X4'H 3H[ MU?

VWMPP4'H V3XXMWHP'Y3HX4249W'\435VMVX4[MP[GW4HIYGHI354HYM9X4'H

4H =GP93['2MPX493!b4VXMW3&=GP94[3M" 53W_3M(0)(aW3̀<W9Q a4?

'5AM9QH'5(!"%:%+, !:" &%?%*(

(%:) /G'/%A3'@%J4O%MX35(K[MHX4Y493X4'H 3H[ 9Q3W39XMW4̀3X4'H 'Y3

H'_M53HX4249W'\435VW'XM4H YW'2XQMQ'GPMY5]=GP93['2MPX493(0)(

a4'9QM2a4'VQ]@MPB'22%!"%$%6,"!*" &$6:?$+!(

(%$) 罗振华(家蝇抗真菌肽 =<D?% 碳端第 %!) 位 d%+* 位衍生肽

=<D?%<抗真菌机理的研究(b)(!"%*(

(%)) 罗振华%吴建伟%付萍%等(人工合成家蝇抗真菌肽 =<D?%<体

外抗真菌效果及扫描电镜观察(0)(时珍国医国药%!"%6!"*" &

+*!?+*:(

(%, ) 李颖(两类天然产物的抗真菌活性及作用机制研究 (b)(

!"%:(

(!") J4O%BQ3HIi%RQ3HI=%MX35(b4'W94H'5bMUMWXPYGHI494[3539X4'H

3I34HPXB3H[4[335\493HPXQW'GIQ 9]X'V53P22M2\W3HM[MPXWG9X4'H

3H[ @S- 399G2G53X4'H(0)(>JS- S&1%!"%+%%"!:" &%?%:(

(!%) @49Q3W[P'H 0>%=']MPbJ(<[3VX4_M422GHMWMPV'HPMPX'B3H[4[3

35\493HP4HYM9X4'H(0)(k4WG5MH9M(!"%+%:!6" &*!$?**$(

(!!) SH4PQ40%=M4H =̀%AQ'2VP'H 0%MX35(b4P9'_MW]'YH'_M53HX4YGHI35

!%% * "?

#

?b?I5G93H P]HXQ3PM4HQ4\4X'WP( 0)(<HX4249W'\ <IMHXP

BQM2'XQMW(!"""%66!!" &*:)?*$$(

(!*) @3GXMH\39Q =%AW'P̂4M<=%k'P5''0<(<HX4YGHI35VMVX4[MP&A'\M

'WH'XX'\M2M2\W3HM39X4_M(0)(a4'9Q424M(!"%:%%*"&%*!?%6+(

(!6) 0WEE%E3X3'̂3@%E42GW3O%MX35(b]H3249PXWG9XGWM'Y\4'5'I4935

2M2\W3HMP3PVW'\M[ \]%%:?[4VQMH]5?%%*%+?QMU3XW4MHM&3H3H'?

PM9'H[ Y5G'WMP9MH9M[MV'53W4̀3X4'H PXG[](0)(a4'9QM2%%,)%%!"

!%+" &6!$"?6!$$(

(!+) BQ'4F%BQ'0%04H .%MX35(<HX4YGHI35VW'VMWX]'Y[4Q][W'[MQ][?

W'[49'H4YMW]5359'Q'5,?S?

#

?[?I5G9'P4[M3H[ 4XPV'WM?Y'W24HI39X4'H

4H V53P232M2\W3HM'YB3H[4[335\493HP(0)(a4'9Q42a4'VQ]P<9?

X3a4'2M2\W(!"%!#%)%)!$" &%:6)?%:++(

(!:) =MW9MW1K(AQMa4'P]HXQMP4P'Y1WI'PXMW'5(0)(>MPX=3H3I-94(

!"%"%%+!!" &%**?%++(

(!$) b3I3H <%1YW'H J%/34[G^'_J%MX35(KH k4XW'<HX4V53P2'[4G2

1YYM9XP'YbMW23PMVX4H -6 bMW4_3X4_MP(0)(<HX4249W'\ <IMHXPBQ%

!""!%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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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骨干教师资助计划!&S&-.!"!"//0-"," $

作者简介#刘友才%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呼吸中枢及肺部病变机制研究%1?2345&*+$%%!%!$788(9'2$

两种制备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模型方法的比较

刘友才! 史世强! 闫位振! 姚立志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探讨一种制备接近临床慢性阻塞性肺病病理表现的大鼠模型的方法$ 方法;-b大鼠 *" 只数字随

机法均分为 * 组&

$

组大鼠制备慢性阻塞性肺病模型%用香烟烟雾暴露 g气管内滴注脂多糖处理#

%

组大鼠制备慢性阻

塞性肺病模型%用香烟烟雾暴露 g气管内滴注生理盐水处理#

&

组大鼠为正常对照组%不做任何处理$ * 组大鼠分别采

集呼吸曲线参数'检测动脉血氧分压'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及肺组织含水量%观察病理形态学改变及肺组织细胞超微结

构$ 对 * 组大鼠上述指标对比分析$ 结果;

$

组吸气持续时间低于
%

组'

%

组低于 KKK组%

$

组呼气持续时间高于
%

组'

%

组高于与
&

组#

$

组大鼠动脉血氧分压低于
%

组'

%

组低于
&

组%

$

组大鼠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高于
%

组'

%

组高

于
&

组#

$

组肺组织含水量高于
%

组'

%

组高于
&

组$ 上述结果统计学分析后 :l"("+ 具有统计学意义$ 形态学上
$

组大鼠肺组织呈现慢性炎性损伤的表现%肺泡上皮细胞结构明显破坏$ 结论;香烟烟雾暴露 g气管内滴注脂多糖处理

的大鼠可以作为一种慢性阻塞性肺病动物模型%这种造模方法是一种可行可靠的慢阻肺动物模型复制方法$

关键词&;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香烟烟雾暴露#内毒素#动物模型

中图分类号&@*:*(!

9-84.20:-/1),7))/,7- 8),(-5:*-2):,.130:(0/O 2.,8-5)3:-*9;#P

JKTO'G?934%-FK-Q4?843HI%O<&iM4?̀QMH%O<SJ4?̀Q4

!<4=,6*>,.7(%?,("#*.2 1,.7,6$&'*$%$28(.- '()*"+,-*"*.,%!(./0(. 1$%%,2,%3*.4*(.2 +,-*"(%@.*5,6)*78%3*.4*(.2%9,.(.

6+*""""

!1:,2.+,&;;1<)+,0=);A'MUV5'WM32MXQ'[ X'MPX3\54PQ W3X2'[M5Z4XQ V3XQ'5'I4935YM3XGWMP95'PMX'954H49359QW'H49

'\PXWG9X4_MVG52'H3W][4PM3PM!BS>b"("),(-5:;*" W3XPZMWM[4_4[M[ 4HX'* IW'GVPW3H['25]%M39Q Z4XQ %" W3XP(/W'GV KZ3P

XQMMU324H3X4'H IW'GV%VWMV3WM[ Y'WBS>b2'[M5P3H[ XWM3XM[ Z4XQ 94I3WMXXMP2'̂MMUV'PGWMV5GP4HXW3XW39QM354HPX4553X4'H 'Y54?

V'V'5]P399Q3W4[M!J>-"# /W'GV

%

Z3PXQM9'HXW'5IW'GV%MPX3\54PQM[ Y'WBS>b2'[M5P\GXXWM3XM[ Z4XQ 94I3WMXXMP2'̂MMUV'?

PGWMV5GP4HXW3XW39QM354HPX4553X4'H 'YVQ]P4'5'I4935P354HM# 3H[ /W'GV

&

Z3PXQM\53H^ 9'HXW'5IW'GV Z4XQ'GX3H]XWM3X2MHX(@M?

PV4W3X'W]9GW_MV3W32MXMWP4H XQMPMPXQWMMIW'GVP%3WXMW435\5''[ 'U]IMH V3WX435VWMPPGWM!>3S

!

"%3WXMW43593W\'H [4'U4[MV3WX435

VWMPPGWM!>3BS

!

" %5GHIX4PPGMZ3XMW9'HXMHX%V3XQ'5'I49359Q3HIMP3H[ XQMG5XW3PXWG9XGWM'Y5GHIX4PPGM9M55PZMWM2M3PGWM[ 3H[

'\PMW_M[(>):?3,:;AQM[GW3X4'H 'Y4HQ353X4'H 4H /W'GV KZ3P5'ZMWXQ3H XQ3X4H /W'GV

%

%ZQ49Q Z3P5'ZMWXQ3H XQ3X4H /W'GV

&

%ZQ45MXQM[GW3X4'H 'YMUV4W3X4'H 4H /W'GV KZ3PQ4IQMWXQ3H XQ3X4H /W'GV

%

%ZQ49Q Z3PQ4IQMWXQ3H XQ3X4H /W'GV

&

#>3S

!

'Y

/W'GV KZ3P5'ZMWXQ3H XQ3X4H /W'GV

%

%ZQ49Q Z3P5'ZMWXQ3H XQ3X'Y/W'GV

&

%ZQ45M>3BS

!

4H /W'GV

$

Z3PQ4IQMWXQ3H XQ3X'Y

IW'GV

%

%ZQ49Q Z3PQ4IQMWXQ3H XQ3X'Y/W'GV

&

# 3H[ XQMZ3XMW9'HXMHX'YXQM5GHIX4PPGM4H /W'GV KZ3PQ4IQMWXQ3H XQ3X4H

/W'GV

%

%ZQ49Q Z3PQ4IQMWXQ3H XQ3X4H IW'GV

&

(-X3X4PX49353H35]P4PPQ'ZM[ 3\'_MWMPG5XPZMWMPX3X4PX49355]P4IH4Y493HXZ4XQ :l"("+(

='WVQ'5'I49355]%XQM5GHIX4PPGM'YW3XP4H /W'GV K23H4YMPXM[ 9QW'H494HY53223X'W]4HNGW]%3H[ XQMPXWG9XGWM'Y35_M'53WMV4XQM5435

9M55PZ3PP4IH4Y493HX5][MPXW']M[(9-/+3?:0-/:;@3XPXWM3XM[ Z4XQ 94I3WMXXMP2'̂MMUV'PGWM3H[ 4HXW3XW39QM354HYGP4'H 'YJ>- 93H

\MGPM[ 3P3H 3H42352'[M5'YBS>bZQ49Q 4P3YM3P4\5M3H[ WM543\5M2MXQ'[ X'WMV5493XM9'V[ 4H 3H42352'[M5P(

@)A 7-25:&;9QW'H49'\PXWG9X4_MVG52'H3W][4PM3PM!BS>b"# W3XP# 94I3WMXXMP2'̂MMUV'PGWM#54V'V'5]P399Q3W4[M!J>-"#

3H42352'[M5

;;香烟烟雾'慢性炎性刺激是引起慢性阻塞性肺

病 !9QW'H49'\PXWG9X4_MVG52'H3W][4PM3PM%BS>b"发

生发展的主要因素
(%?!)

%以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探

讨 BS>b的发生发展过程及相关肺功能的变化%是

BS>b防治的基础环节$ 本文对两种方法制备的

BS>b模型
(*)

大鼠的呼吸曲线参数'动脉血氧分压

!3WXMW435V3WX435VWMPPGWM'Y'U]IMH%>3S

!

"'动脉血二

氧化碳分压!3WXMW435V3WX435VWMPPGWM'Y93W\'H[4'U4[M%

>3BS

!

"'肺组织含水量'形态学改变及超微结构进

行对比%为科研人员选择 BS>b模型大鼠制备方法

提供参考依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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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材料与方法

%C%B材料与仪器BaJ?6!"D生物信号采集分析系

统!中国成都泰盟生物仪器有限公司"%K?FKA<BFK

F:"" 透射电镜 !日本日立公司" %SJO=>T- aF!

照相显微镜 !日本 SJO=>T- 公司"$ 散花牌过滤

嘴香烟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公司%每支焦油量

%* 2I'尼古丁 %("2I'一氧化碳量 %6 2I"$

%CDB动物分组B健康 -b!PVW3IGM?[3Z5M]%-b" Bk

!9'H_MHX4'H35%Bk"级大鼠 *" 只%体质量!%:+ m%+" I%

郑州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数字随机法将 *" 只

大鼠均分
$

组'

%

组和
&

组%每组大鼠 %" 只$

%CEB实验方法B

$

组大鼠置于 :" e6" e*" 92* 的

烟雾暴露箱箱内烟雾暴露 !) 天%每天 ! 次%每次 %"

支香烟暴露 *" 24H%且 %2I*EI

#%

脂多糖 !54V'V'?

5]P399Q3W4[M%J>-"于 % 天'%6 天气管内滴注#

%

组大

鼠香烟烟雾暴露方法同 K组%但同时间点气管内滴

注为与 J>- 等量的生理盐水#

&

组大鼠正常饲养$

!, 天时三组大鼠均以 %"25*EI

#%

的 6C水合氯醛

行腹腔注射麻醉%麻醉成功后行动脉插管术%剑突下

%92切口暴露膈肌%膈肌两侧挂针式电极%进入

aJ?6!"D系统%记录大鼠呼吸曲线 *" 24H$ 注射器取

动脉血 !25%测大鼠动脉血氧分压 !3WXMW435V3WX435

VWMPPGWM'Y'U]IMH%>3S

!

" 及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3WXMW435V3WX435VWMPPGWM'Y93W\'H[4'U4[M% >3BS

!

"$

尾静脉空气栓塞法处死大鼠%完整取肺后剪开左右

两肺$ 左肺%处理表面血液和水分%称湿重%然后于

)"c真空干燥箱内干燥 6)Q 称干重%以肺组织 ifb

h肺组织湿重f干重'肺组织含水量 h(!湿重?干

重" f湿重) e%""C计算左肺 ifb比值及含水量$

右肺下叶%分为 ! 份%一份 %"C中性甲醛固定并修

剪为 %92

*

大小组织块'石蜡包埋'切片'F1染色'

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结构%一份 6C戊二醛固定液固

定并修剪为 %22

*

大小组织块%切为超薄片%柠檬酸

铅和醋酸铀双重染色%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肺组

织细胞超微结构%拍摄照片分析图像$

%CFB统计学方法B->--%$("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

验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m标准差!

#

4m)"表示%行独

立样本 7检验%计数资料行
!

!

检验$ ( h"("+ 为检

验水准$

DB结果

DC%BE 组呼吸曲线参数比较B

$

组吸气持续时间

低于
%

组!7h%"(%"*%:h"(""%"与
&

组!7h)(*%6%

:h"(""""的呼气持续时间%

%

组吸气持续时间低

于
&

组呼气持续时间!7h%!(%,!%:h"(""""#

$

组

呼气持续时间高于
%

组!7h%"(*+!% :h"(""""与

&

组呼气持续时间!7h$(:!%% :h"(""""%

%

组呼

气持续时间高于与
&

组呼气持续时间 !7h$(+%*%

:h"(""""$ 见表 %$

表 %BE 组大鼠呼吸曲线参数比较$!Q%I&

$

" R#%

组别 吸气持续时间!2P" 呼气持续时间!2P"

$

组

%

组

&

组

!,* m!%

*!: m%,

*6$ m!!

+%6 m*%

6:% m!)

6%+ m%$

DCDB大鼠 #.;

D

和 #.9;

D

比较B大鼠 >3S

!

%

$

组

低于
%

组 !7h%!(%:*% :h"(""" "'低于
&

组 !7h

%+(!%,% :h"(""" "%

%

组低于
&

组 !7h%%($"!%

:h"(""""#大鼠 >3BS

!

%

$

组高于
%

组!7h%%(6*+%

:h"(""""'高于
&

组!7h,(*:*% :h"(""""%

%

组

高于
&

组!7h%6(*+!%:h"(""%"$ 见表 !$

表 DBE 组大鼠 #.;

D

及 #.9;

D

的比较$!Q%I&

$

" R#%

组别 >3S

!

!22FI" >3BS

!

!22FI"

$

组

%

组

&

组

:%(6+ m$(!)

$!(+, m%"(!:

)6(*$ m,(++

+$(*, m$(!)

6,(6$ m,(*+

6+(!! m)(+!

DCEBE 组肺组织含水量比较B比较 * 组 ifb值%

$

组高于
%

组!7h%%("*%% :h"("%$"'高于
&

组!7

h)(+%*% :h"(""""%

%

组高于
&

组 !7h%%(*)%%

=h"(""%"#肺组织含水量%

$

组高于
%

组 !7h%6(

*$!%:h"(""%"'高于
&

组!7h%"(!+6% :h"(""""%

%

组高于
&

组!7h,(!:%%:h"(""%"$ 见表 *$

表 EBE 组大鼠肺组织 STP值比较$!Q%I&

$

" R#%

组别 肺组织 ifb值 肺组织含水量

$

组

%

组

&

组

+(!6 m"(6%

+(%: m"(!,

6($* m"(!!

)*(!6 m!(+!

)"(%6 m!(*$

$+(6: m%(!!

DCFB大鼠一般状态比较B

$

组大鼠进食减少%反应

迟缓%体重减少%皮毛稀疏黄涩无光泽#活动量从 )

天开始减少% !% 天后活动基本消失#呼吸道分泌物

从 ) 天出现并逐渐增加%!% 天表现出流涎'喘息$

%

组大鼠上述状态较
$

组大鼠轻%在 %* 天出现的呼

吸道分泌物和流涎且逐渐增多%!) 天表现出流涎'

喘息$

&

组大鼠上述状态未曾出现$

DCGBE 组肺组织 LU染色结果比较B

$

组大鼠细

支气管管壁增厚管径狭窄%炎细胞广泛浸润%支气管

上皮细胞可见坏死%肺泡腔扩大$

%

组大鼠较
$

组

大鼠病理变化较轻%未见肺泡腔扩大$

&

组大鼠支

气管'肺组织结构正常$ 见图 %$

*,*第 ! 期;;;;;;;;;;;;;;;;;;刘友才%等&两种制备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模型方法的比较



图 %BE 组大鼠肺组织 LU染色$LU& JFII%

DCHBE 组肺组织超微结构比较B

$

组大鼠组肺泡 K

型上皮细胞破坏%肺泡
%

型上皮细胞内质网扩张'线

粒体破坏'微绒毛减少f消失$

%

组大鼠组肺泡 K型

上皮细胞破坏但细胞基本形态保留%肺泡
%

型上皮

细胞内质网扩张'线粒体肿胀板'微绒毛减少$

&

组

大鼠肺泡 K型上皮细胞和肺泡
%

型上皮细胞细胞结

构完整正常$ 见图 !$

图 DBE 组大鼠右肺下叶组织透射电镜超微结构$'U"& J&III%

EB讨论

BS>b动物模型应用于 BS>b的基础研究%是

探索 BS>b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及临床诊治的必要

研究%可靠可行的 BS>b动物模型是有研究的必备

条件$ BS>b动物模型需具备以下特点&致伤因素

与临床 BS>b常见诱因基本一致
(+)

%有气流阻塞存

在'小气道阻力增高'肺动态顺应性下降%存在气道

重塑及伴有气道反应性增高
(: #$)

$ 即 BS>b的致病

因素'病理变化应与临床 BS>b一致$ 人类 BS>b

发生'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与吸烟及反复

呼吸道感染有关
() #,)

$ 在本研究采用香烟烟雾暴

露'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气管滴注两种方法模拟

吸烟'吸烟并感染的 BS>b危险因素%做为复制实验

组动物模型的方法$ 结果表明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

素气管滴注的大鼠的呼气持续时间'吸气持续时间

高于烟雾暴露大鼠和正常大鼠%烟雾暴露大鼠上述

呼吸参数均高于正常大鼠%表明经烟雾暴露且气管

滴注 J>- 大鼠!

$

组"出现了气道狭窄气流通道受

限的通气障碍%这种通气障碍的程度较单纯香烟烟

雾暴露的大鼠!

%

组"严重$ >3S

!

和 >3BS

!

反应机

体肺通气肺换气功能$ 本研究中%香烟烟雾暴露 g

内毒素气管滴注的大鼠!

$

组"的 >3S

!

较烟雾暴露

大鼠!

%

组"和正常大鼠 !

&

组"低'烟雾暴露大鼠

!

%

组"较正常大鼠!

%

组"低%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

素气管滴注的大鼠!

$

组"的 >3BS

!

较烟雾暴露大

鼠!

%

组"和正常大鼠!

%

组"高'烟雾暴露大鼠较正

常大鼠高%提示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气管滴注大

鼠和单纯烟雾暴露大鼠的肺通气功能肺换气功能均

下降%表现出气道狭窄气流受限的通气障碍和呼吸

膜受损后的血气交换障碍%而且香烟烟雾暴露 g内

毒素大鼠的上述结果更显著$ 观察本研究中 * 组大

鼠肺组织形态学变化可知%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

大鼠和烟雾暴露大鼠呈现典型的 BS>b慢性炎症损

伤的病理表现%且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大鼠损伤

程度较重#在超微结构的比较中可知%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大鼠和烟雾暴露大鼠肺泡上皮结构破坏'

细胞器结构损毁%烟雾暴露大鼠肺泡上皮超微结

构
(%")

破坏较为轻微%这些从形态学上证实了香烟烟

雾暴露 g内毒素大鼠肺存在炎性损伤$

总之%本研究以香烟烟雾暴露 g内毒素气管滴

注模拟临床 BS>b患者的吸烟和炎症感染的危险因

素%在实验结果中从呼吸功能'血气指标和形态学上

证实香烟烟雾暴露 g气管滴注内毒素处理的大鼠出

现了典型的 BS>b肺病理改变'肺通气功能和肺换

气功能%表现出气道狭窄气流受限的通气障碍%明确

了香烟烟雾暴露 g气管滴注内毒素造模方法是一种

可行可靠 BS>b造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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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SB课程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RR0F#*)+" $

作者简介#张乐晶%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1#2345&5MN4HI(!"")(9''57%:*(9'2$

新乡市市区居民控盐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分析

张乐晶! 王亚娟! 程远芳! 孔文娟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6+*""" "

摘要#;目的;了解居民对控盐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为落实减盐措施和防治高血压等慢性病提供依据$ 方法;采

用自制的控盐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问卷%采取偶遇抽样的方法%对新乡市市区 %""6 名居民以匿名自填问卷的形

式调查其对控盐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以及控盐的态度和行为$ 结果;在控盐相关知识知晓调查中%*!(*C的调查对

象能正确回答食盐的日推荐摄入量为 :I%!%(%C的调查对象虽不能正确回答%选择了 6I以下%调查对象对日推荐食盐

摄入量的知晓情况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n"("+"$ 对控盐态度调查结果显示%愿意

按规定的食盐摄入量来做饭'愿意劝亲戚朋友少吃盐'愿意少吃味道特别咸的菜或零食的调查对象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C',!()C'$+($C$ 对控盐行为调查结果显示%食盐量具的使用情况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l"("+"%年龄越大%经常使用量具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经常使用量具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越

低$ 控盐知识'态度和行为总分依次为 %*')'%*%调查得分!

#

4m)"分别为!*($: m!(!+"'! +(:, m%(6+"'! $(!+ m!(

!*"%控盐知识得分在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受教育程度越高%得分越高$ 控盐行为的差异见

表 *#其中控盐行为得分在年龄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随着年龄段的增加%得分逐渐增加$ 结论;调查

对象对控盐的态度正向选择率较高%控盐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控盐行为的执行情况却不容乐观$

关键词&;社区调查#控盐#知识#态度#行为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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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O 9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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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A'GH[MWPX3H[ WMP4[MHXPĵ H'Z5M[IM%3XX4XG[MP3H[ \MQ3_4'WP'H P35X9'HXW'5%P'3PX'VW'_4[MM_4?

[MH9MY'WXQM42V5M2MHX3X4'H 'YP35XWM[G9X4'H 2M3PGWMP3H[ VWM_MHX4'H 'Y9QW'H49[4PM3PMPPG9Q 3PQ]VMWXMHP4'H(=MXQ'[P%%""6

WMP4[MHXP4H L4HU43HIB4X]ZMWM4H_MPX4I3XM[ W3H['25]\]2M3HP'YXQM8GMPX4'HH34WM%ZQ49Q Z3P[MP4IHM[ X'5M3WH 3\'GXXQM4W

^H'Z5M[IM%3XX4XG[M%3H[ \MQ3_4'W'H P35X9'HXW'5(@MPG5XPi4XQ WMPVM9XX'^H'Z5M[IM3Z3WMHMPP%*!(*C 'YXQMWMPV'H[MHXP9'W?

WM9X5]3HPZMWM[ XQ3XXQM[345]WM9'22MH[M[ 4HX3̂M'YP35XZ3P:I(!%(%C 'YXQM29Q'PM5MPPXQ3H 6IM_MH XQ'GIQ XQM]9'G5[ H'X

3HPZMW9'WWM9X5](AQMWMZ3PH'PX3X4PX49355]P4IH4Y493HX[4YYMWMH9M4H XQM^H'Z5M[IM3PVM9X4H XMW2P'YIMH[MW%3IM%3H[ M[G93X4'H

5M_M5!>n"("+"(AQMPGW_M]35P'PQ'ZM[ XQ3XXQ'PMZQ'ZMWMZ4554HIX'9''̂ \3PM[ 'H XQMVWMP9W4\M[ P35X4HX3̂M'99GV4M[ )+(

*C%XQ'PMZ4554HIX'VMWPG3[MWM53X4_MP3H[ YW4MH[PX'M3X5MPPP35X'99GV4M[ ,!()C%3H[ XQ'PMZ4554HIX'M3X5MPPP35X][4PQMP'W

PH39̂P'99GV4M[ $+($C(AQMWMPG5XP'H \MQ3_4'WPQ'ZM[ XQ3XXQMWMMU4PXM[ PX3X4PX49355]P4IH4Y493HX[4YYMWMH9MP'H XQMGPM'YP35X

2M3PGW4HIX''5P4H XMW2P'Y3IM3H[ M[G93X4'H !>l"("+"(AQM'5[MWXQM3IMZ3P%XQMIWM3XMWXQMVW'V'WX4'H 'YVM'V5MZQ'YWM?

8GMHX5]GPM[ XQM2M3PGW4HIX''5PZ3P# XQMQ4IQMWXQMM[G93X4'H35[MIWMMZ3P%XQM5'ZMWXQMVW'V'WX4'H Z3P(AQMX'X35P9'WMP'Y

^H'Z5M[IM%3XX4XG[M3H[ \MQ3_4'W'H P35X9'HXW'5ZMWM%*%)%3H[ %*%3H[ XQMPGW_M]P9'WMP!

#

4m)" ZMWM!*($: m!(!+"%!+(:,

m%(6+"%3H[ !$(!+ m!(!*"%WMPVM9X4_M5](AQM[4YYMWMH9M4H XQMM[G93X4'H355M_M5Z3PPX3X4PX49355]P4IH4Y493HX!:l"("+"?XQM

Q4IQMWXQMM[G93X4'H355M_M5%XQMQ4IQMWXQMP9'WM(AQM[4YYMWMH9MP4H \MQ3_4'WPZMWMPQ'ZH 4H A3\5M*# XQM[4YYMWMH9M4H 3IMZ3P

PX3X4PX49355]P4IH4Y493HX!:l"("+"%3H[ XQMP9'WMPIW3[G355]4H9WM3PM[ 3PXQM3IM4H9WM3PM[(B'H95GP4'H AQMPGW_M]PQ'ZM[ 3Q4IQ

V'P4X4_MPM5M9X4'H W3XMY'WWMPV'H[MHXPj3XX4XG[MPX'Z3W[PP35X9'HXW'5%\GXXQM4Ŵ H'Z5M[IM'H 3H[ 42V5M2MHX3X4'H 'YP35X9'HXW'5

ZMWMH'X'VX424PX49(

@)A 7-25:&;9'22GH4X]PGW_M]# P35X9'HXW'5# ^H'Z5M[IM#3XX4XG[M#\MQ3_4'W

;;食盐不仅是人们膳食中必不可少的调味品%而

且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成分%主要成分是氯化

钠%其在饮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协助人体消化

食物'提鲜菜肴'使肉料细嫩'调和五味等
(%)

$ 研究

表明%日均食盐摄入量过高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之

一
(!)

$ 此外%食盐摄入过多还与肥胖'糖尿病'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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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骨质疏松'肾结石等健康问题有关
(*)

$ 中国居

民平衡膳食宝塔指出%每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应

超过 :I$ 我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一直居高不下%

%,)!'%,,!'!""! 年 * 次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显示%

食盐摄入量 !I" 虽有波动%但都高于 %!If!人*

["

(6)

$ !"%" 年我国家庭人均自报食盐消费情况分

析%我国家庭人均食盐摄入 %"(: If[

(+)

$ 我国人均

食盐摄入量严重超标%制定行之有效的全民减盐政

策势在必行
(:)

$ 所以%了解居民对控盐相关知识的

知晓情况'对控盐的态度及行为十分重要$

%B研究对象与方法

%C%B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之前首先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附近

随机抽取 +" 名市民进行预调查%通过预调查%确保

了问卷的适用性'结果与预期符合$ 本次调查针对

新乡市市区 !" 个小区%选取在小区广场上休闲娱乐

的 %) 岁以上固定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共有 %""6 名

居民参与调查%并为每一位调查对象发放控盐勺%同

时普及其正确使用方法$ 问卷共包括 6 个方面&基

本信息'对控盐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对控盐的态

度'控盐相关行为$

%CDB控盐标准及方法

食盐摄入量以本市健康教育所提供的平均日摄

入量 :I为标准%平均日摄入量超过 :I纳入食盐控

制组%进行饮食健康教育及宣传%阐明食盐摄入过量

的危害%并发布相应的宣传手册及剂量勺%食盐控制

方法采用本市健康教育所提供的 :I剂量勺衡量盐

摄入量%指导市民应用方法$

%CEB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的质量控制贯穿整个过程%包括课题

设计阶段'现场调查阶段'资料整理和分析阶段$ 所

有问卷通过 1V4b3X3*(% 软件进行录入%采用 ->--

%,(" 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定量资料用均数 m标

准差表示%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和 X检验%定性资料用

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
'

! 分析等$ 以 >l"("+ 有

差异为有统计学意义$

%CFB基本情况

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6 份%其中男性 *:) 人

!*:($C"%女性 :*: 人!:*(*C"#%) d*, 岁 :)6 人

!:)(%C"%6" d+, 岁 !!" 人!!%(,C"%:" 岁及以上

%"" 人!%"("C"#初中及以下 %,: 人!%,(+C"%高中

或中专'技校 !6) 人 ! !6($C"%大专 !"" 人 ! %,(

,C"%本科及以上 *:" 人 !*+(,C"#每天或经常在

家吃饭 ):" 人!)+(:C"%偶尔或不在家吃饭 %66 人

!%6(6C"#6") 人!6"(:C"家里有高血压'冠心病'

糖尿病等慢病病人%++: 人!++(6C"家里没有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病人%6" 人!6("C"不清

楚#调查对象获取最适食盐摄入量相关信息的主要

途径为电视!**(!C"%其次为网络 !!6(+C"%其它

!%,(,C"%健康讲座!%:(6C"%宣传单张!+(,C"$

DB 结B果

DC%B控盐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C的调查对象能正确回答

食盐的日推荐摄入量为 :I%!%(%C的调查对象虽不

能正确回答%但知道饮食应该清淡一些%选择了 6I

以下#+:(!C的调查对象知道食盐日推荐摄入量中

还包括酱油'蚝油等含盐调料中的盐$ 调查对象对

日推荐食盐摄入量的知晓情况在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方面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n"("+"#理论

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回答正确率应该高一些%而本

调查没有得到显性结果%可能是因为就 :I这一数字

而言%非专业人员很难准确回答$ 而最适食盐摄入

量中是否包括含盐调料中的盐在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女性%

年轻人%受教育程度高者知晓情况较好!见表 %"$

表 %B调查对象对日推荐食盐摄入量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

特征
知晓日推荐食盐摄入量

人数!C"

!

! 值 :值

知晓日推荐食盐摄入量中还包括酱油等含盐调料中的盐

人数!C"

!

! 值 :值

性别 %(":, n"("+ 6(%%! l"("+

男 %"6!!)(*" !!"!6$()"

女 !!"!*6(:" *))!:%(""

年龄 "()+! n"("+ ,("%* l"("+

%) d*, !")!*"(6" 6!)!:!(:"

6" d+, )"!*:(6" ,:!6*(:"

n:" *:!*:("" 6"!6"(""

受教育程度 %(%"" n"("+ !*(6+% l"("+

初中及以下 +!!!:(+" +: !!)(:"

高中或中专'技校 ))!*+(+" %!) !+%(:"

大专 :)!*6("" %*: !:)(""

本科及以上 %%:!*!(!" !66 !:$()"

合计 *!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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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盐饮食的危害各项中%高血压的知晓人数最

高! $$($C"%其次是动脉硬化 ! 6"(!C"'心脏病

!*,(6C"'肾脏病!*%(,C"#低钠盐的知识各项中%

++! 人!++("C"选择了不了解低钠盐%其它两个正

确选项的选择人数分别为 !,! 人!!,(%C"'%+: 人

!%+(+C"!见图 %"$

图 %B调查对象对高盐饮食危害的知晓情况

DCDB对控盐的态度

结果表明%愿意按规定食盐摄入量来做饭'愿意

劝亲戚朋友少吃盐'愿意少吃味道特别咸的菜或零

食的调查对象所占比例分别为 )+(*C',!()C'

$+($C#$"(+C的调查对象觉得用控盐来防治高血

压等慢性病可行%而 !%(%C觉得不太好实施'太麻

烦#大部分的调查对象觉得有必要使用限盐勺'限盐

罐%多数人愿意吃低钠盐!见表 !"$

表 DB调查对象对限盐勺'限盐罐及低钠盐的态度

问题及选项 人数 构成比!C"

有没有必要推广 有 %)) $6(,

使用限盐勺'限 没有 *6 %*(+

盐罐 不了解 !, %%(:

是否愿意用低钠 愿意 %,% $:(%

盐代替普通用盐 不愿意 66 %$(+

不确定 %: :(6

DCEB控盐行为

)$(!C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口味清淡或适

中%%!($C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口味重一些#只有

%6(*C的调查对象在购买加工食品时经常注意营养

标签上的含盐量%6)(:C的调查对象没有注意过#做

菜加盐时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身体健康'做饭习惯'口

味鲜美的比例分别为*,()C'!+(%C'*+(%C#大部

分调查对象!$!(%C"在炒青菜时即将炒好青菜再

放盐#做饭时%盐已经加过了%其它调料放多掩盖饭

菜的咸味时% 6,("C的调查对象选择就这样吃%

!6(*C的调查对象选择加醋或辣椒等其它口味的调

料%%"(6C的调查对象选择再放盐%,(:C的调查对

象选择放黄豆酱等有咸味的调料或食物$

调查对象加盐时使用量具的情况是%:$! 人

!::(,C"经常使用'%") 人!%"()C"偶尔使用'!!6

人!!!(*C"不使用#使用量具者只有 *$(,C用的是

控盐勺$ 量具的使用情况在年龄'受教育程度方面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年龄越大%经常

使用量具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

经常使用量具的人数所占的比例越低!见表 *"$

表 EB调查对象食盐量具的使用情况

特征
量具的使用情况

经常使用 偶尔使用 不使用
合计!C"

!

! 值 :值

性别 "(!$+ n"("+

男 !6"!:+(!" 66!%!("" )6!!!()" *:)!%""(""

女 6*!!:$(," :6!%"(%" %6"!!!("" :*:!%""(""

年龄!岁" %%(,+: l"("+

%) d 6%!!:"(!" ,!!%*(+" %)"!!:(*" :)6!%""(""

6" d %$:!)"("" )!*(:" *:!%:(6" !!"!%""(""

n:" )6!)6("" )!)("" )!)("" %""!%""(""

受教育程度 %+(%+$ l"("+

初中及以下 %:6!)*(:" %:!)(!" %:!)(!" %,:!%""(""

高中或'技校 %:6!::(%" %:!:(+" :)!!$(6" !6)!%""(""

大专 %*!!::("" *:!%)("" *!!%:("" !""!%""(""

本科及以上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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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FB控盐知识'态度及行为得分分析

控盐知识得分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这三方

面的差异见表 6%由表中数据可知%控盐知识得分在

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l"("+"%

受教育程度越高%得分越高$ 控盐行为的差异见表

6#其中控盐行为得分在年龄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l"("+"%随着年龄段的增加%得分逐渐增加$

将控盐知识得分'控盐态度得分分别与控盐行

为得分作散点图%可发现有线性趋势%计算 >M3WP'H

积矩相关系数 W分别为 "(*:+ !:

!

"("%"'"(*,%

!:

!

"("%"#将控盐知识得分与控盐态度得分作散

点图%可发现有线性趋势%计算 >M3WP'H 积矩相关系

数 W为 "(*+,!:

!

"("%"$

表 FB控盐知识'行为得分分析

特征 控盐知识 控盐行为

得分!均数" >值 得分!均数" >值

性别 n"("+ n"("+

男 *(6% m"(6! :(,+ m%(!+

女 *(,: m"(6% $(6* m%(+6

年龄!岁" n"("+ l"("+

%) d *($" m"(*! :(,% m%(!!

6" d *($+ m"(*+ $(*: m%(+$

n:" 6(!" m"(*, ,(6" m%(:)

受教育程度 l"("+ n"("+

初中及以下 !(,! m"(!* $()" m%(6*

高中或技校 *(:: m"(*6 :($* m%(!%

大专 *($6 m"(*+ $(*" m%(*$

本科及以上 6(!, m"(6: $(*" m%(*$

家里有无高血压

等慢病病人
n"("+

有 $(%6 m%(%+

没有 $(*+ m%(*)

不清楚 $(%" m%(",

;;注&不满足方差齐性%进行 EWGP̂35?i3554P检验%当各组例数超出

F界值表时%由于 F" 成立时 F值近似地服从
(

h^?% 的
!

! 分布%此

时可由
'

! 界值表得到 >值$

EB讨 论

本次研究表明%+"C以上的家庭有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病人%而食盐与之的关系非常密切%调查

对象对控盐的态度正向选择率较高%控盐相关知识

的知晓情况'控盐行为的执行情况却并不乐观$ 徐

建伟等关于我国成年人减盐的一项研究指出%我国

成年人减盐意愿很高%但减盐行动率却很低
($)

%和

本文结果较为一致$

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C的调查对象能正确

回答食盐的日推荐摄入量%+:(!C的调查对象知道

食盐日推荐摄入量中还包括酱油'蚝油等含盐调料

中的盐$ 可以看出%居民的认识远远不够%控盐形势

不容乐观$ 调查对象获取最适食盐摄入量相关信息

的途径主要是电视'网络$ 大多数调查对象知道高

盐饮食的危害有高血压%但对于其它的危害知晓率

很低$

调查对象对控盐的态度正向选择率较高%在

$"C以上%然而控盐行为却并不乐观$ 除了炒青菜

时炒好菜再放盐占 $!(%C%其它项比如%购买加工

食品时经常注意营养标签的含盐量'做菜加盐时首

要考虑的因素是身体健康等都不足 +"C$ 大部分

调查对象认为自己的口味清淡或适中%并不觉得自

己食盐摄入量过高$ 然而%鲍建松等的一项研究指

出%高盐'中盐及低盐组人群认为自身食盐摄入正常

或过低的比例均超过 :+C

())

$ 这说明%居民对食盐

该摄入多少并没有量的概念%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食盐摄入超标$ ::(,C的调查对象加盐时经常使用

量具%而这些人只有 *$(,C用的是控盐勺#偶尔使

用量具者没有坚持使用量具的原因主要是经常忘记

使用#不使用量具的原因主要是没必要'凭经验应该

都不会超标$ 本次在调查同时免费提供的专用 !I

控盐勺深受居民的喜爱%许多人表示会按照这个标

准来做饭$

本次调查显示%只有 %6(*C的调查对象在购买

加工食品时经常注意营养标签上的含盐量%将近一

半的调查对象从没有注意过$ 吴永宁博士等在+美

国医学会期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盐摄入量的最新评

估数据%此调查不仅包括食盐还包括食品中的盐量%

结果显示与 !""" 年相比%中国人人均食盐量下降了

!!(!C%但总体钠摄入量降低并不明显
(,)

$ 由此可

知%能主动去注意加工食品营养标签含盐量的人少

之又少%要控制食盐摄入量我们不仅需要普及相关

知识还要从规范食品企业'制定相应标准等方面努

力$

经相关分析发现%控盐知识得分'控盐态度得分

与控盐行为得分呈正相关%控盐知识得分与控盐态

度得分也呈正相关%这就提示我们要改变居民的行

为%相关知识和态度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针对调查小区所作总结及建议如下&

)

了

解相关知识是促成态度与行为改变的首要条件$ 调

查可知居民主要接受相关信息的途径是电视'网络$

根据此次人群的年龄'学历等分布特征%所以可以主

打电视'网络宣传%让居民们了解食盐摄入量'高盐

饮食的危害等相关知识%以及日常烹饪中应注意的

事项等$

*

居民的饮食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即使

居民了解相关知识也愿意控盐%真正实施控盐行为

的人并不多%这就使得控盐任务异常艰巨$ 一些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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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免费向居民提供控盐勺'限盐罐等工具%帮助居

民明确食盐量的概念及规范控盐方法%收效良好$

本次调查也发现%许多居民根本就不知道控盐勺%也

有居民反映在超市里买不到$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应该紧跟大城市步伐%将控盐勺普及到各家各户$

+

要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仅仅在日常烹饪习惯上下功

夫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注意低盐的普及及食品企业'

餐厅等制定相应食盐标准%这需要一个大的支持性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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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 #0E/FOa#"6""" $

作者简介#蔡娜娜%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护理心理学%1#2345&,:,%+""$*788(9'2$

通讯作者#王静 %女%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人文护理%1#2345&$:":*,,%$788(9'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调查研究

蔡娜娜! 张文熙! 王;静! 闫浚玮! 冯焱森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今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学生的心理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和方向$ 方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M5Y#W3X4HIbMVWMPP4HI-935M-b-"和焦虑自评量表! -M5Y#W3X4HI

<HU4MX]-935M-<-"%通过问卷星对 %6""名大学生进行匿名式调查%获得数据后应用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抑郁

患病率为 !%(6C%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C'$(*C'"(*C$ 焦虑患病率为 ,(6C%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C'"(,C'"(!C$ 其中不同性别的抑郁'焦虑发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7h!(!*%>l"(""%#7h!(%:%:l"("+"$ 在

比较年级在抑郁'焦虑上得分差异时发现%差异不显著!Ah%(+"%:n"("+#Ah%("!%:n"("+"$ 结论;疫情期间大学生出现不

同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抑郁与焦虑呈高度相关%且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学校管理部门对学生进行

精准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抑郁#焦虑#-b-#-<-#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

V/=):,0O.,0-/-/,()4:A+(-3-O0+.3:,.,)-*+-33)O):,?5)/,:5?20/O 9;ZVP$%N )405)80+

B<K&3?H3%RF<&/iMH?U4%i<&/04HI%O<&0GH?ZM4%D1&/O3H?PMH

!!"#$$%$&B06)*.2%!(./0(. 1$%%,2,$&3*.4*(.2 +,-*"(%@.*5,6)*78%3*.4*(.2%9,.(. 6+*""""

!1:,2.+,&;;1<)+,0=);A'4H_MPX4I3XMXQMVP]9Q'5'I4935PX3XM'Y9'55MIMPXG[MHXP[GW4HIXQMMV4[M249'YBSkKb%, XQW'GIQ

8GMPX4'HH34WM%P'3PX'VW'_4[M\3P4P3H[ [4WM9X4'H Y'W2MHX35QM35XQ M[G93X4'H 'YPXG[MHXPZ4XQ VG\549QM35XQ M2MWIMH94MP4H XQM

YGXGWM("),(-5:;-M5Y?W3X4HIbMVWMPP4HI-935M!-b-" 3H[ -M5Y?W3X4HI<HU4MX]-935M!-<-" ZMWMGPM[ X'9'H[G9X3H 3H'H]2'GP

PGW_M]'H %6"" 9'55MIMPXG[MHXP%3H[ XQM->--!%(" P'YXZ3WMZ3PGX454̀M[ Y'WPX3X4PX49353H35]P4P(>):?3,:;AQM4H94[MH9M'Y[M?

VWMPP4'H Z3P!%(6C%Z4XQ XQ3X'Y245[%2'[MW3XM3H[ PM_MWM[MVWMPP4'H Z3P%*()C%$(*C 3H[ "(*C%WMPVM9X4_M5](AQM4H94?

[MH9M'Y3HU4MX]Z3P,(6C%Z4XQ XQ3X'Y245[%2'[MW3XM3H[ PM_MWM3HU4MX]Z3P)(*C%"(,C 3H[ "(!C%WMPVM9X4_M5](<2'HI

XQM2%XQM[4PX4H9X4'H 'Y[MVWMPP4'H 3H[ 3HU4MX]\MXZMMH IMH[MWPZ3PPX3X4PX49355]P4IH4Y493HX!Xh!(!*%>l"(""%#Xh!(%:%

:l"("+"(iQMH 9'2V3W4HIXQM[4YYMWMH9MP4H P9'WMP'Y[MVWMPP4'H 3H[ 3HU4MX]32'HIPXG[MHXP'Y[4YYMWMHXIW3[MP%4XZ3PY'GH[

XQ3XXQM[4YYMWMH9MZ3PH'XP4IH4Y493HX!Ah%(+"%:n"("+#Ah%("!%:n"("+"(9-/+3?:0-/;bGW4HIXQMMV4[M249%XQMWMMU4PX

[4YYMWMHX[MIWMMP'YVP]9Q'5'I4935VW'\5M2P54̂M3HU4MX]3H[ [MVWMPP4'H(bMVWMPP4'H 3H[ 3HU4MX]3WMQ4IQ5]9'WWM53XM[%3H[ XQM4H?

Y5GMH94HIY39X'WP'Y3HU4MX]3H[ [MVWMPP4'H 3WMH'XMU39X5]XQMP32M(-9Q''523H3IM2MHXPQ'G5[ VW'_4[MPXG[MHXPZ4XQ VWM94PM

2MHX35QM35XQ M[G93X4'H(

@)A 7-25:&;[MVWMPP4'H# 3HU4MX]# -b-# -<-# BSkKb?%,

;;新冠肺炎!9'W'H3_4WGP[4PM3PM!"%,%BSkKb?%,"

是中国自 !""* 年/非典0以后又一次突发的重大流

行性传染病%作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

国把它作为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

和控制措施管理
(%?!)

$ 疫情发生后%我们国家积极采

取了限制人员出行及全社会动员的联防联控等系列

措施%取得较好效果%但不可否认它不但给感染者身

体造成伤害%同时也给感染者及周边人群的心理带

来影响$ 尤其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疫情防控

期间%教育部严格要求未经学校批准学生一律不准

返校%推迟开学时间%学生在家进行网络听课$ 这些

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产生了恐慌'焦虑'无助等

情绪反应%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 为了解新冠肺

炎期间大学生居家隔离的心理状态%特展开此次横

断面研究$

%B研究对象与方法

%C%B研究对象

在新冠肺炎的爆发期间!! 月 %* 日?! 月 %+ 日"%

通过问卷星平台向新乡市某高校护理专业 %6"" 名学

生展示问卷调查二维码%由参与的学生在线填写并提

交问卷$ 实际收回问卷 %*+" 份%回收率为 ,:(6C%有

效问卷为 %!,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C$

%CDB研究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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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B抑郁情况调查

采用 RGHI抑郁自评测量表! -M5Y?W3X4HIbMVWMPP?

4HI-935M-b-"进行评定
(*)

$ 共计 !" 道题目$ 反映

抑郁的主观感受及抑郁症状的轻重程度$ -b- 根据

症状出现频度评定%分 6 个等级%% d6 级代表/无或

偶尔0 d/总是如此0$ 总分粗分乘以 %(!+%四舍五

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分值越高%抑郁的程度越明

显$ -b- 得分 l+* 分为正常%+* d:! 分为轻度抑

郁%:* d$! 分为中度抑郁%得分 n$! 分为重度抑郁$

%CDCDB焦虑情况调查

采用 RGHI焦虑自评测量表 ! -M5Y?W3X4HI<HU4MX]

-935M-<-"进行评定
(6)

$ 量表共计 !" 道题目%用于

测量焦虑的主观感受'焦虑的轻重程度%该量表一致

性信度 BW'H\39QpP

"

系数 "($$$%分半系数 "($+$%具

有较好的信效度$ 本量表按 6 级评分%总分粗分乘

以 %(!+%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分值越高%

焦虑程度越明显$ -<- 得分 l+" 分正常%+" d+, 分

为轻度焦虑%:" d:, 分为中度焦虑%-<- 得分 n:,

分为重度焦虑$

%CEB统计处理

对收集到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剔除无效问卷%应

用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

计分析'独立样本 X检验%方差分析$ 以:l"("+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B研究结果

DC%B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的学生女生 %%)% 人 !,%(*C"'男生

%%* 人!)($C"#大一 :") 人!6$("C"'大二 *6: 人

!!:($C"'大三 *6" 人!!:(*C"$

DCD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情况

结果显示%抑郁患病率为 !%(6C%其中轻度'中

度'重度分别为 %*()C'$(*C'"(*C$ 焦虑患病率

为 ,(6C%其中轻度'中度'重度分别为 )(*C'

"(,C'"(!C$

表 %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情况 例数$[%

-b- -<-

没有抑郁f焦虑 %"%$!$)(:" %%$!!,"(:"

轻度抑郁f焦虑 %$)!%*()" %")!)(*"

中度抑郁f焦虑 ,+!$(*" %%!"(,"

重度抑郁f焦虑 6!"(*" *!"(!"

DCE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的性别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男生抑郁'焦虑得分上均高于女生%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h"("6%见表 !"$

表 D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的性别差异比较

男生 女生 7

抑郁得分

焦虑得分

66($% m%!())

6"(*+ m,(!)

6!(!) m%"():

*)($" m$(:%

!(!*

""

!(%:

"

;;注&

""

:l"("+%

""

:l"("+

DCF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年级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在抑郁'焦虑得分上%各年级学生得

分差异不显著!:h"(!!%:h"(*:%见表 *"$

表 EB大学生抑郁和焦虑的年级差异比较

大一 大二 大三 A

抑郁得分 6!(,* m%"($+ 6!(+$ m%%(:% 6%(:6 m%%("6 %(+"

焦虑得分 *,("+ m$(++ *,(" m)(%% *)(** m$()+ %("!

EB讨论

在突发疫情中%由于早期对于疾病的认识不足'

病原体未知'传染途径不明确'致病机理和病理过程

不清楚
(+)

%尤其是缺少针对性的治疗手段时%采取

的集中隔离的管理方式可能降低了大学生直接面对

疫情的危险%但在严峻的疫情形势下%封闭式的管理

措施容易导致行为和习惯改变%对群体造成一定的

应激反应和心理影响%人们往往会产生恐惧心理%给

心理带来巨大压力$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焦虑检

出率!,(6C"和抑郁检出率 !!%(6C" 与国内在大

学生中开展的同类研究获得的焦虑检出率!:(,6C

d!+(:C"

(:?))

和抑郁检出率!!%($C d!,(%,C "的

结果接近$ 提示在疫情爆发初期%大学生的心理状

况基本稳定$ 分析其原因可能一是学校重视大学生

的心理健康状况%入学后开展相关的课程%教会学生

自我心理调适的方法$ 二是在疫情期间%学校各部

门积极行动起来%保证教育部实施的 /停课不停

学0%为网络授课提供便利%保证学生的听课质量$

在比较男女生在抑郁'焦虑上得分差异时%本研

究发现%男生在抑郁'焦虑得分上高于女生%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
(,)

$ 究

其原因可能是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要求所致%男生常

常被认为要有担当%在遇到挫折或情绪困扰时%应该

自己扛过去%不要轻易地找人倾诉或者寻求帮助%继

而容易导致男生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 女生被认为

是温柔'被人呵护的%所以女生总是在遇到问题时%

喜欢向父母朋友诉说%寻求社会支持%减轻了她们的

负性情绪$ 在比较年级在抑郁'焦虑上得分差异时

发现%差异不显著$ 但大一学生的抑郁'焦虑得分最

高%应引起学校相关部门的重视$ 提示%大一学生正

面临着/心理断乳期0%对大学生活学习还未完全适

应%并且在疫情爆发时%掌握的医学专业知识较少%

可能容易引起焦虑'抑郁情绪的发生%但并不至于导

致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障碍$

综上所述%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队学生的学习'生活所带来的影响$ 学校管理部门

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积极引导在疫情期间%督导

落实居家隔离防护行为%并提供及时广泛的心理疏

导%以稳定学生的情绪$

受疫情影响%本研究仅以网络发放调查问卷的

*$%*第 ! 期;;;;;;;;;;;;;;;蔡娜娜%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大学生的心理状态调查研究



方式进行%样本的数量和代表性不够$ 在后续的研

究中%扩大样本量并提高代表性%深入分析在疫情期

间大学生情绪状态的影响因素%动态检测学生的心

理健康水平%以增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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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七大商机

;;受收购在线医药平台影响% 阿里健康股价近日高涨近 )"C$ 阿里健康的前身多年来在市场上 /默默

无闻0% 自被阿里收购后% 该公司股价涨了近 !" 倍$ 事实上% 无论是世界的整体趋势还是中国的国内情

况% 大健康产业都是投资界最大的关注点之一$ 相关数据显示% 大健康产业已经是全球第一大产业% 年支

出总额占 /i>!世界国内生产总值" 总额的 %f%"$ 业内人士预测% 今年中国大健康产业将达 ) 万亿元%

成为第一大产业$ 大健康产业未来的蓝海在哪里1 企业应该在哪里落子布局呢1 传统产业和健康产业如何

结合起来形成新模式1 健康领域会出现类似阿里和腾讯那样规模的公司吗1 一系列问题让大健康产业充满

想象力和期待$

领域一# (互联网 g医疗)* 时下最热门的 /互联网 g医疗0 的产业% 其基本模式是利用互联网' 云

计算' 大数据以及可穿戴设备等构建平台% 以 S!S方式提供健康管理和服务$ /互联网 g医疗0 之所以

能成为风口里的风口% 主要原因是老龄化引起的养老管理问题和日益严峻的慢性病问题$

领域二# (药品为王)* 中国的药厂很多也很赚钱% 但是药品并不一定都有用% 有的时候用药不当还

可能耽误病情$ 因此% 现在真正需要的 是研究好药$ 目前% 中国医药市场发生了很大变化% /产品为王0

成为药企发展的最大核心$

领域三# (帮患者找医生)* 中国医疗领域的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医院% 这其中又以公立医院为主$

最好的医生又集中在最好的三甲医院$ 目前% 一些医疗领域的民营企业热衷于收购医院$ 因此% 未来最大

的机遇是能否掌握优秀的医生资源% 同时帮助公众找到适合的医生$

领域四# 精准医疗* 大数据对医疗领域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精准医疗$ 精准医疗的核心是把人群

细分% 对治疗' 诊断要精准$ 它不仅 对个体化的行为和数据要有非常精准的解读% 而且要给出一个精准

的对应化的解决方案$

领域五# 疾病预防* 传统意义上的 /以药治病0% 主要是看药品是否有效$ 预防医学% 主要是帮助更

早发现疾病隐患$ 因此% 未来可以通过 数据监控一个人是否健康成长$

领域六# 医疗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对报销范围有明确限制$ 不过% 中国政府正在逐步发展商业保险$

现在已经把大病保险让商业保险做 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另外% 一些企业也在做职工补充险$ 随着

商业保险进入医疗保险政策的进一步放开% 健康产业会得到非常大的支持$

领域七# 医疗服务模式创新* 社会资本的参与似乎显得必要$ 国外的一些案例或许可以为国内提供借

鉴$ 比如在芬兰% 一些创新型的小公司在进入市场时做试验类项目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在解决问题时比大

公司更有创新能力$ 它们可以帮助解决大公司不屑于解决的问题$ 同时可以积极尝试与医院有关的新模

式' 新技术$ 如果把懂技术的科学家' 懂商业的人才和资金提供方结合起来% 中国大健康领域或许会得到

更好的 发展$

毫无疑问% 大健康产业已经被资本紧紧盯上$ 上述领域仅仅是大健康产业的部分机会$ 无论是在需求

端还是供给端% 企业都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进入$ 从根本上看% 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市场需求十分巨

大$ 不过% 在看到巨大机遇的同时% 也需要意识到大健康产业面临的痛点和挑战$ 伴随健康成为整个社会

的关注点% 各种市场规则和商业生态的完善会在产业发展中逐渐实现$ 创新变革的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的

过程 中% 不仅可以建构新的商业系统% 而且可以为社会创造着价值% 改变着这个时代$

信息来源# QXXVP#ffZZZ(Ù\G(9'2f*f_4MZ#$*"",,6(QX2

$供稿人# 刘培培%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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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远芳%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医学教育%1#2345&P3H8G3H9QMHI7%!:(9'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背景下护理专业学生从医意愿现状调查及分析

程远芳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在疫情背景下%调查护理专业学生从医意愿%探索影响护理学生从医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护理

专业学生教育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采用自制问卷%对 %6"" 名护理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新冠肺炎发

生后护理专业学生从医意愿得分!+:(!! m:($!"#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是否自愿学医'是否实习经历'疫情发生前父

母支持我学医'疫情发生前我希望毕业后去医院工作是护理学生从医意愿的影响因素%可解释从医意愿变异的 6%($C$

结论;疫情发生前后护理学生的从医意愿均较高%但是疫情发生后%部分学生从医意愿发生改变$ 提示我们应重视疫

情对护理专业学生的影响%实施心理疏导措施%完善心理指导方案$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从医意愿#调查分析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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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Q3XHGWP4HIPXG[MHXPjZ4554HIHMPPX'MHI3IM4H XQM2M[4935VW'YMPP4'H 3YXMWXQM'99GWWMH9M'YBSkKb#%, ZMWM!+:(!! m:($!"#

XQM2G5X4V5MPXMV #\39̂ WMIWMPP4'H 3H35]P4PPQ'ZM[ XQ3XXQM4HY5GMH94HIY39X'WP'YXQM4WZ4554HIHMPPX'N'4H XQM2M[4935VW'YMPP4'H

ZMWM3PY'55'ZP&ZQMXQMWXQM]_'5GHX3W45]PXG[4M[ 2M[494HM%ZQMXQMWXQM]MUVMW4MH9M[ 4HXMWHPQ4V%ZQMXQMWXQM]WM9M4_M[ PGVV'WX

YW'2V3WMHXP\MY'WMXQMMV4[M249%3H[ ZQMXQMWXQM]Q'VM[ X'Z'Ŵ 4H XQMQ'PV4X353YXMWIW3[G3X4'H \MY'WMXQMMV4[M249% ZQ49Q

9'G5[ MUV534H 6%($C 'YXQM_3W43X4'H 'YZ4554HIHMPPX'N'4H XQM2M[4935VW'YMPP4'H(9-/+3?:0-/;&GWP4HIPXG[MHXPjZ4554HIHMPPX'

MHI3IM4H XQM2M[4935VW'YMPP4'H Z3PQ4IQ \MY'WM3H[ 3YXMWXQMMV4[M249(<YXMWXQM'GX\WM3̂%Q'ZM_MW%P'2MPXG[MHXPjZ4554HIHMPP

Q3[ 9Q3HIM[(KX4PPGIIMPXM[ XQ3XXQM42V39X'YXQMMV4[M249'H HGWP4HIPXG[MHXPHMM[PX'IMXH'X49M[%VP]9Q'5'I49359'GHPM54HI

2M3PGWMPHMM[PX'\M42V5M2MHXM[%3H[ VP]9Q'5'I4935IG4[3H9MVW'IW32PHMM[PX'\M42VW'_M[(

@)A 7-25:&;BSkKb#%,# Z4554HIHMPPX'MHI3IM4H XQM2M[4935VW'YMPP4'H# 4H_MPX4I3X4'H 3H[ 3H35]P4P

;;!"%, 年 %! 月以来%我国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

现多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BSkKb#!"%,"患者%随

着疫情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也出现了此类病

例
(%)

%新冠肺炎传染性强%传播途径多%目前%我国

已确诊病例超 ) 万人%境外疫情也日渐加重$ 自疫

情发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系统面临巨大挑战%医院

感染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医务人员的健康造成极大影响
(!)

$ 卫健委称在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去武汉支援抗疫的一线

护士约有 !(): 万人%占医疗队总数的 :)C

(*)

$ 从

医意愿是指医学生毕业后自愿进入医院从事临床工

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医学生对职业行为倾向'职业动

机'职业情感等
(6)

$ 因此%本研究对疫情发生后护

理专业学生的从医意愿进行调查分析%了解疫情发

生对护理专业学生从医意愿的影响%以期能制定合

适的干预方案%促进我国医学教育健康发展$

%B对象与方法

%C%B研究对象B采用问卷调查法%将问卷录入问卷

星%在问卷内注明自愿参与原则和保密原则%通过学

院教师微信群'护理学专业班级群%学生 ..群%朋

友转发等方式发放问卷%研究对象包括就读不同阶

段的护理专业学生$ 共获得问卷 %6"" 份%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C$

%CDB研究方法

%CDC%B研究工具

!%"一般情况调查表 根据研究需要由研究者自

行设计人口学调查表%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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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家庭人均月收入'现读阶段'家庭所在地'家

庭月收入'父母最高学历'家中有无医务工作者'选

择学医是否是自愿'是否有实习经历'从事医学工作

的亲属是对我选择作为一名医学生产生影响'疫情

发生前我的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疫情

发生前我毕业后希望能去医院工作$

!!"从医意愿问卷 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编制%

包括 %6 个条目%三个维度&职业情感'职业倾向'职

业认知%采用李克特计分法%其中维度职业认知的三

个条目采用反向计分法%每个条目的选项分别为

/非常符合0 /符合0 /一般符合0 /不符合0和/非常

不符合0%分别对应分值为 +'6'*'!'% 分%量表总得

分范围为 %6 d$" 分%量表的 BW'H\39QpP

"

系数为 "(

)+)$

%CDCDB调查方法B将问卷录入问卷星%取得新乡

市'洛阳市 * 所医学院校和老师的同意%将问卷星链

接或二维码发送到护理专业学生微信群'..群%由

学生自行填写%在问卷星后台进行筛查'核实%最终

获得有效问卷 %*)$ 份$

%CDCEB统计学方法B应用 ->--%$(" 数据软件对资

料进行分析%所有分析均为双侧检验%置信水准
"

h

"("+$ 计量资料用均值 m标准差%计数资料采用构

成比进行描述性分析%若研究资料满足正态分布%方

差分析进行单因素分析%以从医意愿为因变量%年

龄'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自愿学医'是否有实习经

历'从事医学工作亲属对我选择医学有影响'疫情发

生前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疫情发生前

我毕业后希望能去医院工作与从医意愿总分比较为

自变量%从医意愿与基本资料的相关性采用 >M3WP'H

相关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对护理学生疫情前'疫情

发生后父母是否支持其进入医院工作进行分析$

DB结果

DC%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得分B*)$ 名护理学生%从

医意愿总得分 !+:(%% m:($!"分%其中职业情感得

分!!"(+6 m*(!""%职业认知得分!)(,: m!(!:"%职

业倾向得分!!:($! m*(*!"$

DCDB对一般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B结果显示年龄'

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自愿学医'是否有实习经历'

从事医学工作亲属对我选择医学有影响'填报志愿

时父母支持我选医学专业'疫情发生前父母希望我

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疫情发生前我毕业后希望能

去医院工作与从医意愿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l"("+" $ 见表 %$

表 %B从医意愿单因素分析$!Q%EK&%

项目 人数 百分比!C" A :

性别
男 %$$ %!() %(!*$ "(%+!

女 %!%" )$(!

年龄!岁"

%: # %!*! ))() %(6,% "("!$

!% # %+! %%("

!: #*" * "(!

是否独生子女
是 %$+ %!(: %(66! "("*,

否 %!%! )$(6

现读阶段 中专 + "(6 %("** "(6%+

大专 %%)% )+(%

本科在读 %,) %6(*

研究生及以上 * "(!

家庭所在地 城市 *)$ !$(, "(,)* "(+""

乡镇 %""" $!(%

家庭月收入!元" *""" 以下 :,! :6(" %(**, "(")"

*""% #:""" +:6 !6(,

:""% #%"""" %") $(6

%"""% 以上 !) !("

是否自愿学医 是 %%): )+(+ )(+*$ l"(""%

否 !"% %6(+

是否有实习经历 是 ::) 6)(! "()6* "($6!

否 $%, +%()

从事医学工作亲属对我选择医学有影响 影响很大 *+, !+(, *(%": l"(""%

有影响%但不大 +$: 6%(+

无影响 6+! *!(:

填报志愿时%我父母支持我选医学专业 非常支持 $$, +:(! %"(%6* l"(""%

比较支持 6!" *"(*

一般支持 %$% %!(*

不支持 %$ %(!

非常不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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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前%我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进入医院

工作
非常符合 $:! +6(, %!()$$ l"(""%

比较符合 6:! **(*

一般符合 %*$ ,(,

不符合 !! %(:

非常不符合 6 "(*

疫情发生前%我毕业后希望去医院工作 非常符合 $+: +6(+ !*(%+6 l"(""%

比较符合 66$ *!(!

一般符合 %+" %"()

不符合 !, !(%

非常不符合 + "(6

DCE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影响因素B为进一步了解

护理医学生从医意愿主要影响因素%以从医意愿总

得分为因变量%将一般资料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

自变量$ 结果显示%年龄'是否有实习经历'从事医

学工作亲属对我选择医学有影响产生影响'疫情发

生前我毕业后希望能去医院工作'疫情发生前父母

希望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是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影

响因子%能够解释总变异量的 6%($C$ 见表 !$

表 D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影响因素多元逐步回归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 7 :

常数项 **(:+) %(!+" !:(,!6 l"(""%

年龄 #%(6%: "(6!: #"(":) #*(*!" "(""%

是否有实习经历 %("%, "(!$$ "("$: *(:$* l"(""%

从事医学工作的亲属是对我选择作为一名医学生产生影响 #%(%6: "(%)6 #"(%*" #:(!!* l"(""%

疫情发生前%我的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 %(+++ "(!*% "(%%"$+ :($!" l"(""%

疫情发生前%我毕业后希望能去医院工作 6(%*% "(!!" "(6)+ %)($*6 l"(""%

DCFB疫情发生前后&父母支持学生进入医院工作情

况B疫情发生前%我父母支持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

作的意愿为 6(6% m"($++!

#

4m)"%疫情发生后%我父

母仍支持我毕业后进入医院工作的意愿为 6(*: m

"($$%%!7h";!6!%:h";"%:"$ 父母对于护理学生

进入临床工作的态度发生改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l"("+"$

DCGB疫情发生后从医意愿B为了进一步了解护理

学生的从医意愿%对条目 %"!疫情发生后%我有改行

意愿"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疫情发生后%有约

%"()C的学生具有改行的想法%见表 *$

表 EB疫请发生后&有改行意愿的学生统计$!Q%EK&%

项目 人数 百分比!C"

疫情发生后%我有改行的意愿 非常符合 )% +()

比较符合 $" +("

一般符合 %)% %*("

不符合 ::) 6)(!

非常不符合 *)$ !$(,

EB讨论

EC%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水平现状

研究结果显示%护理专业学生从医意愿得分

!+:(!! m:($!"%从医意愿水平较高%与刘泽豫
(+)

研

究结果有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护理工作者抗击疫情%奋战一线的的奉献精神

被全国各媒体报道%增强了护理专业学生选择从事

医学工作的信念%本研究数据显示 ,,(:C的学生认

为新闻不断报道的英雄事迹让我更坚定了从事医学

工作的选择!条目 ,"$ 另一方面%疫情发生后%医务

工作者的价值更加凸显%本研究数据统计 ,,()C的

护理学生认为从事临床工作更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

值$ 且 ,,(:C的学生表示将来某一天%如果国家需

要%我也会义无反顾奋战去一线$ 有研究证明%!"!"

年我国约需护理人员 :,$ 万人%但据国家卫健委统

计%!"%) 年底我国注册护士只有 6"" 万人%目前我

国护理人力资源缺口较大
(:)

%此次疫情发生后%我

国护理人员缺口大的劣势更加显现%大量护理专业

学生毕业后进入临床工作%不仅能缓解我国护理人

员压力%且能优化医疗行业资源占比%因此社会各界

应更加鼓励和支持护理专业学生进入医疗岗位$

ECD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ECDC%B年龄'是否有实习经历对从医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年龄与从医意愿呈负相关%与方必

基
($)

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随着学生年龄

增长%对于不同行业都一定了解%心智更成熟%对于

自身兴趣爱好等更明确%因此在接触其他行业后%可

能会产生从事其他行业的想法$ 研究证明有实习经

历的学生有更强的从医意愿%原因可能是在实习过

程中%学生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储备更丰富%

对从事医疗行业更有信心%且在临床实习过程中%通

过与患者接触%更加确定了救死扶伤是件平凡而伟

大的事情%因此对于未来从事医务工作%实现人生价

值的想法更加坚定$

ECDCDB护理学生从医意愿的其他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示%从事医学工作的亲属是对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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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学生产生影响与从医意愿成负相关%结

果与叶丛
())

相似%从事医务工作的亲属%希望护理

医学生毕业后从事其他行业%分析原因可能是医疗

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医务工作者劳动强度大%工作

时间长且不规律$ 另一方面%近年来社会对医务工

作者的负面报道%也导致一部分亲属希望孩子从事

与医疗无关行业$ 选择学医是否是自愿'疫情发生

前%我毕业后希望能去医院工作研究显示%自愿选择

学医的学生从医意愿更高%呈正相关关系%自愿学医

的学生更早的确定了自身理想%对自己未来职业有

一定的职业规划%因此在学习期间更加向本专业领

域靠拢%在从医意愿上更高与其他学生$

研究结果证明%填报志愿时%我父母支持我选择

医学专业和疫情发生前%我的父母希望我毕业后进

入医院工作与护理学生从医意愿呈正相关%父母支

持我选择和从事医学专业都属于社会支持的一部

分%社会支持越高%得到的精神资源'物质支持'信息

支持越多
(,)

%一方面我国传统思想认为医务工作稳

定%收入尚可%且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与其

他专业就业形势相比%目前国内医学生就业尚可$

因此多数父母对学生从事医务工作报有支持态度%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与疫情发生前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分析原因可能是疫情发生后%护理工作者

面临健康威胁和巨大压力%虽然社会各界欣赏医务

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但作为父母%并没有做好让孩子

面临危险的思想准备%因此部分父母对于护理学生

继续从事医疗行业产生动摇$ 本研究结果显示%有

%"()C的学生在疫情发生后有改行的想法%原因可

能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学生在心理上并没有做

好应对准备%且疫情放假期间%面对各大新闻媒体学

报道的医务人员牺牲事迹%学生对该事件产生的应

激心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疏导%因此导致学生对从

事医疗行业产生动摇%建议学校及时做好学生心理

疏导工作%提高学生正确面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本研究证明护理学生从医意愿较高%且通过这

次疫情护理学生更加坚定了从事医疗行业的决心%

有 ,,(:C的学生表示如果国家需要%会义无反顾奋

战去一线%做最美逆行者$ 但是疫情发生以来%部分

学生父母及学生对于从事医疗行业的意愿产生动

摇%因此也提示我们做好对护理学生的心理疏导%进

一步提高学生从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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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责任编辑;高;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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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骨干教师支持项目%河南省山楂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平台项目$

作者简介#宋小锋%男%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生物制药%1#2345&P'HIU43'YMHI%",7%:*(9'2$

!生物医药"

异甘草素对氧葡萄糖剥夺T再恢复损伤 ]L6]̂ G^细胞的保护作用

宋小锋%!*

! 原增艳!

! 张婷%!*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6+*"""#!(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验学院%河南 新乡

6+*"""#*(河南省山楂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研究异甘草素对氧葡萄糖剥夺f再恢复!'U]IMH?I5G9'PM[MVW4_3X4'HfWM9'_MW]%S/bf@"所致 -F?-O+O

细胞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对 &WY!f<@1通路的影响$ 方法;-F?-O+O细胞建立 S/bf@损伤细胞模型$ 在 S/bf@前 ! Q'

以及 S/bf@后 !6 Q 在培养基中给予 !"

!

2'5fJ的异甘草素$ P4@&<?&WY! 组使用经 P4@&<?&WY! 转染后的 -F?-O+O细

胞%其它处理同异甘草素给药组$ S/bf@6)Q 后%测定细胞活力'乳酸脱氢酶 !JbF" 水平%93PV3PM?*%, 活性%活性氧

!@S-"水平'丙二醛!=b<"含量'超氧化物歧化酶! -Sb"及谷胱甘肽 !/-F"活性%检测 a95?!'a3U'&.S%'FS?% 2@&<

的表达及 FS?% 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S/bf@导致 -F?-O+O细胞活力降低%93PV3PM?*%, 活性升高%@S- 水平和 =b<

含量升高%-Sb和 /-F?>U活性降低%a95?!'&.S%'FS?% 2@&<及 FS?% 蛋白表达降低%a3U2@&<的表达增高!>l"(

"%"$ 异甘草素能明显增加 S/bf@-O+O细胞存活率%降低 93PV3PM?*%, 活性%@S- 水平和 =b<含量%提高 -Sb和 /-F

活性及 a95?!'&.S%'FS?% 2@&<和 FS?% 蛋白表达%降低 a3U2@&<的表达!>l"("%"$ 而 &WY! 基因敲除显著抑制了

异甘草素在 S/bf@处理 -O+O细胞中的上述作用$ 结论;异甘草素能减轻 S/bf@诱导的 -F?-O+O细胞损伤%可能与

激活 &WY!f<@1信号通路%增强 -F?-O+O细胞的抗氧化能力有关$

关键词&;异甘草素#人骨髓神经母细胞瘤细胞株#氧化应激#氧葡萄糖剥夺f再恢复#&WY!f<@1

中图分类号&@,*!

'()42-,)+,0=))**)+,-*0:-30_?020,0O)/0/-/]L6]̂ G^+)330/<?2A 0/5?+)51A -YAO)/6O3?+-:)5)420=.6

,0-/T2)+-=)2A

-S&/L43'?YMHI

%%*

"

%OT<&RMHI?]3H

!

%RF<&/A4HI

%%*

!%;!"#$$%$&C*&,!"*,.",(.- ?,"#.$%$28%!(./0(. 1$%%,2,$&3*.4*(.2 +,-*"(%@.*5,6)*78%3*.4*(.2%9,.(. 6+*"""#!;!"#$$%$&

+,-*"(%C(D$6(7$68!"*,.",)%!(./0(. 1$%%,2,$&3*.4*(.2 +,-*"(%@.*5,6)*78%3*.4*(.2%9,.(. 6+*"""#*;9,.(. 9(E7#$6. @7*%*F

G(7*$. <.2*.,,6*.2 1,.7,6%3*.4*(.2%9,.(. 6+*""""

!1:,2.+,&;;1<)+,0=);A'PXG[]XQMVW'XM9X4_MMYYM9X'Y4P'548G4W4X4IMH4H 'H -F?-O+O9M554HNGW]4H[G9M[ \]'U]IMH?I5G?

9'PM[MVW4_3X4'HfWM9'_MW]!S/bf@" 3H[ 4XPMYYM9X'H &WY!f<@1V3XQZ3]("),(-5:;-F?-O+O9M55PZMWMGPM[ X'MPX3\54PQ

S/bf@4HNGW]9M552'[M5(AQM4P'548G4W4X4IMH4H 'Y!"

!

2'5fJZ3PI4_MH 4H XQM2M[4G2! Q'GWP\MY'WM3H[ !6 Q'GWP3YXMWS/bf@(

<YXMW6) Q'GWP%9M55_43\454X]%539X3XM[MQ][W'IMH3PM!JbF"%WM39X4_M'U]IMH PVM94MP!@S-"%235'H[435[MQ][M!=b<"%PGVMW'U?

4[M[4P2GX3PM!-Sb" 3H[ I5GX3XQ4'HM!/-F" 39X4_4X]ZMWM2M3PGWM[(AQMMUVWMPP4'H 'Ya95?!%a3U%&.S%%FS?% 3H[ XQMMU?

VWMPP4'H 'YFS?% VW'XM4H ZMWM[MXM9XM[(>):?3,:;S/bf@WM[G9M[ -F?-O+O9M55_43\454X]%4H9WM3PM[ @S- 5M_M53H[ =b<9'H?

XMHX%[M9WM3PM[ -Sb3H[ /-F39X4_4X]%[M9WM3PM[ a95?!%&.S%%FS?% 3H[ FS?% VW'XM4H MUVWMPP4'H%3H[ 4H9WM3PM[ a3UMUVWMPP4'H

!>l"("%"(KP'548G4W4X4IMH4H 9'G5[ P4IH4Y493HX5]VW'2'XMXQMPGW_4_35'YS/bf@-F?-O+O9M55P%WM[G9M@S- 5M_M5%=b<9'HXMHX

3H[ a3U2@&<MUVWMPP4'H%4H9WM3PM-Sb%/-F39X4_4X]%a95?! 2@&<%&.S% 2@&<%FS?% 2@&<3H[ FS?% VW'XM4H MUVWMPP4'H%

ZQ45M&WY! ^H'9̂'GXP4IH4Y493HX5]4HQ4\4XM[ XQM3\'_MMYYM9XP'Y4P'548G4W4X4IMH4H 'H -F?-O+O9M55PXWM3XM[ Z4XQ S/bf@(9-/+3?6

:0-/;KP'548G4W4X4IMH4H 93H WM[G9MXQM[323IM'Y-F?-O+O9M55P4H[G9M[ \]S/bf@%ZQ49Q 23]\MWM53XM[ X'XQM39X4_3X4'H 'Y

&WY!f<@1P4IH354HIV3XQZ3]3H[ XQMMHQ3H9M2MHX'Y3HX4'U4[3HX93V394X]'Y-F?-O+O9M55P(

@)A 7-25:&;4P'548G4W4X4IMH4H# -F?-O+O# 'U4[3X4_MPXWMPP# 'U]IMH 3H[ I5G9'PM[MVW4_3X4'HfWM9'_MW]!S/bf@"# &WY!f<@1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 !BMWM\W354P9QM243WMVMWYG?

P4'H 4HNGW]%BK@"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病理机制%

氧化应激在 BK@过程中起重要作用%BK@发生时活

性氧!@S-"生成显著增加
(%)

$ 在 BK@过程中%脑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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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处于缺氧?葡萄糖剥夺f再恢复 !'U]IMH?I5G9'PM

[MVW4_3X4'HfWM9'_MW]%S/bf@"状态%这可能对脑细胞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6)

$ &WY!?<@1通路是重要的内

源性抗氧化应激通路之一$ 核因子红血球相关因子

!!&G95M3WY39X'WMW]XQW'4[ ?WM53XM[ Y39X'W!%&WY!"能够

抑制氧化应激反应$ 在非应激条件下%&WY! 存在于

细胞质中%与胞质伴侣蛋白 ! ^M59Q?54̂M1BF?3PP'94?

3XM[ VW'XM4H % EM3V%"的结合后被转移到泛素?蛋白

酶体系统进行降解
(+)

$ 然而%被激活后%&WY! 转位

到细胞核%与 <@1启动子部位结合%启动 &WY! 下游

靶基因%增加下游细胞保护蛋白的表达%如血红素氧

合酶 %!QM2M'U]IMH3PM%%FS?%"和奎宁氧化还原酶

%!8G4H4HM'U4['WM[G9X3PM%%&.S?%"增强细胞对氧化

应激的对抗作用
(:)

$ 研究表明%&WY!f<@1通路激活

可抑制活性氧的聚集%并减轻 S/bf@所致的神经

细胞损伤
($)

$ 查尔酮化合物被认为是具有潜在药

理活性的黄酮类化合物%异甘草素作为一种查尔酮

化合物存在于串果藤'甘草'和降香中$ 研究发现异

甘草素能通过激活 -K@A% 降低实验性糖尿病神经病

变大鼠的的氧化损伤
())

%并且可降低 &D?

,

a活性发

挥对脓毒症小鼠脑损伤的保护作用
(,)

$ 另有研究

表明%异甘草素可通过抑制氧化应激降低缺血再灌

注所致的损伤
(%")

$ 同时%异甘草素可通过抑制氧化

应激和调控 &WY!fFS?% 通路减轻小鼠急性胰腺炎的

症状
(%%)

$ 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异甘草素在 BK@中

的抗氧化应激作用$ 并且%目前尚不清楚异甘草素

是否通过调节 &WY!f<@1信号通路在 BK@下发挥保

护神经功能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异甘草素对

BK@诱导的氧化应激损伤的保护作用及这些保护作

用的潜在机制$

%B材料和方法

%C%B试剂与仪器

异甘草素购自成都瑞芬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度 n,)C%批号&%$%%":"#人骨髓神经母细胞瘤

细胞株 ! QG23H HMGW'\53PX'239M55% -F?-O+O细胞"

购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AA购自德

国 -4I23公司#/-F'-Sb'=b<活性检测试剂盒购

自南京建成生物技术研究所#乳酸脱氢酶细胞毒性

检测试剂盒%B3PV3PM?* 活性检测试剂盒%B3PV3PM?,

活性检测试剂盒%活性氧检测试剂盒均购自碧云天

生物技术研究所#AW4̀'5!总 @&<抽提试剂"购自美

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W42M-9W4VX@AWM3IMHXE4X

Z4XQ Ib&< 1W3PMW反 转 录 试 剂 盒 和 Aa /WMMH

A=

>WM24U1UA38

A=

%

!A54@&3PMF>5GP"荧光定量试剂

盒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FS?% 抗体购

于 3\932公司#J4IQXB]95MW,: @M35?A42M>B@-]PXM2

!瑞士罗氏公司公司" #酶标仪 ! AQMW2'=G5X4P̂GH

=̂ *%美国赛默飞世尔科技公司" $

%CDB 2̀*D6:0>̀ !转染 ]L6]̂ G^细胞

通过检测 + d%""H2'5fJ的转染效率%筛选出细

胞毒性最小的转染效果$ 沉默 &WY! 的基因序列 &WY!?

P4@&<! -4&WY!?PMHPM @&<& //<TT<TT<T/<BT?

/TT<<<T# -4&WY!?3HX4PMHPM@&<&TT<<B</TB<T?

<<T<<TBBTT"$ 细胞提前一天铺板%转染时细胞

密度为 *"?+"C%将 &WY!?P4@&<溶于 SVX4?2M2无血

清培养基中%混匀%放置 +24H%同时将 54V'!""" 溶于

SVX4?2M2无血清培养基中%二者混合%放置 !" 24H%

将上述混合液加入培养孔%混匀%在 *$ c'+C BS

!

培养箱中培养 6 Q 后%去除上清%加入含 %"C胎牛血

清的完全培养基培养 6)Q 后%通过 >B@检测合格

后%备用$ 同样方法转染阴性对照 &B&WY!?P4@&<$

%CEB;MPT>模型及细胞分组

S/b&用 13W5MpP平衡盐溶液代替含葡萄糖的完

全培养基%将细胞置于低氧条件下!含 +C BS!'"(

+C S

!

和 ,6(+C &

!

"培养 ! Q$ @&S/b处理 ! Q

后%换为含葡萄糖的完全培养基%于 *$ c%+C BS!

饱和湿度培养箱中培养 6) Q$

细胞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异甘草素组'&WY!?

P4@&<组'&B&WY!?P4@&<组$

正常组& -F?-O+O细胞用含 %"C胎牛血清的

b=1=fD%! 培养基正常培养$

模型组&正常培养 -F?-O+O细胞进行 S/bf@%

继续培养 6)Q$ 异甘草素组在 S/b前 ! Q 给予终浓

度 !"

!

2'5fJ的异甘草素%S/bf@后 !6Q 换液%同

样换成含终浓度 !"

!

2'5fJ的异甘草素的完全培养

基继续作用 !6Q$

P4@&<?&WY! 组&使用经 P4@&<?&WY! 转染后的

-F?-O+O细胞%其它处理同异甘草素组$

&B&WY!?P4@&<组&使用转染阴性对照 &B&WY!?

P4@&<后的 -F?-O+O细胞%其它处理同异甘草

素组$

%CFB细胞活力及乳酸脱氢酶$3.+,.,)5)(A52-O)/6

.:)&aPL%漏出率及 +.:4.:)6E&N 活性检测

细胞接种于 ,: 孔培养板%每孔 "(% 2J培养基%

进行 S/bf@等处理后%每孔加入 =AA ! + IfJ"

!"

!

J%*$ c孵育 6 Q$ 吸去孔内培养液%每孔加入

b=-S%+"

!

J%摇床低速震荡 %" 24H%使结晶充分溶

解%然后应用酶标仪在 6," H2波段检测吸光度

值!Sb"$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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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F的检测应用乳酸脱氢酶细胞毒性检测试

剂盒%严格按说明书操作$ 各组细胞经 S/bf@等

处理后%将细胞培养板用多孔板离心机 6""I%离心

+24H$ 分别取各孔的上清液 %!"

!

J%加入到一新的

,: 孔板相应孔中%随后各孔分别加入 :"

!

JJbF检

测工作液$ 混匀%室温%用铝箔包裹后置于水平摇床

避光孵育 *"24H$ 然后在 6,"H2处测定吸光度$

B3PV3PM?*%, 活性检测分别应用 B3PV3PM?*%, 活

性检测试剂盒$ 各组细胞经 S/bf@等处理后%裂

解液裂解细胞%6 c %:%""" I离心 %! 24H$ 取上清%

使用 aW3[Y'W[ 法测定蛋白浓度%调整蛋白浓度为 %(

+ 2If2J$ 取待测样品 +"

!

J%加入检测缓冲液 6"

!

J%适当混匀%随后 B3PV3PM?* 检测加入 B3PV3PM?*

显色底物 <9?b1kb?V&<!!22'5fJ"%"

!

J%B3PV3PM?

, 检 测 加 入 B3PV3PM?, 显 色 底 物 <9?J1Fb?V&<

!!22'5fJ" %"

!

J%再次混匀$ *$ c孵育 %"" 24H

后%测定 6"+ H2处吸光度$ JbF水平和 B3PV3PM?*%

, 活性结果均是以对照组作为参照%将对照组的结

果定为 %""%实验组结果 h!实验组实际数据f对照

组实际数据" e%""$

%CGB细胞内活性氧检测

用 !j%$j?二氯荧光素二乙酸酯 !bBDF?b<"荧

光探针测定 @S- 含量$ 使用活性氧检测试剂盒%严

格按说明书要求操作$ 按照 %2%""" 用无血清培养

液稀释 bBDF?b<%使终浓度为 %"

!

2'5fJ$ 细胞收

集后悬浮于稀释好的 bBDF?b<中%细胞浓度为

% e%"

$

f25%*$ c细胞培养箱内孵育 !" 分钟$ 每隔

*?+ 分钟颠倒混匀一下%使探针和细胞充分接触$

用无血清细胞培养液洗涤细胞 * 次%以充分去除未

进入细胞内的 bBDF?b<$ bBDF?b<本身没有荧

光%可以自由穿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后%可以被细

胞内的酯酶水解生成 bBDF$ 而 bBDF不能通透细

胞膜%细胞内的活性氧可以氧化无荧光的 bBDF生

成有荧光的 bBD$ 荧光分光光度计检测 bBD的荧

光就反映细胞内活性氧的水平$ @S- 活性结果同

样以对照组作为参照%将对照组的结果定为 %""%

实验组结果 h!实验组实际数据f对照组实际数据"

e%""$

%CHB细胞内 "P!'];P'M]L活性检测

: 孔板培养 -F?-O+O细胞%细胞进行 S/bf@

等处理后%收集细胞%用 6c >a- 洗涤 ! 遍$ 沉淀细

胞用细胞裂解液裂解%6c离心取上清作为待测样

品%然后严格按试剂盒说明操作%加相应试剂反应显

色%最后用 $!! 型分光光度计在相应波长处测定吸

光度值$

%C& B >'6#9> 检 测 b+36D' b.Y' c̀;%' L;6%

8>̀ !的表达

采用 AW4̀'5法提取细胞内总 @&<%使用 >W42M?

-9W4VX

A=

@AWM3IMHXE4XZ4XQ Ib&<1W3PMW反转录试剂盒

将总@&<逆转录成9b&<$ 然后以转录后的 9b&<为

模板%管家基因
#

?39X4H 为内参%使用/WMMH

A=

>WM24U1U

A38

A=

KK!A54@&3PMF>5GP"荧光定量试剂盒进行荧光定

量>B@扩增$ 反应体系&Aa/WMMH>WM24U1UA38KK!A54

@&3PMF>5GP"!! e"%"

!

J%>B@D'WZ3W[ >W42MW!%"

!

="

"()

!

J%>B@@M_MWPM>W42MW!%"

!

=""()

!

J%9b&<!

!

J%

无菌去离子水 :(6

!

J%总体积 !"

!

J$ 引物序列&&.S%

Y'WZ3W[&A/</ABABA//<BBBBABA<B%@M_MWPM&BA/BBA?

//<B<<</<BB/</# FS?% Y'WZ3W[& //<<BA/<//<A?

/BA/<<//%@M_MWPM&<<//<//<<//</BBA<A//#a95?!

D'WZ3W[& /ABAAB/BA/B//</<AB<A% @M_MWPM& B<AAB?

B/<A<A<B/BA///<B#a3UD'WZ3W[&B<A<A<<BBBB/A?

B<<B/B</%@M_MWPM&/B</BB/BB<B<<<B<A<B#

#

?39?

X4H Y'WZ3W[& BBA//B<BBB</B<B<<A% @M_MWPM& /B?

B/<ABB<B<B//</A<BA$ 反应条件&,+ c预变性 *"

P#变性 ,+ c + P%退火延伸 :" c !" P%重复 6"个循环$

实验重复 * 次$ 各基因相对表达量用 !

#

--

BX

表示$

%CKB7):,)2/13-,检测 L;6% 蛋白表达

iMPXMWH 及 K>细胞裂解液冰上裂解细胞%6 c%

%! """ Wf24H 离心 + 24H%取上清$ 使用 aB<蛋白浓

度测定试剂盒测定蛋白浓度$ 在收集的蛋白样品中

加入 + e-b-?></1蛋白上样缓冲液%沸水浴加热 +

分钟%充分变性蛋白%冷却到室温后%把蛋白样品直

接上样到 -b-?></1胶加样孔内%%""k%,"24H 电

泳$ 使用 >kbD膜%转膜%随后 +C脱脂奶粉室温封

闭 % Q$ 加入 FS?% 抗体 !%&%""""%6 c孵育过夜%

洗膜三次后加入二抗室温摇床孵育 % Q$ 特超敏

1BJ化学发光试剂盒显影%以 FS?% 与
#

?<9X4H 条带

灰度的比值表示 FS?% 的相对表达$

%CNB统计学处理B统计分析采用 ->-- %,(" 软件%

实验结果以均数 m标准差!

#

4m)"表示$ 组间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以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B结果

DC%B异甘草素对细胞活力的影响

由表 % 可见%与正常组相比%氧葡萄糖剥夺f再

恢复模型组细胞活力明显下降!:l"("%"%异甘草

素组能显著升高氧葡萄糖剥夺f再恢复细胞的活力$

而 &WY! 基因敲除显著抑制了异甘草素在 S/bf@处

理 -F?-O+O细胞中的提高细胞活力作用%与 &B

&WY!?P4@&<组相比$ 各组细胞镜下照片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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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异甘草素结构式

图 DB各组细胞显微镜镜下照片$ %II J%

注&3正常组%\ 模型组%9异甘草素组%[ &B&WY!?P4@&<组%M&WY!?P4@&<组

DCDB异甘草素对培养液中 aPL水平及 9.:4.:)6E&N

活性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 JbF水平和 B3PV3PM?*%

, 活性较正常组显著升高 !:l"("%"#与模型组比

较%异甘草素组 JbF水平明显降低 ! :l"("+" %

B3PV3PM?*%, 活性也明显降低$ 而 &WY! 基因敲除显

著抑制了异甘草素在 S/bf@处理 -F?-O+O细胞中

降低 JbF水平%B3PV3PM?*%, 活性的作用%与 &B

&WY!?P4@&<组相比$ 结果见表 %$

表 %B异甘草素对细胞活力'aPL水平'9.:4.:)6E&N 活性的影响 $

$

" R#&!QE%

组别 Sb JbFf!C正常组" B3PV3PM?*f!C正常组" B3PV3PM?,f!C正常组"

正常组 "(:* m"("$ %"" %"" %""

模型组
"(*+ m"("*

qq

!6%(*$ m*:(+6

qq

!:+(!+ m*!()$

qq

!!*(:$ m!+(")

qq

异甘草素组
"(+: m"(":

""

%6+(*! m!*(+:

""

%+!(6) m%,(+6

""

%*,(!$ m%)($*

""

&B&WY!?P4@&<组 "(+* m"("+ %+)(,* m!)(!* %:+("$ m!:(") %6)(,$ m!!(!$

&WY!?P4@&<组
"(6" m"("6

!!

!!%()6 m*!()!

!!

!*:(6% m!%(,:

!!

%,)(:" m%,(%:

!!

;;注&与正常组比较%

qq

:l"("%#与模型组比较%

""

:l"("%#与 &B&WY!?P4@&<组比较%

!!

:l"("%

DCEB异甘草素对细胞内 >;]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细胞内 @S- 活性显著升

高!:l"("%" $ 与模型组比较%异甘草素组能明显

能减少 @S- 表达!:l"("%"$ 而 &WY! 基因敲除显

著抑制了异甘草素在 S/bf@处理 -F?-O+O细胞中

降低 @S- 活性的作用%与 &B&WY!?P4@&<组相比$

结果见表 !$

DCFB异甘草素对细胞内 "P!'];P'M]L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细胞内 =b<活性显著

升高!:l"("%"%而 -Sb'/-F活性明显下降 !:l

"("% "$ 与模型组比较%异甘草素组能明显增加

-Sb'/-F活性 !:l"("% "%降低 =b<活性$ 而

&WY! 基因敲除显著抑制了异甘草素在 S/bf@处理

-F?-O+O细胞中增加 -Sb'/-F活性%降低 =b<活

性的作用%与 &B&WY!?P4@&<组相比$ 结果见表 !$

表 DB异甘草素对细胞内 >;]活性及 M]L'];P'"P!水平的影响$

$

" R#&!QE%

组别 @S-!C正常组" =b<! H2'5f2IVW'X" /-F!2IfIVW'X" -Sb!Tf2IVW'X"

正常组 %"" "(*!$ m"("+! *(*)! m"(*%6 !!("$! m*()*+

模型组
!*%(*$ m*%(*!

qq

"(:+* m"("%:

qq

%($+) m"(%)$

qq

,(:$: m"(!")

qq

异甘草素组
%6*()* m%,(+*

""

"(*,: m"("!6

""

!($): m"(*+6

""

%)(%$6 m"(!6*

""

&B&WY!?P4@&<组 %+)(++ m!*(*! "(6%* m"("!: !(:!$ m"(6") %:()* m"(!!$

&WY!?P4@&<组
!"$(6! m!:()*

!!

"(:%! m"("*!

!!

!("6* m"(!,:

!

%%(:"* m"(%%:

!!

;;注&与正常组比较%

qq

:l"("%#与模型组比较%

""

:l"("%#与 &B&WY!?P4@&<组比较%

!

:l"("+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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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GB异甘草素对 b+36D'b.Y' c̀;%'L;6% 8>̀ !

的表达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 a3U2@&<表达显著升

高!:l"("%"%而 a95?!'&.S%'FS?% 2@&<表达明

显下降!:l"("%"$ 与模型组比较%异甘草素组能明

显增加 a95?!'&.S%'FS?% 2@&<表达!:l"("%"%降

低 a3U2@&<表达$ 而 &WY! 基因敲除显著抑制了异

甘草素在 S/bf@处理 -F?-O+O细胞中增加 a95?!'

&.S%'FS?% 2@&<表达%降低 a3U2@&<表达的作

用%与 &B&WY!?P4@&<组相比$ 结果见表 *$

表 EB异甘草素对 b+36D'b.Y' c̀;%'L;6% 8>̀ !的表达的影响$

$

" R#&!QE%

组别 a95?! 2@&< a3U2@&< &.S% 2@&< FS?% 2@&<

正常组 % % % %

模型组
"(+% m"("6

qq

%()% m"(!:

qq

"(6+ m"("+

qq

"(+: m"("$

qq

异甘草素组
"()% m"(":

""

%(!: m"(%6

""

"($: m"(":

""

"()% m"(%%

""

&B&WY!?P4@&<组 "($* m"("+ %(*) m"(%: "($! m"("$ "($$ m"(")

&WY!?P4@&<组
"(:! m"("6

!

%(:) m"(!!

!!

"(+% m"(")

!!

"(:% m"("$

!

;;注&与正常组比较%

qq

:l"("%#与模型组比较%

""

:l"("%#与 &B&WY!?P4@&<组比较%

!

>l"("+%

!!

:l"("%

DCHB异甘草素对 L;6% 蛋白表达的影响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 FS?% 蛋白表达明显下

降!>l"("%"$ 与模型组比较%异甘草素组能明显

增加 FS?% 蛋白表达!> l"("%"$ 而 &WY! 基因敲

除显著抑制了异甘草素在 S/bf@处理 -F?-O+O细

胞中增加 FS?% 蛋白表达的作用%与 &B&WY!?P4@&<

组相比$ 结果见图 *$

图 EB异甘草素对 L;6% 蛋白表达的影响

注&条带图中对应组别从左到右依次为&正常组'模型组'异甘草素

组'&B&WY!?P4@&<组'&WY!?P4@&<组$ 与正常组比较%

qq

:l"("%#

与模型组比较%

""

:l"("%#与 &B&WY!?P4@&<组比较%

!

:l"("+

EB讨论

-F?-O+O细胞系 !人骨髓神经母细胞瘤细胞

株"%来源于人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分化程度低%其

形态!呈锥体状并且有明显的轴突"'生理生化特性

与正常神经细胞类似%并且活性好%成活率高%培养

体系稳定%所以常用于神经系统疾病发病机制和相

关治疗药物作用效果及机制方面的研究
(%!?%*)

$

中风是造成成年人死亡和后天残疾的主要原

因
(%6)

$ 在所有卒中病例中%缺血性中风占 :"?

$"C

(%+)

$ 一般来说%大脑比其他任何器官都更容易

发生缺血$ 脑缺血阻断氧气输送和营养%恢复血液

供应!再灌注"仍然是缺血的标准治疗$ 然而%再灌

注本身也会引起继发性脑损伤
(%:)

$ 由 @S- 生成引

起的氧化应激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病机制中起

着关键作用
(%$)

$ &WY!?<@1通路是重要的内源性抗

氧化应激通路之一$ &WY! 及其靶基因的激活可保护

大脑免受缺血再灌注损伤
(%))

$ FS?%'&.S% 是 &WY!

下游的一种高度可诱导的抗氧化还原酶%主要受

&WY!?<@1通路调节$ &WY! 通过激活包括 FS?%'

&.S% 在内的下游抗氧化蛋白来调节氧化应激的主

要转录因子
(%,)

$ &WY! 作为氧化还原敏感转录因子%

在氧化应激刺激下会启动
%

相解毒酶! -Sb'=b<'

B<A'/-F?>L等"和抗氧化酶的基因 !FS?%'&.S%

等"的表达%进而保护组织免受氧化应激损伤
(!"?!%)

$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异甘草素能显著减轻氧化应

激%而 &WY! 基因敲除显著降低了异甘草素在 S/bf

@处理神经元中的有益作用%表明异甘草素可能诱

导 &WY!f<@1活化%从而减轻 S/bf@所致的氧化应

激反应$

另外现在普遍认为%细胞凋亡是导致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神经元死亡的主要原因
(!")

$ 因此%抑制细

胞凋亡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方法$ 凋亡是由多种凋亡相关蛋白调控的%包括

a95?! 蛋白家族和 93PV3PM级联
(!!)

$ a95?! 家族蛋白

在调节细胞凋亡中起关键作用%并且与许多疾病的

发展有关
(!*)

$ a95?! 家族蛋白是众所周知的调节线

粒体外膜通透性的调节因子%它与线粒体凋亡信号

通路的激活有关
(!6)

$ 触发线粒体外膜通透性的阈

值是由 a95?! 家族的三个亚组之间的相互作用控制

的&促凋亡蛋白!a<E和 a3U"%抗凋亡蛋白!如 a95?

!"和促凋亡的 aF* 蛋白
(!+)

$ 线粒体通透性增高会

释放细胞色素 9%93PV3PM?, 可以和细胞色素 9以及

<V3Y% 形成复合物%同时被激活$ 激活的 93PV3PM,

可以激活细胞凋亡的最关键酶 93PV3PM?*%从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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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细胞凋亡信号$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模型

组 a3U表达增加%a95?! 表达减少%同时 93PV3PM?*%,

的活性增高%提示 S/b诱导神经细胞凋亡由线粒体

凋亡信号传导$ 而异甘草素可抑制该信号通路的激

活$ 研究显示异甘草素显著增加了 a95?! 2@&<表

达并降低 a3U2@&<的表达%进而阻止 93PV3PM?*%,

的激活%这些均表明异甘草素在缺血再灌注损伤中%

具有潜在的抗凋亡作用$ 而 &WY! 基因敲除可抑制

这种作用%提示异甘草素的抗凋亡作用是通过与氧

化应激反应相关的途径介导的$ 异甘草素抗氧化应

激%保持线粒体膜电位%阻止凋亡信号通路的激活$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S/bf@诱导神经细

胞的氧化应激和凋亡$ 异甘草素通过激活 &WY!f

<@1信号通路降低神经细胞的氧化应激和凋亡$

本研究揭示 S/bf@后异甘草素神经细胞保护作用

的新机制%提示异甘草素可能是缺血性脑中风的潜

在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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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E'\3]3PQ4=%O3232'X'=(='5M9G53W2M9Q3H4P2P39X4_3X4HIXQM

&WY!?EM3V% V3XQZ3]'Y3HX4'U4[3HXIMHMWMIG53X4'H (0)(<HX4'U4[

@M['U-4IH35%!""+%$!*?6" &*)+?*,6

(:);RQ3HI=%<H B%/3'O%MX35(12MWI4HIW'5MP'Y&WY! 3H[ VQ3PMKK

3HX4'U4[3HXMH ]̀2MP4H HMGW'VW'XM9X4'H(0)(>W'I&MGW'\4'5%!"%*%

%""!%" &*"?6$(

($);OMWW3k/%E35_353<E%EG23W<(KP'548G4W4X4IMH4H WM[G9MP'U4[3?

X4_M[323IM3H[ 355M_43XMP24X'9Q'H[W43542V34W2MHX\]-K@A% 39?

X4_3X4'H 4H MUVMW42MHX35[43\MX49HMGW'V3XQ](0)(0&GXWa4'9QM2%

!"%$%6$!," &6%?+!(

());R'G >%04F=%RQ3'0i%MX35(>W'XM9X4_MMYYM9X'Y4P'548G4W4X4IMH4H

3I34HPX9MWM\W354HNGW]4H PMVX49249M_433XXMHG3X4'H 'Y&D?

,

a

(0)(KHY5322'VQ3W239'5'I]%!"%) 0GH !:(['4&%"(%""$ fP%"$)$?

"%)?"+"*?̀((1VG\ 3QM3[ 'YVW4HX);

(, ) ;RMHI0%BQMH O%b4HI@%MX35(KP'548G4W4X4IMH4H 355M_43XMPM3W5]

\W34H 4HNGW]3YXMWMUVMW42MHX354HXW39MWM\W35QM2'WWQ3IM_43PGV?

VWMPP4HI@S- 3H[f'W&D?̂3VV3a?2M[43XM[ &J@>* 4HY53223P'2M

39X4_3X4'H \]VW'2'X4HI&WY! 3HX4'U4[3HXV3XQZ3](0)(0&MGW'4H?

Y53223X4'H%!"%$%%6!%" &%%,(

(%") J4G L%RQG .%RQ3HI=%MX35(KP'548G4W4X4IMH4H 32M54'W3XMP39GXM

V3H9WM3X4X4P4H 249M_434HQ4\4X4'H 'Y'U4[3X4_MPXWMPP3H[ 2'[G53?

X4'H 'YXQM&WY!fFS?% V3XQZ3](0)(SU4[ =M[ BM55J'HIM_%!"%)%

!"%)&$%:%+,!(

(%%) FG J%BQMH i%A43H D%MX35(&MGW'VW'XM9X4_MW'5M'YYG9'U3HXQ4H 3?

I34HPX9MWM\W354P9QM249fWMVMWYGP4'H 4HNGW]XQW'GIQ 39X4_3X4'H 'Y

&WY!fFS?% P4IH354HI(0)(a4'2M[ >Q3W239'XQMW%!"%)%%": !%"" &

%6)6?%6),(

(%!) L43'a%BQ34O%J_-%MX35(1H['XQM54359M55?[MW4_M[ MU'P'2MPVW'?

XM9X-F?-O+OHMW_M9M55P3I34HPX4P9QM243fWMVMWYGP4'H 4HNGW](0)(

KHX0='5=M[%!"%$%6"!6" &%!"%?%!",(

(%*) -3HI.%J4G L%i3HIJ%MX35(BGW9G24H >W'XM9XP3H -F?-O+OBM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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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BM55>Q]P4'5a4'9QM2%!"%)%+%!!" &:)%?:,%(

(%6) B35[MW'H k0%E3PXGW43W39Q4a=%J4H 1%MX35(@M_4MZ'YXQM='\45M

-XW'̂MTH4X1UVMW4MH9Mi'W5[Z4[M(0)(KHXMW_&MGW'5%!"%)%$!:" &

*6$?*+)(

(%+) JM_4HM-@(>3XQ'VQ]P4'5'I]3H[ XQMW3VMGX49X3WIMXPY'W4P9QM249

PXW'̂M(0)(B54H B3W[4'5%!""6%!$!+ -GVV5!" &KK%!?!6(

(%:) ='54H3B<(@MVMWYGP4'H XQMW3V4MPY'W39GXM4P9QM249PXW'̂M&9GWWMHX

VQ3W239'5'I49353H[ 2M9Q3H49353VVW'39QMP(0)(-XW'̂M%!"%%%6!

!% -GVV5" &- %:?,(

(%$) BQMH -b%O3HIbK%J4H AE%MX35(@'5MP'Y'U4[3X4_MPXWMPP%3V'VX'?

P4P%>/B?%35VQ33H[ 24X'9Q'H[W435\4'IMHMP4P4H 9MWM\W354P9QM243

(0)(KHX0='5-94%!"%%%%!!%"" &$%,,?!%+(

(%)) RQ3HI@%LG =%i3HIO%MX35(&WY!?3VW'24P4HIXQMW3VMGX49X3WIMX

Y'W[MYMHP4HI3I34HPX'U4[3X4_MPXWMPP4H PXW'̂M(0)(='5&MGW'\4'5%

!"%$%+6!)" &:"":?:"%$(

(%,) JG =B%040<%043HIRO%MX35(AQMEM3V%?&WY!?<@1V3XQZ3]3P3

V'XMHX435VWM_MHX4_M3H[ XQMW3VMGX49X3WIMX&3H GV[3XM(0)(=M[ @MP

@M_%!"%:%*:!+" &,!6?:*(

(!") LG B%J4BO%E'HI<&(KH[G9X4'H 'YVQ3PMK%KK3H[

&

[WGI2M?

X3\'54P2fXW3HPV'WX\]UMH'\4'X49P(0)(<W9Q >Q3W2 @MP%!""+%!)

!*" &!6,?:)(

(!%) O'GH F-%JMM0O% -34X'Q -K%MX35(-GVVWMPP4'H 'Y=]b))?3H[

A@KD?[MVMH[MHXP4IH354HIV3XQZ3]P'YX'55?54̂MWM9MVX'W\]! #"?

MV4I355'93XM9Q4H?*?I3553XM%3V'5]VQMH'59'2V'HMHX'YIWMMH XM3

(0)(a4'9QM2>Q3W239'5%!"":%$!!$" &)+"?,(

(!!) aW'GIQX'H a@%@MGXMHPbB%-'\M]B/(<V'VX'X492M9Q3H4P2P3YXMW

9MWM\W354P9QM243(0)(-XW'̂M%!"",%6"!+" &M**%?,(

(!* ) E3HI=F%@M]H'5[PB>(a95?! 4HQ4\4X'WP&X3WIMX4HI24X'9Q'H[W435

3V'VX'X49V3XQZ3]P4H 93H9MWXQMW3V](0)(B54H B3H9MW@MP%!"",%

%+!6" &%%!:?*!(

(!6) <[32P0=%B'W]-(AQMaBJ?! 3W\4XMWP'Y3V'VX'P4P3H[ XQM4WIW'Z?

4HIW'5M3P93H9MWX3WIMXP(0)(BM55bM3XQ b4YYMW%!"%)%!+!%" &!$?

*:(

(!+) B̀3\'X3W>1%JMPPMHM/%-XW3PPMW<%MX35(B'HXW'5'Y3V'VX'P4P\]

XQMaBJ?! VW'XM4H Y3245]&42V5493X4'HPY'WVQ]P4'5'I]3H[ XQMW3V]

(0)(&3X@M_='5BM55a4'5%!"%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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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a*+"""$"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

作者简介#魏婧%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生物大分子功能开发与应用%1#2345&Z*6N6:67%:*(9'2$

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连花清瘟方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初探

魏;婧! 秦晶晶! 钱慧琴! 马矜烁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连花清瘟方!JF.i"治疗疟疾的分子靶点及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从中药系

统药理学数据库与分析平台!AB=->"获取 JF.i活性化合物及其靶点%使用 B]X'P93VM*($(% 软件构建化合物 #靶点网

络图$ 通过基因组注释!/MHMB3W[P"数据库获取疟疾疾病靶点%利用蛋白质相互作用! -A@K&/"数据库构建靶点之间的

蛋白互作!>>K"网络%筛选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和关键靶点$ 利用 b<kKb数据库进行基因本体!/S"富集分析

与信号通路!>3XQZ3]"富集分析%并使用 @软件构建 /S富集与 >3XQZ3]富集气泡图进行可视化处理$ 结果;根据口服

生物利用度!Sa"和药物相似性!bJ"筛选得到 JF.i活性化合物 %): 个%对应有效靶点 %:: 个$ 从 /MHMB3W[P数据库

获得疟疾相关疾病靶点 +":* 个%与化合物靶点进行交集%获得 ,! 个共同靶点$ 将 ,! 个共同靶点以及对应的 %:! 个化

合物%导入 B]X'P93VM*($(% 软件构建化合物 #靶点网络$ 从 >>K网络获得产生靶点互作作用的 ," 个潜在靶点%利用

=BB值预测出 !: 个关键靶点$ 通过 /S富集分析和 >3XQZ3]富集分析得到 $$ 个 /S条目%,% 个 >3XQZ3]条目$ 结论;

JF.i治疗疟疾具有多药协同'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特性%在治疗青蒿素耐药恶性疟原虫'联合用药降低氯喹肝毒

性'并发贫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连花清瘟方#疟疾#网络药理学#有效成分#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2)3080/.2A :,?5A -/,())**)+,0=)+-84-/)/,:./58)+(./0:8 -*a0./(?. c0/O7)/0/,(),2).,8)/,

-*8.3.20.

i1K04HI%.K&04HI?N4HI%.K<&FG4?84H%=<04H?PQG'

!!"#$$%$&=#(6>("8%!(./0(. 1$%%,2,$&3*.4*(.2 +,-*"(%@.*5,6)*78%3*.4*(.2%9,.(. 6+*""""

!1:,2.+,&;;1<)+,0=);A'MUV5'WMXQM2'5M9G53WX3WIMX3H[ V'PP4\5M2M9Q3H4P2'YJ43HQG3.4HIZMH !JF.i" 4H XWM3X4HI

2353W43\3PM[ 'H HMXZ'Ŵ VQ3W239'5'I]("),(-5:;AQM39X4_M9'2V'GH[P3H[ XQM4WX3WIMXP'YJF.i ZMWMMUXW39XM[ YW'2AB=?

->[3X3\3PM%3H[ XQM9'2V'GH[P?X3WIMXPHMXZ'ŴZ3P9'HPXWG9XM[ \]B]X'P93VM*($(% P'YXZ3WM(AQM[4PM3PMX3WIMXP'Y2353W43ZMWM

398G4WM[ \]/MHMB3W[P[3X3\3PM%3H[ XQM>>KHMXZ'Ŵ Z3P9'HPXWG9XM[ \]-A@K&/[3X3\3PMX'P9WMMH XQMV'XMHX4353H[ ^M]X3W?

IMXP'YJF.i Y'W2353W43(/SMHW49Q2MHX3H35]P4P3H[ V3XQZ3]MHW49Q2MHX3H35]P4PZMWMVMWY'W2M[ GP4HIb<kKb[3X3\3PM%3H[

XQM4W\G\\5MPZMWM_4PG354̀M[ GP4HI@P'YXZ3WM(>):?3,:;<99'W[4HIX''W35\4'3_3453\454X]!Sa" 3H[ [WGIP42453W4X]!bJ"%%):

39X4_M9'2V'GH[P'YJF.i ZMWM'\X34HM[%9'WWMPV'H[4HIX'%:: MYYM9X4_MX3WIMXP(+%":* =353W43?WM53XM[ [4PM3PMX3WIMXPZMWM'\?

X34HM[ YW'2/MHMB3W[P[3X3\3PM%3H[ ,! 9'22'H X3WIMXPZMWM'\X34HM[ \]9W'PP4HIZ4XQ XQM9'2V'GH[ X3WIMXP(<9'2V'GH[P?X3W?

IMXPHMXZ'Ŵ Z3P9'HPXWG9XM[ \]4HXW'[G94HI,! 9'22'H X3WIMXP3H[ %:! 9'WWMPV'H[4HI9'2V'GH[P4HX'B]X'P93VM*($(% P'YX?

Z3WM(," V'XMHX435X3WIMXPY'WX3WIMX4HXMW39X4'H ZMWM'\X34HM[ YW'2>>KHMXZ'Ŵ%3H[ XQMY4WPX!: ^M]X3WIMXPZMWMVWM[49XM[ GP4HI

=BB_35GMP(a]/SMHW49Q2MHX3H35]P4P3H[ V3XQZ3]MHW49Q2MHX3H35]P4P%$$ /S4XM2P3H[ ,% P4IH35V3XQZ3]4XM2PZMWM'\?

X34HM[(9-/+3?:0-/;JF.i 4P9Q3W39XMW4̀M[ \]2G5X4?[WGIP]HMWI]%2G5X4?9'2V'HMHX%2G5X4?X3WIMX3H[ 2G5X4?9Q3HHM54H XQMXWM3X?

2MHX'Y2353W43(KXV53]P3H 42V'WX3HXW'5M4H XQMXWM3X2MHX'Y3WXM24P4H4H?WMP4PX3HX>53P2'[4G2Y3594V3WG23H[ 4H XQM9'2\4H3X4'H

'Y[WGIPX'WM[G9M9Q5'W'8G4HM54_MWX'U494X]3H[ 9'2V5493XM[ 3HM243(

@)A 7-25:&;J43HQG3.4HIZMH!JF.i"# 2353W43# HMXZ'Ŵ VQ3W239'5'I]# MYYM9X4_M9'2V'HMHXP# 2M9Q3H4P2

;;疟疾是经蚊虫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

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以发冷'发热'

多汗为临床症状$ 研究发现%疟疾不仅会并发贫

血
(%?!)

'黄疸
(*)

'脾肿大%影响肝肾功能
(6?+)

%严重者

还危及生命#同时随着疟原虫耐药性的产生%为疟疾

的药物治疗提供了一定难度%因此发现新型抗疟药

物势在必行$

连花清瘟方!JF.i"由连翘'金银花'麻黄'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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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

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十三味中药构成%具有清瘟

解毒%宣肺泄热的功效%作为治疗瘟疫的常用方

剂
(:)

能迅速缓解疟疾症状%疗效显著%复发率降低%

且配伍安全
($)

$ 冯晓英等
())

用连花清瘟胶囊联合

注射用青蒿琥酯治疗疟疾%能显著提升其治疗有效

率%为 JF.i治疗疟疾提供可能性$

本文旨在通过中药网络药理学对 JF.i 治疗

疟疾的活性成分及作用机制进行研究%充分发挥网

络药理学在中药分析方面的优势
(,)

%包括化合物筛

选'靶点预测'通路分析等%以期获得 JF.i治疗疟

疾的可行性及活性成分和作用机制%为中药治疗疟

疾提供新的思路和数据基础$

%B方法

%C%B活性化合物和靶点筛选

本研究采用 AB=->! QXXV&ff5PV(HZG(M[G(9Hf

X92PV(VQV"检索 JF.i 十三味中药的化合物及靶

点$ 根据化合物药动学参数中口服生物利用度

!Sa"和药物相似性!bJ"%设定阈值 Sa

%

*"C'bJ

%

"(%)%筛选出 JF.i 活性化合物%同时获得活性

化合物对应的靶点$ 并通过 TH4VW'X数据库 ! QX?

XV&ffZZZ(GH4VW'X('WIf"检索获得靶点对应的人类

相关基因$

%CDBaLcS 与疟疾共同靶点获取

以/=353W430为关键词检索 /MHMB3W[P数据库

!QXXVP&ffZZZ(IMHM93W[P('WIf"%收集与疟疾相关的

疾病靶点$ 为明确 JF.i化合物靶点'疟疾疾病靶

点之间的关系%通过 a4'kMHH 软件! QXXV&ffZZZ(\4'?

_MHH(H5f4H[MU(VQV"绘制 kMHH 图%将所得疾病靶点

与/%(% 0所得 JF.i 化合物靶点进行交集%获得

JF.i与疟疾的共同靶点$

%CEB化合物6靶点网络构建

将/%(!0所获共同靶点以及靶点对应的化合

物%导入 B]X'P93VM*($(% 软件 ! QXXV&ff9]X'P93VM(

'WIf"中构建化合物?靶点网络$ 依据网络拓扑学性

质可知%化合物或靶点的中心度值!bMIWMM"越大%在

整个网络中可能起到越关键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对

构建好的网络进行拓扑分析以得到各个节点的/ [M?

IWMM0值$

%CFB##V网络构建及潜在靶点筛选

将/%(!0交集所得的共同靶点上传至 -A@K&/

数据库!QXXV&ffPXW4HI[\('WI"%物种选择为/F'2'P3?

V4MHP0%参数保持默认设置%获取 >>K网络%得到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 将 >>K数据导入 B]?

X'P93VM*($(% 软件中%利用其 B]X'FG\\3插件的

=BB算法筛选 JF.i的 FG\ 节点%即 JF.i治疗

疟疾的关键靶点$

%CGBM;富集分析

将/%(60所获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导入

b<kKb 数 据 库 ! QXXVP&ff[3_4[(H94Y9WY(I'_fQ'2M(

NPV"%进行 /S富集分析$ 选择 /a>0 !! a4'5'I4935

>W'9MPP%生物学过程"'/BB0 !BM55G53WB'2V'HMHX%细

胞组成"'/=D0 !='5M9G53WDGH9X4'H%分子功能"%运

行/DGH9X4'H35<HH'X3X4'H B5GPXMW4HI0%得到 /S富集

结果$ 设定阈值 >l"("+%按照 >值从小到大排列%

分别筛选靶点在 a>'BB'=D的前 !" 条 /S条目$

进而采用 @软件/IIV5'X!0插件绘制 /S富集气泡图

进行可视化处理$

%CHB#.,(7.A 富集分析

将/%(60所获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导入

b<kKb数据库%进行 >3XQZ3]富集分析$ 选择靶点

富集显著的 /E1//0 !E]'X'1H9]95'VM[43'Y/MHMP

3H[ /MH'2MP%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运行

/DGH9X4'H35<HH'X3X4'H B5GPXMW4HI0%得到 >3XQZ3]富

集结果$ 设定阈值 >l"("+%按照 >值从小到大排

列%筛选前 !" 条 >3XQZ3]条目$ 进而采用 @软件

/IIV5'X!0插件绘制 >3XQZ3]富集气泡图进行可视化

处理$

DB结果

DC%B活性化合物和靶点筛选

利用 AB=->数据库对 JF.i 中 %* 味中药进

行信息检索%得到连翘'金银花'麻黄'苦杏仁'板蓝

根'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景天三七'甘草等

%% 种中药对应化合物和靶点%未见石膏'薄荷脑对

应化合物和靶点$ 进一步根据 Sa

%

*"C'bJ

%

"(

%) 进行筛选%得到 JF.i化合物 !:! 个%对应化合

物靶点 *++$ 个$ 由于同一化合物为多个中药所共

有或化合物无对应靶点%经去重'去无靶点化合物

后%最终得到活性化合物 %): 个$ 由于多数活性化

合物作用于同一个靶点%且存在 TH4VW'X数据库中无

对应人类基因的靶点%经去重'去无人类基因对应靶

点后%最终得到化合物靶点 %:: 个$ 部分活性化合

物信息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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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aLcS 部分活性化合物

化合物编号 化合物名称 口服生物利用度 类药性 中药来源

=SJ"""",) .GMW9MX4H 6:(6* "(!) 连翘'甘草'广藿香'金银花'麻黄 '鱼腥草

=SJ""""": JGXM'54H *:(%: "(!+ 连翘'金银花'麻黄

=SJ"""6!! E3M2VYMW'5 6%()) "(!6 连翘'甘草'贯众'金银花'麻黄'鱼腥草

=SJ""+,%: KW4P'54['HM *$($) "(*" 广藿香

=SJ""6*!) &3W4HIMH4H +,(!, "(!% 麻黄 '甘草

=SJ"%!,!! !?"?PXMVQ'54[4HM )$(*+ "(+6 苦杏仁

=SJ"""66, -X4I23PXMW'5 6*()* "($: 金银花'板蓝根'苦杏仁'麻黄

=SJ"""%$* i'I'H4H *"(:) "(!* 连翘

=SJ""*",+

+?Q][W'U]?$?2MXQ'U]?!?!*%6%

+?XW42MXQ'U]VQMH]5"9QW'2'HM

+%(,: "(6% 金银花

=SJ"""*+) aMX3?P4X'PXMW'5 *:(,% "($+

连翘'板蓝根'大黄'金银花'

景天三七'麻黄

=SJ"%",!% 1PXW'HM +*(+: "(*! 苦杏仁

=SJ""%$:, aMX3?P4X'PXMW'5['[M93HX3XM *6(+$ "(+$ 板蓝根

=SJ""6)6% J49'9Q359'HMa $:($: "(%, 苦杏仁'甘草

=SJ""6,") /53\W4[4H +*(!+ "(6$ 苦杏仁'甘草

=SJ""%$$, -4H'39GX4HM 6,(%% "(6: 板蓝根

=SJ""*!)*

!!@%*@%6-"?6?!6?Q][W'U]?*?2MXQ'U]?VQMH]5"

?$?2MXQ'U]?!%*?[42MXQ]5'5?XMXW354H?:?'5

::(+% "(*, 连翘

=SJ""$!"$ =39Q454HM $,(:6 "(!6 苦杏仁

=SJ""%:), <939MX4H *6(,$ "(!6 板蓝根

=SJ""%$)! !!R"?!?!!?'U'4H['54H?*?]54[MHM"4H['54H?*?'HM 6)(6" "(!: 板蓝根

=SJ""%$,* !1"?!?( !*?4H['5M"9]3H'2MXQ]5MHM?)?*?4H['54H'HM +6(+, "(*! 板蓝根

=SJ""%)"* -4HMHPMX4H +"(+: "(6+ 板蓝根

=SJ"""$,% a49G9G554HM :,(:$ "()) 连翘

=SJ""!$$* aMX3?93W'XMHM *$(%) "(+) 金银花

=SJ""*"66 BQW]PMW4'5 *+()+ "(!$ 金银花

=SJ""+,%) >QMH3HXQW'HM *)($" "(** 广藿香

=SJ""%$*+ b4H3X4H *"(,$ "(!$ 板蓝根

=SJ""%$:$ F][W'U]4H[4WG\4H :*(*$ "(*" 板蓝根

=SJ""!:%"

%%!?>W'V3HM[4'5%!?!!%*?[4Q][W'?6?2MXQ'U]YGW'

(!%*?\) 8G4H'54H?!?]5"

+)(*, "(!! 贯众

=SJ"""6$% <5'M?M2'[4H )*(*) "(!6 大黄

DCDBaLcS 与疟疾共同靶点获取

以/=353W430为关键词检索 /MHMB3W[P数据库%

收集到与疟疾相关的疾病靶点 +":* 个$ 将所得疾

病靶点与/!(%0所得 %:: 个化合物靶点进行交集%

通过 a4'kMHH 软件绘制 kMHH 图%获得 ,! 个共同靶

点$ 详细靶点信息见表 !$

表 DBaLcS 和疟疾共同靶点

序号 靶点 序号 靶点 序号 靶点 序号 靶点

% &S-! !6 EB&=<% 6$ k1/D< $" -Sb%

! >A/-% !+ <b@<%< 6) B<->$ $% <B<B<

* >A/-! !: /<a@<* 6, F=SL% $! >O/=

6 @L@< !$ BF@&<! +" AS>% $* b>1>%

+ b>>6 !) S>@=% +% BbE6 $6 JA<6F

: =<>E%6 !, BF@&<$ +! ==>! $+ BA@a%

$ /-E*a *" D! +* 1/D@ $: <b@a%

) F->,"<a% *% <BF1 +6 /@K&!b $$ B<A

, BbE! *! -JB:<! ++ BA-b $) -S<A%

%" BF1E% ** LbF +: -TJA%1% $, D<-&

%% >@E<B< *6 BO>%<! +$ 1/D )" <a<A

%! <b@a! *+ <F@ +) BBJ! )% F=/B@

%* A>+* *: =<>E) +, KJ%a )! JbJ@

%6 A&D *$ >>>*B< :" -1J1 )* /SA%

%+ D%" *) /-A=% :% =>S )6 /-@

%: &S-* *, /-A>% :! BbE% )+ <aBB%

%$ B<! 6" =1A :* >J<A ): FA@!B

%) BB&<! 6% KJ: :6 F-><+ )$ <b@<!a

%, BF@=* 6! ==>% :+ kB<=% )) FA@*<

!" EB&F! 6* =<>E% :: ==>* ), =<>E%"

!% -JB:<* 66 KD&/ :$ AFab ," <A>+D%a

!! BF@=% 6+ KJ! :) D* ,% -A<A*

!* BO>*<6 6: 0T& :, >S@ ,! 1KD:

DCEB化合物6靶点网络构建

将/!(!0所获 ,! 个共同靶点以及共同靶点对

应的 %:! 个化合物%导入 B]X'P93VM*($(% 软件构建

化合物?靶点网络$ 该网络共包含 !+6 个节点和

%*,) 条边!见图 %"$ 对构建好的网络进行拓扑分

析%筛选/ [MIWMM0值较大的节点$ 从活性化合物的

角度看% / [MIWMM0 值排在前五的分别是&槲皮素

!.GMW9MX4H"'木犀草素 !JGXM'54H"'$?甲氧基?!?甲基

异黄酮 ! $?=MXQ'U]?!?2MXQ]54P'Y53_'HM"'芒柄花素

!D'W2'H'HMX4H"'山奈酚!E3M2VYMW'5"%分别能与 6)'

!*'!*'!!'!" 个靶点产生作用$ 从靶点的角度看%

*%**第 ! 期;;;;;;;;;;;魏婧%等&基于网络药理学的连花清瘟方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和作用机制初探



/[MIWMM0值排名前 + 的是前列腺素过氧化物合酶 !

!>A/-!"',"^b3热休克蛋白
"

a% !F->,"<a%"'前

列腺素过氧化物合酶 % !>A/-% "'一氧化氮合酶

!&S-!"'凝血因子
.

!D%""%分别能与 %6)'%%+',6'

)6':: 个化合物发生相互作用#从中药角度看%

JF.i中 %% 种中药均含有治疗疟疾的活性化合物

和靶点$

图 %B化合物6靶点网络

注&3(左侧圆形分布代表活性化合物%右侧菱形分布代表靶点#\(B%

为甘草化合物#B! 为板蓝根化合物#B* 为连翘化合物#B6 为麻黄化

合物#B+ 为金银花化合物#B: 为广藿香化合物#B$ 为大黄化合物#

B) 为绵马贯众化合物#B, 为苦杏仁化合物#B%" 为 JF.i中 %% 种

中药共有化合物$

DCFB##V网络构建及潜在靶点筛选

将 / !(! 0交集所得的 ,! 个共同靶点上传至

-A@K&/数据库%构建蛋白互作网络$ 网络含有 ,"

个靶点和 )") 条互作边%其中 B<!'1KD: 无互作关

系%即获得 ," 个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见图

!"$ 将 >>K数据导入 B]X'P93VM*($(% 软件中%利用

B]X'FG\\3插件功能%通过/=BB值 n均值0预测筛

选得到 !: 个 JF.i 治疗疟疾的关键靶点 !见图

*"%靶点红色越深表示 =BB值越大%提示在网络调

控中起着关键作用$ 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 %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E%"'干扰素

/

!KD&/"'白介素 !!KJ!"'原癌基因 0T&!0T&"等$

图 DB共同靶点的 ##V网络

图 EBaLcS 治疗疟疾的关键靶点

DCGBM;富集分析

将/!(60筛选得到的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

点导入 b<kKb数据库%进行 /S富集分析$ 设定阈

值 >l"("+%得到 /S条目 $$ 个%其中 a>条目 6!

个'BB条目 ) 个'=D条目 !$ 个$ 分别筛选以 >值

从小到大排列前 !" 的 a>'=D条目%) 条 BB条目%

将其 b<kKb数据导入 @软件%利用 /IIV5'X!0插件

绘制 /S富集气泡图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 6"$ 图

中纵坐标表示富集条目%横坐标表示富集分数#颜色

深浅表示 >值大小%气泡大小表示富集基因个数

多少$

/S富集的a>主要涉及蛋白水解!VW'XM'5]P4P"'

b&<转录 ! V'P4X4_MWMIG53X4'H 'YXW3HP9W4VX4'H%b&<?

XM2V53XM["'一氧化氮合成 ! V'P4X4_MWMIG53X4'H 'YH4?

XW49'U4[M\4'P]HXQMX49VW'9MPP"' =<>E级 联 激 活

!=<>E 93P93[M"'药物代谢 ! UMH'\4'X492MX3\'549

VW'9MPP" 以及肽基丝氨酸磷酸化 ! VMVX4[]5?PMW4HM

VQ'PVQ'W]53X4'H"等!见图 6"$

BB主要涉及细胞连接 !9M55NGH9X4'H"'突触后

膜!V'PXP]H3VX492M2\W3HM"'突触!P]H3VPM"'受体复

合体!WM9MVX'W9'2V5MU"等!见图 6"$

=D主要涉及 <A>结合!<A>\4H[4HI"'丝氨酸

内肽酶活性!PMW4HM?X]VMMH['VMVX4[3PM39X4_4X]"'蛋白

激酶活性!VW'XM4H ^4H3PM39X4_4X]"'丝氨酸f苏氨酸蛋

白激酶活性 ! VW'XM4H PMW4HMfXQWM'H4HM^4H3PM"'血红

素结合!QM2M\4H[4HI"等!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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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BM;富集分析

注&<为 a>富集分析#a为 BB富集分析#B为 =D富集分析

图 GB#.,(7.A 富集分析

DCHB#.,(7.A 富集分析

将/!(60筛选得到的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

点导入 b<kKb数据库%进行 >3XQZ3]富集分析$ 设

定阈值 >l"("+%得到 E1//条目 ,% 个$ 以 >值从

小到大排列筛选前 !" 个条目%将其 b<kKb数据导

入 @软件%采用/IIV5'X!0插件绘制 >3XQZ3]富集气

泡图进行可视化处理!见图 +"$ 图中纵坐标表示富

集条目%横坐标表示富集分数#颜色深浅表示 >值

大小%气泡大小表示富集基因个数多少$

>3XQZ3]富集涉及癌症相关信号通路!>3XQZ3]P

4H 93H9MW"'A&D信号通路!A&DP4IH354HIV3XQZ3]"'

丙型肝炎!FMV3X4X4PB"'美洲锥虫症!BQ3I3P[4PM3PM

!<2MW493H XW]V3H'P'243P4P""' 肺 结 核 ! AG\MW9G5'?

P4P"'甲型流感!KHY5GMH 3̀<"'乙型肝炎!FMV3X4X4Pa"

等$

EB讨论

本研究基于网络药理学筛选获取 JF.i 活性

化合物和靶点%发现方中 %% 种中药材均参与到疟疾

治疗中去%体现了 JF.i 治疗疟疾的多药协同作

用$ 另外%JF.i%): 个活性化合物中 %:! 个对疟疾

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槲皮素等活性成分能同时作

用与多个靶点#>A/-! 等活性靶点能同时与多个化

合物发生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 JF.i治疗疟疾的

多成分'多靶点的特性$

靶点间相互作用是发现和明确靶点是否具有生

物学意义的关键%本研究通过构建 >>K网络%获得

JF.i与疟疾的 ,! 个共同靶点%其中 ," 个能够发

生靶点互作%视为 JF.i治疗疟疾的潜在靶点%为

JF.i治疗疟疾的靶点功能及通路富集分析提供靶

点基础$ 另外通过 =BB法筛选出 b>1>% 等 !: 个

JF.i治疗疟疾的关键靶点%为靶点功能及通路富

集进一步研究提供指向意义$

/S富集分析发现%JF.i 治疗疟疾与 $$ 条

/S条目有关%参与蛋白水解等生物学过程%与细胞

连接等细胞组成有关%参与 <A>结合等分子过程$

通过 >3XQZ3]富集分析发现 JF.i治疗疟疾的包括

癌症相关信号通路等的 ,% 个信号通路%说明 JF.i

治疗疟疾的多通路作用$

综合研究发现%槲皮素可能通过药物代谢过程

在体内转化为槲皮素异构体后起到抗疟活性作

用
(%")

#通过影响蛋白水解过程%诱导
/

?谷氨酰水解

酶
(%%)

%降低氧化应激和肝毒性%对抗疟药氯喹引起

的肝毒性起到保护作用
(%!)

#可影响血红素结合过

程%抑制
#

?血红素生成%以青蒿琥酯和槲皮素f木犀

草素负载的自纳米乳化药物递送系统! -&1bb-"治

疗对青蒿素联合疗法!<BA"耐药的恶性疟原虫性疟

疾
(%*)

$

木犀草素可能通过介导炎症细胞因子 KJ%a'

>A/-!%刺激减少一氧化氮合成'降低 ==>* 等炎症

反应
(%6)

及免疫反应
(%+)

过程%对耐氯喹'不耐氯喹的

恶性疟原虫均产生显著的抗疟原虫活性和抗红细胞

内生长作用%并且不影响疟原虫对抗疟药氯喹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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蒿素的敏感性
(%:)

$

山奈酚可能作为天然的先导抑制剂
(%$)

%发挥蛋

白激酶抑制剂作用%通过 =<>E% 或 9?0GH 氨基端激

酶!0&E"信号传导途径介导 =<>E级联激活过程%

与 <A>结合位点结合以控制肽基丝氨酸磷酸化%影

响丝氨酸内肽酶活性'蛋白激酶活性'丝氨酸f苏氨

酸蛋白激酶活性%抑制疟原虫生长和分化%从而杀灭

疟原虫
(%)?%,)

$

$?甲氧基?!?甲基异黄酮'芒柄花素等化合物虽

未见明确治疗疟疾的作用机制%但从其对应的关键

靶点 >A/-!'&S-!'=<>E%6'&S-* 等分析%可能与

怀孕期间脑疟的血红蛋白水平
(!")

'抑制肿瘤坏死因

子!A&D"减轻疟疾贫血
(!%)

'介导炎症反应过程
(!!)

'

治疗疟疾相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b-"和

急性肺损伤!<JK"

(!*)

等密切相关%为 JF.i治疗疟

疾提供新的化合物方向$

总而言之%本研究基于网络药理学初步揭示了

JF.i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潜在作用靶点以及发

挥药效的生物学信号通路%表明 JF.i治疗疟疾的

可行性%同时发现 JF.i在抗青蒿素耐药恶性疟原

虫'联合氯喹或青蒿素抗疟'控制红细胞内的疟原虫

复制及其导致的严重贫血和死亡以及联合氯喹用药

降低其引起的肝毒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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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X3VV3&%EG23W@-%O32N353E(<WXMPGH3XM?8GMW9MX4Hf5GXM'5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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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4XM[ 'PXM'3WXQW4X4P[M_M5'V2MHX\]3HX4?4HY53223X'W]3H[ 3HX49'5?

53IMH3PMV3XQZ3]P4H 93WX453IMMUV53HX3H[ 'PXM'3WXQW4X4P?4H[G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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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V5'X]VMP4HY5GMH9MXQM5'HI4XG[4H35W4P̂ 'Y2353W433H[ PM_MWM23?

53W4353HM2434H EMH]3H 9Q45[WMH YW'23Q'5'MH[M249XW3HP24PP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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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X49[M_M5'V2MHX'Y>53P2'[4G2 Y3594V3WG2 \]^4H3PM4HQ4\4X'WP

(0)(B3H3[43H =MX355GWI4935.G3WXMW5%%,,:%+!!:" &:!%?:!*

(%,) b'HID%F3H 0%04HI/%MX35(b4Q][W'3WXM24P4H4H XW3HP4MHX5]39X4?

_3XMPXQM0&Ef-<>EP4IH354HIV3XQZ3]4H MH['XQM54359M55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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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H 9'?4HYM9XM[ Z4XQ >(Y3594V3WG22353W433H[ FKk?% 'W\39XMWM?

243(0)(a4'9QM2a4'VQ]P@MPB'22GH%!"%*%6*:!6" &+)+?+,"(

(!%) EM55MWBQW4PX'VQMWB%b3_MHV'WX/WMI'W]B%b49̂23H E3XQMW4HM@%

MX35(-GVVWMPP4'H 'YVW'PX3I53H[4H 1! \]2353W43V3W3P4XMVW'[G9XP

3H[ 3HX4V]WMX49PVW'2'XMP'_MWVW'[G9X4'H 'YXG2'WHM9W'P4PY39X'W?

35VQ3&3PP'943X4'H Z4XQ XQMV3XQ'IMHMP4P'Y9Q45[Q''[ 2353W4353HM?

243(0)(AQM0'GWH35'Y4HYM9X4'GP[4PM3PMP%!"":%%,*!%"" &%*)6?

%*,*(

(!!) >MHQ3?/'Hr35_MPB(/MHMX49P'Y=353W43KHY53223X'W]@MPV'H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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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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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丹参降糖活性成分与作用机理研究

李春燕%

! 张;雯!

! 司秋霞!

! 王合祥!

! 薛金涛!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河南 新乡 6+*"""#!(新乡医学院药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揭示丹参降糖作用的主要活性成分%探讨其/成分 #靶点 #通路0的作用机制$ 方法;对丹参中 ,,

个活性成分%采用反向药效团匹配方法%在 a3X23H 数据库中进行靶点收集%并与 bWGIa3H^ 数据库中降糖药物靶点的进

行比对%借助 -XW4HI数据库进行靶点信息关系分析%最后使用 B]X'P93VM软件构建/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关系图$ 结

果;丹参中具有降糖作用的潜在活性成分共有 +% 个%降糖活性成分共涉及潜在靶点 *: 个%信号通路 !%* 条$ 结论;本

研究揭示了丹参降糖作用的多成分'多靶点和多通路的作用模式%为深入研究丹参降糖活性成分与作用机理提供了理

论依据$

关键词&;网络药理学#丹参#糖尿病#靶点#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50):-/(A4-O3A+)80++-84-/)/,:./58)+(./0:8-*].3=0. "03,0-22(0d.)>.50Y ),>(0d-8. 1A /),6

7-2W4(.28.+-3-OA

JKBQGH?]3H

%

%RF<&/iMH

!

%-K.4G?U43

!

%i<&/FM?U43HI

!

%LT104H?X3'

!

"

!%;<4=,6*>,.7(%<-0"(7*$. 1,.7,6$&'*$%$28(.- '()*"+,-*"(%!"*,.",%!(./0(. 1$%%,2,$&3*.4*(.2 +,-*"(%@.*5,6)*78%3*.4F

*(.2%9,.(. 6+*"""# !;!"#$$%$&:#(6>("8%!(./0(. 1$%%,2,$&3*.4*(.2 +,-*"(%@.*5,6)*78%3*.4*(.2%9,.(. 6+*""""

!1:,2.+,&;;1<)+,0=);A'WM_M35XQM39X4_MX3WIMXP'YXQMQ]V'I5]9M249\4'39X4_M9'2V'HMHXP'Yb3HPQMH !-35_43=45X4'W?

WQ4̀3M@3[4UMX@Q4̀'23" 3H[ 4H_MPX4I3XMXQM/9'2V'HMHX#X3WIMX# V3XQZ3]0 2M9Q3H4P2("),(-5:;a3PM[ 'H XQMWM_MWPM[

VQ3W239'VQ'WM23X9Q4HI2MXQ'[%3X'X35'Y,, 39X4_M4HIWM[4MHXP4H b3HPQMH ZMWMGPM[ X'VWM[49XXQM39X4_MX3WIMXP3H[ WM_M35XQM

2M9Q3H4P2(AQMa3X23H [3X3\3PM3H[ bWGIa3H^ [3X3\3PMZMWM3VV54M[ X'P9WMMH XQMQ]V'I5]9M249X3WIMXP(<[[4X4'H355]%XQM4H?

Y'W23X4'H 'YXQMPMQ]V'I5]9M249X3WIMXPZ3PWM_M35M[ \]XQM-XW4HI[3X3\3PM(1_MHXG355]XQM/9'2V'HMHX#X3WIMX#V3XQZ3]0 HMX?

Z'Ŵ Z3P9'HPXWG9XM[ Z4XQ XQMB]X'P93VMP'YXZ3WM(>):?3,:;AQMWMZMWM+% V'XMHX43539X4_M9'2V'HMHXPZ4XQ Q]V'I5]9M249MYYM9X

4H b3HPQMH(AQMQ]V'I5]9M24939X4_M9'2V'HMHXP4H_'5_M[ *: V'XMHX435X3WIMXP3H[ !%* P4IH35V3XQZ3]P(9-/+3?:0-/;AQ4PPXG[]

3VV54M[ XQMHMXZ'Ŵ VQ3W239'5'I]2MXQ'[ X'953W4Y]XQM2G5X4#9'2V'HMHX%2G5X4#X3WIMX3H[ 2G5X4#V3XQZ3]'Yb3HPQMH 'H XQM

Q]V'I5]9M249MYYM9X%3H[ VW'_4[M[ 3XQM'WMX4935\3P4P3H[ 395GMY'WYGWXQMWMUV5'W3X4'H 'YXQMQ]V'I5]9M2492M9Q3H4P2'Yb3HPQ?

MH(

@)A 7-25:&;HMXZ'Ŵ VQ3W239'5'I]# b3HPQMH !-35_43=45X4'WWQ4̀3M@3[4UMX@Q4̀'23"# [43\MXMP# X3WIMX# 2M9Q3H4P2

;;丹参 ! -35_43=45X4'WWQ4̀3M@3[4UMX@Q4̀'23"是

唇形科植物丹参! -35_43=45X4'WWQ4̀3aIM("的干燥根

和根茎%具有活血祛瘀'通经止痛和清心除烦的功

效$ 丹参含有多种活性成分%现代药理研究表明丹

参具有良好的降血糖和降血脂的功能%对糖尿

病
(% #6)

和动脉粥样硬化
(+)

等心脑血管疾病具有良好

的治疗作用
(% #:)

$ 网络药理学是根据系统生物学的

理论%对生物系统进行网络分析%选取特定的信号节

点%以进行多靶点药物分子设计的新兴学科%其采用

多成分和多靶点的研究方法%寻找潜在的活性成分

和作用靶点%构建/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为中

药活性成分筛选和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策略
(%%$ #))

$

因此本研究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探讨丹参降糖作用

的潜在活性成分和作用靶点%探讨其降糖作用的多

成分'多靶点和多通路的作用模式%为深入研究丹参

降糖活性成分与作用机理提供了理论依据$

%B材料和方法

%C%B软件和数据库

BQM2bW3Z软件 !T5XW3版 $(""%B]X'P93VM软件

!kMWP4'H *(*(""%SVMH a3\M5/TK软件!kMWP4'H !(6(%"$

bWGIa3H^ 数据库!kMWP4'H +(%(*%QXXVP&ffZZZ([WGI?

\3H^(93f"%a3X23H 数据库 ! QXXV&ff\4'HMX(H9VP\(

'WIf\3X23H #X92f4H[MU(VQVfF'2MfKH[MUf4H[MU"%

-XW4HI数据库 !kMWP4'H %%("% QXXV&ffZZZ(PXW4HI#

[\('W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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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B化合物信息和格式转换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
(% #+%, #%6)

%共获得丹参中 ,,

个化合物%在 BQM2bW3Z软件中分别画出各化合物

化学结构%以 BbL!

"

(9[U"格式保存%并采用 SVMH

a3\M5/TK软件将其逐个转换成 KH9Q4格式$

%CEB作用靶点的筛选

在 a3X23H 数据库中将 ,, 个丹参化合物的 KH?

9Q4格式上传%筛选出 RjP'9WM

%

!" 的靶点%若某个化

合物的所有靶点的 RjP'9WMl!"%则选出 RjP'9WM较大

的前 + 个靶点$ 通过 bWGIa3H^ 数据库筛选出作用

于糖尿病的降糖靶点$ 将 a3X23H 数据库中获得的

丹参成分作用靶点与 bWGIa3H^ 数据库中的降糖靶

点进行对比%对比筛选出丹参中发挥降糖作用的潜

在活性成分及其潜在降糖靶点$

%CFB靶点之间相互作用和作用通路分析

通过 -XW4HI数据库对丹参发挥降糖作用的靶点

进行分析%挖掘潜在靶点之间的关系%并对作用通路

进行注释分析%采用 B]X'P93VM软件构建丹参发挥降

糖作用的/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关系图$

DB 结果

DC%B潜在降糖活性成分与作用靶点

通过对比 a3X23H 数据库中获得的丹参成分作

用靶点与 bWGIa3H^ 数据库中的降糖靶点%在丹参成

分中共筛选出 +% 个具有潜在降糖作用的活性成分

!如表 %"%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潜在降糖靶点 *: 个

!如表 !"%体现了丹参发挥降糖作用具有多成分'多

靶点协同作用的特点$

表 %B丹参中潜在降糖活性成分信息表

成分 分子式 靶点数 成分 分子式 靶点数

丹参邻醌 B

%)

F

%:

S

!

%+ 丹参新酮 B

%,

F

!!

S

!

%+

次丹参醌 B

!"

F

!6

S

!

%+ 异丙基邻位菲醌 B

%)

F

%:

S

!

%6

丹参新酮
%

B

%:

F

%6

S

6

%! 丹参新醌乙 B

%)

F

%:

S

*

%!

丹参醌 B

B

%:

F

%!

S

*

%! 丹参新酯丙 B

%:

F

%6

S

*

%"

鼠尾酮
$

B

%)

F

!"

S

!

%" 丹参素钠 B

,

F

,

&3S

+

%"

丹参素 B

,

F

%"

S

+

%" 铁锈醇 B

!"

F

*"

S

6

隐丹参醌 B

%,

F

%:

S

*

* %%!%%+%%:?四氢丹参醌 B

%)

F

%:

S

*

*

丹参醌
%

<

B

%,

F

%:

S

*

* 次甲丹参醌 B

%)

F

%6

S

*

*

丹参内酯 B

%$

F

%!

S

*

* %%!?二氢丹参醌 B

%)

F

%6

S

*

*

异丹参醌
%

B

%,

F

%:

S

*

* 丹参螺旋缩酮内酯 B

%$

F

%:

S

*

*

紫丹参丙素 B

%)

F

%:

S

6

* 表丹参螺旋缩酮内酯 B

%$

F

%:

S

*

*

熊果酸 B

!6

F

6"

S

+

* 丹酚酸戊镁盐 B

*:

F

!)

S

%:

! g

!

异丹参酮
$

B

%)

F

%!

S

*

! 羟基丹参酮
%

<

B

%,

F

%)

S

6

!

丹参酸丙 B

%)

F

%)

S

,

! 紫丹参戊素 B

%)

F

%:

S

+

!

丹参醌
%

a

B

%,

F

%:

S

6

! 丹参醌甲酯 B

!"

F

%:

S

+

!

柳杉酚 B

!"

F

!)

S

!

!

#

#谷甾醇 B

*"

F

+!

S

!

丹参酚 B

!"

F

*"

S

!

! 齐墩果酸 B

*"

F

6)

S

*

!

丹参二醇 B

B

%)

F

%:

S

+

% 紫丹参甲素 B

%,

F

%)

S

6

%

丹参酮
%

<

B

%,

F

%)

S

*

% 紫丹参乙素 B

%)

F

%!

S

6

%

丹参醌 <

B

%)

F

%:

S

6

% 紫丹参丁素 B

%)

F

%:

S

+

%

丹参二醇 <

B

%)

F

%:

S

+

% 丹参新醌丁 B

!%

F

!"

S

6

%

丹参二醇 a

B

%)

F

%:

S

+

% 丹参新酯甲 B

%$

F

%)

S

6

%

丹参酮
$

B

%)

F

%!

S

*

% 丹参新酯乙 B

%$

F

%)

S

*

%

菲洛醇 B

!"

F

*"

S

% 意瑟台酮 B

!"

F

!!

S

+

%

维生素 1

B

!,

F

+"

S

!

% 绕络加酮 B

!"

F

!!

S

+

%

胡萝卜苷 B

*+

F

:"

S

:

%

表 DB丹参活性成分潜在作用靶点信息表

TH4VW'XKb >W'XM4H X3WIMX X3WIMXIMHM YWM8GMH9]

>%%!!, =GP93W4H4939MX]59Q'54HMWM9MVX'W=% BF@=% %+

>*$!)) k3P'VWMPP4H k%3WM9MVX'W <k>@%< %*

>":6"% >W'IMPXMW'HMWM9MVX'W >/@ %*

>"6%+" /5G9'9'WX49'4[ WM9MVX'W &@*B% %!

>*+*6) <5VQ3#%<3[WMHMWI49WM9MVX'W <b@<%< %%

.%*:*, + #Q][W'U]XW]VX324HMWM9MVX'W6 FA@6 %"

>*%:6+ -'[4G2[MVMH[MHXPMW'X'H4HXW3HPV'WXMW -JB:<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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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4'XMHP4H #9'H_MWX4HIMH ]̀2M <B1 $

>*+*:) <5VQ3#%a3[WMHMWI49WM9MVX'W <b@<%a $

>!+%"" <5VQ3#%b3[WMHMWI49WM9MVX'W <b@<%b $

>!%$!) b!%<" ['V324HMWM9MVX'W b@b% $

>%66%: b!!" ['V324HMWM9MVX'W b@b! $

>!%,%$ b!6" ['V324HMWM9MVX'W b@b6 $

>!!*"* <9MX]59Q'54HMPXMW3PM <BF1 :

>*"+%) k3P'VWMPP4H k! WM9MVX'W <k>@! :

>!%,%) b!%a" ['V324HMWM9MVX'W b@b+ :

>!$**) <24HM'U4[3PM(Y53_4H #9'HX34H4HI) a =<Sa :

>"),%* <5VQ3#!<3[WMHMWI49WM9MVX'W <b@<!< +

>*:+66 &G95M3WWM9MVX'WPG\Y3245]%IW'GVK2M2\MW! BF@&<$ +

S$+6:, A]VM#% 3HI4'XMHP4H KKWM9MVX'W &@%K! +

>*"++: k3P'VWMPP4H k%\ WM9MVX'W </A@% 6

>6$,"% B3W\'H493HQ][W3PM! <k>@%a 6

>"",%) &MGW'H3539MX]59Q'54HMWM9MVX'WPG\GH4X35VQ$ B<! 6

>!)!!! + #Q][W'U]XW]VX324HMWM9MVX'W%a FA@%a 6

>6%+,+ + #Q][W'U]XW]VX324HMWM9MVX'W!a FA@!a 6

>6:",) + #Q][W'U]XW]VX324HMWM9MVX'W*< FA@*< 6

>"+6%! AW3HP9W4VX4'H Y39X'W<>#% 0T& 6

>"6"*+ *Q][W'U]*2MXQ]5I5GX3W]59'MH ]̀2M<WM[G9X3PM F=/B@ *

>"),") + #Q][W'U]XW]VX324HMWM9MVX'W%< FA@%< *

>!)**+ + #Q][W'U]XW]VX324HMWM9MVX'W!B FA@!B *

>%))!+ <5VQ3#!B3[WMHMWI49WM9MVX'W <b@<!B !

>*+6:! b!*" ['V324HMWM9MVX'W b@b* !

>6,*!$ D3XX]394[ P]HXQ3PM D<-& !

>%:!** >3H9WM3X49XW439]5I5]9MW'554V3PM >&JK> !

."%,+, -'[4G2#[MVMH[MHX['V324HMXW3HPV'WXMW -JB:<* !

>":!$: BQ'54HMPXMW3PM aBF1 %

DCDB降糖靶点的 M;富集分析

/S富集分析是指在某一功能层次上对蛋白或

者基因进行统计分析%包括生物过程 !a4'5'I4935

VW'9MPP"'分子功能!='5M9G53WDGH9X4'H"和细胞组分

!BM55G53W9'2V'HMHX"* 个部分$ 在 -XW4HI数据库%将

物种限定为人!F'2'P3V4MHP%QG23H"%对筛选得到

的 *: 个降糖靶点进行 /S富集分析%以对丹参降糖

靶点的功能分布进行研究分析$

图 % #图 * 为丹参降糖靶点的 * 个功能层次的

/S富集分析结果%在生物过程!图 %"分析结果中

WMPV'HPMX'[WGI'WMIG53X4'H 'Y\4'5'I49358G354X]和 WM?

PV'HPMX''U]IMH #9'HX34H4HI9'2V'GH[ 出现频率较

大#在分子功能!图 !"分析结果中 VW'XM4H #9'GV5M[

WM9MVX'W\4H[4HI' VW'XM4H \4H[4HI' P4IH354HIWM9MVX'W

\4H[4HI和 2'5M9G53WYGH9X4'H WMIG53X'W排列靠前#在

细胞组分!图 *"分析结果中%V53P232M2\W3HM'HMG?

W'H VW'NM9X4'H 和 V53P232M2\W3HM\'GH[M[ 9M55VW'?

NM9X4'H 出现频率较大$

图 %B丹参降糖靶点生物过程的 M;富集分析结果

图 DB丹参降糖靶点分子功能的 M;富集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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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B丹参降糖靶点细胞组分的 M;富集分析结果

DCEB(成分 $靶点 $通路)网络构建

通过 E1//对作用通路进行的分析表明%丹参

降糖活性成分及其靶点参与的作用通路共计 !%*

条%出现频率为 ,), 次$ 图 6 列出了出现频率较大

的 !% 条相关通路%如受体相互作用!&MGW'39X4_M54I?

3H[ #WM9MVX'W4HXMW39X4'H"通路'<VM54H 信号通路'@M?

53U4H 信号通路和 9<=>信号通路等$ 图 + 为采用

B]X'P393VM软件绘制的/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结

构图%由图 + 可知丹参潜在降糖活性成分作用于不

同的靶点%并通过相应靶点作用分布于不同的通路%

体现了丹参降糖作用的多成分'多靶点和多通路的

作用模式$

图 FB丹参降糖作用的 @UMM通路分析结果

图 GB丹参降糖作用的(成分 $靶点 $通路)网络结构图

EB讨论

网络药理学是根据系统生物学的理论%对生物

系统进行网络分析%选取特定的信号节点%以进行多

靶点药物分子设计的新兴学科%其采用多成分和多

靶点的研究方法%寻找潜在的活性成分和作用靶点%

构建/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为中药活性成分筛

选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提供新方法和研究依据
(%%$ #))

$

本文中采用网络药理学方法%对丹参降糖活性

成分进行筛选%探讨其/成分 #靶点 #通路0的作用

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丹参中具有降糖作用的潜在

活性成分共有 +% 个%这些降糖活性成分共涉及潜在

靶点 *: 个%代谢通路 !%* 条%其潜在作用靶点主要

有 =GP93W4H4939MX]59Q'54HMWM9MVX'W=% !BF@=% "%

k3P'VWMPP4H k%3WM9MVX'W!<k>@%<"%>W'IMPXMW'HMWM?

9MVX'W!>/@"和 /5G9'9'WX49'4[ WM9MVX'W!&@*B%"等%

潜在作用通路主要有受体相互作用!&MGW'39X4_M54I?

3H[ #WM9MVX'W4HXMW39X4'H"通路'<VM54H 信号通路'@M?

53U4H 信号通路和 9<=>信号通路等%并构建了丹参

降糖作用的/成分 #靶点 #通路0网络结构%充分说

明了丹参降糖作用的多成分'多靶点'多通路的作用

特点%为深入研究丹参降糖活性成分与作用机理提

供了理论方向和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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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校级应用课题!L0EA!"%,!"" $

作者简介#苏慧慧%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药资源与中药活性成分%1#2345&%""+"$%6,)788(9'2$

基于数据挖掘的含五味子中成药的用药规律分析

苏慧慧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对中药部颁标准中有关含五味子成方制剂的配伍规律进行深度探讨%为临床治疗与中药新药研发

提供参考$ 方法;检索中药部颁标准中有关含五味子的成方制剂%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k!(+"%行证候和疾病分布

统计'药频和核心组合统计'药性统计%并运用关联规则'复杂系统熵聚类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检索获得 *!" 首含五

味子的成方制剂%涉及 6$$ 种药材和 ,6 种疾病#频次前 6 位的证候为心神不宁症'气血两虚证'气阴两虚证'肝肾亏虚

证%频次前 6 位的疾病为不寐'心悸'健忘'咳嗽#频次前 6 位的高频单药为五味子'茯苓'甘草'麦冬#五味子常与温性'

甘味'肾经药物配伍#高频对药前 6 位为茯苓 #五味子'甘草 #五味子%麦冬 #五味子%熟地黄 #五味子#含五味子中成

药治疗不寐'心悸'健忘的核心药物组合分别为麦冬 #五味子'麦冬 #五味子'远志 #五味子#基于熵方法获得治疗不

寐'心悸'健忘的候选新方各 + 条$ 结论;五味子常与温性'甘味'经肾的补虚和安神类药材配伍%与五味子构成的中成

药以治疗不寐'心悸'健忘'咳嗽居多%常以交通心肾'补气养血'滋肾益精'安神健脑之法施治#含五味子中成药治疗的

常见疾病虽不同%但病机相似%可行异病同治之法辨证施治%体现了中医辨证施治之精髓%也为临床用药的配伍规律和

配伍调整提供了有效的策略$

关键词&;五味子#数据挖掘#中成药#配伍规律

中图分类号&@!)!($%%@!),

!/.3A:0:-*8)50+.,0-/2?3):-*9(0/):)4.,)/,8)50+0/)+-/,.0/0/O ]+(0:./52. +(0/)/:0:1.:)5-/5.,. 80/0/O

-TFG4?QG4

!!"#$$%$&:#(6>("8%!(./0(. 1$%%,2,$&3*.4*(.2 +,-*"(%@.*5,6)*78%3*.4*(.2%9,.(. 6+*""""

!1:,2.+,&;;1<)+,0=);A'9'H[G9X3H 4H?[MVXQ WMPM3W9Q 'H XQM9'2V3X4\454X]53Z'YBQ4HMPMV3XMHX2M[494HM9'HX34H4HI

-9Q4P3H[W39Q4HMHP4P4H XQMPX3H[3W[P4PPGM[ \]XQM=4H4PXW]'YAW3[4X4'H35BQ4HMPM=M[494HM%3H[ X'VW'_4[M3WMYMWMH9MY'W954H4?

935XWM3X2MHX3H[ [M_M5'V2MHX'YHMZ BQ4HMPM2M[494HMP("),(-5:; >WMP9W4VX4'HP9'HX34H4HI-9Q4P3H[W39Q4HMHP4PZMWM

WMXW4M_M[ 4H XQMPX3H[3W[P4PPGM[ \]XQM=4H4PXW]'YAW3[4X4'H35BQ4HMPM=M[494HM%3H[ XQMAB= KHQMW4X3H9M<GU4543W]>53XY'W2

!k!(+" Z3PGX454̀M[ X'VMWY'W2PX3X4PX49P'H P]H[W'2MP3H[ [4PM3PM[4PXW4\GX4'H%2M[494HMYWM8GMH9]3H[ 9'WM9'2\4H3X4'H%3H[

2M[494H35VW'VMWX4MP(<YXMWZ3W[P%3PP'943X4'H WG5MP3H[ 9'2V5MU-]PXM2 MHXW'V]95GPXMW4HIZMWMM2V5']M[ Y'W[3X33H35]P4P(

>):?3,:;<X'X35'Y*!" VWMP9W4VX4'HP9'HX34H4HI-9Q4P3H[W39Q4HMHP4PZMWMWMXW4M_M[%4H_'5_4HI6$$ 2M[494H3523XMW435P3H[ ,6

[4PM3PMP(AQMX'V 6 P]H[W'2MPZMWMWMPX5MPPHMPP%843H[ \5''[ [MY494MH9]%843H[ ]4H [MY494MH9]%3H[ 54_MW3H[ ^4[HM][MY494MH9]#

XQMX'V 6 [4PM3PMPZMWM4HP'2H43% V35V4X3X4'HP%Y'WIMXYG5HMPP%3H[ 9'GIQ# XQMQ4IQ?YWM8GMH9]P4HI5M[WGIP'YXQMX'V 6 ZMWM

-9Q4P3H[W39Q4HMHP4P%>'W439'9'P%549'W49M%3H[ SVQ4'V'I'H N3V'H49G2%Z4XQ -9Q4P3H[W3YWM8GMHX5]\M4HI9'2V3X4\5MZ4XQ ^4[HM]

2M[494H35[WGIPZQ49Q ZMWM245[ 3H[ PZMMX# XQMX'V 6 \4IM24H352M[494HMPZMWM>'W43?-9Q4P3H[W3% J49'W49M?-9Q4P3H[W3%

SVQ4'V'I'H?-9Q4P3H[W3%3H[ @MQ23HH43?-9Q4P3H[W3(AQM9'WM[WGI9'2\4H3X4'HP9'HX34H4HI-9Q4P3H[W39Q4HMHP4PX'XWM3XH3GPM3%

V35V4X3X4'HP3H[ Y'WIMXYG5HMPPZMWMSVQ4'V'I'H?-9Q4P3H[W33H[ SVQ4'V'I'H?-9Q4P3H[W3%3H[ >'5]I353?-9Q4P3H[W3# + HMZ93H[4[3XM

VWMP9W4VX4'HPZMWM'\X34HM[ \3PM[ 'H MHXW'V]2MXQ'[ Y'WXWM3X2MHX'Y4HP'2H43%V35V4X3X4'HP%3H[ Y'WIMXYG5HMPP(9-/+3?:0-/;-9Q4P3H?

[W39Q4HMHP4P4P'YXMH 9'2V3X4\5MZ4XQ Z3W2%PZMMX%X'H4Y]4HI3H[ P''XQ4HI2M[494H3523XMW435PY'WXQM̂ 4[HM]P(AW3[4X4'H35BQ4HMPM

2M[494HMP9'2V'PM[ 'Y-9Q4P3H[W39Q4HMHP4P3WM2'PX5]GPM[ X'XWM3X4HP'2H43%V35V4X3X4'HP%Y'WIMXYG5HMPP3H[ 9'GIQ(AQM̂ M]4PX'

54H^ XQMQM3WX3H[ ^4[HM]%H'GW4PQ 843H[ \5''[%H'GW4PQ XQM^4[HM]3H[ MPPMH9M%3H[ P''XQM24H[ 3H[ \W34H(<5XQ'GIQ XQM9'2?

2'H [4PM3PMPXWM3XM[ \]BQ4HMPMXW3[4X4'H352M[494HM9'HX34H4HI-9Q4P3H[W39Q4HMHP4P3WM[4YYMWMHX%XQMV3XQ'IMHMP4P4PP42453W(KX

VW'_4[MMYYM9X4_MPXW3XMI4MPY'WXQM9'2V3X4\454X]53Z3H[ 3[NGPX2MHX'Y954H49352M[493X4'HP(

@)A 7-25:&;-9Q4P3H[W39Q4HMHP4P!AGW9̀(" a3455(# [3X324H4HI# BQ4HMPMV3XMHX2M[494HM# 9'2V3X4\454X]53Z

;;五味子为木兰科植物五味子 -9Q4P3H[W39Q4HMH?

P4P!AGW9̀("a3455(或华中五味子 -9Q4P3H[W3PVQMH3H?

XQMW3@MQ[(MXi45P(的干燥成熟果实
(%)

%始载于+神

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中药%药用价值极高%有滋

补强身健体之效$ 中医中常用于久嗽虚喘'梦遗滑

精'内热消渴'心悸失眠等%临床应用极为广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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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是由经久验证'疗效确切的经典处方方药经

复杂的现代制备工艺生产而成%其配伍规律千变万

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医药传统信息%因此中成药配伍

规律极为重要$ 作为中成药方制剂的国家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已

收录了 6""" 余种中成药%为中医提供了真实'可靠

的用药参考%对其成方制剂的用药规律进行挖掘和

分析%可为中药的临床应用及其新药开发提供策略

和依据$ /中医传承辅助平台0是集一般统计法'文

本挖掘'关联规则'复杂系统熵等分析方法于一体的

软件化中医药数据挖掘分析系统%可用于医案数据

挖掘'疾病方剂用药规律分析等
(*)

$ 因此%本研究

借助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运用数据挖掘的分析方法%

利用+中药部颁标准,中的+中药成方制剂,数据%深

入'系统地分析和挖掘含五味子中成药的组方规律%

发现含五味子成方制剂中的证候疾病和四气五味归

经及核心组合%为五味子临床配伍用药规律和新药

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B方法

%C%B含五味子成方制剂的证候和疾病规律分析

通过/中医传承辅助平台0中/数据分析0模块

的/方剂分析0功能%以/五味子0作为检索关键词%

对+中药成方制剂,数据库中含有五味子成方制剂

进行归纳整理%并分析其中医证候和主治疾病频次%

列出频次较高!频次 n%""的证候和频次较高!频次

n!""的疾病$

%CDB含五味子成方制剂药物频次和药材归类及药

性分析

对含五味子方剂进行药物频次分析%并依次列出

频次较高!频次 n*""的中药#同时%对在含五味子成

方制剂的中药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各药材进行归类$

%CEB基于关联规则 !420-20算法组方规律分析

在含五味子方剂常用药物频次分析项的基础

上%利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0软件系统中的用关联

规则 <VW4'W4算法
(6?+)

%将支持度设置
"

!"C !即该

数据出现的频次至少占处方数的 !"C"%置信度
"

"(,%提取出含五味子常用高频药物核心组合及配伍

特点%并对五味子中成药常治疾病的用药规律进行

举隅分析$ 药物及其组合出现频数越高%则支持度

越高#置信度越高%则反映关联分析可信度越高%意

义越大$

%CFB基于熵方法的新方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的代表疾病成方剂数量'结合经

验判断和不同参数提取出数据的预读%选择相关系

数为 %"%惩罚系数为 +

(:?$)

%进行聚类分析'组合提

取%挖掘得到可聚类成常治疾病的新处方$

DB结果

DC%B统计分析

DC%C%B含五味子方剂证候与疾病规律

检索+中药成方制剂,数据库%含有 /五味子0

/北五味子0的方剂共有 *!" 首%涉及 ,6 种主治疾

病%其中使用频次较高!频次 n!""的有 , 种疾病%

多为心神不宁'气血两虚'肝肾亏损等证候引起的不

寐'心悸'健忘'咳嗽'眩晕等病症!图 %"$

图 %B含五味子方剂证候与疾病规律

DC%CDB常用药物频次分析

在 *!" 首方剂中%共涉及中药 6$$ 味%使用频次

较高!频次 n*""的共 *) 味中药 !表 %"%其中补虚

!补血气'补阴阳"类药材居多%其次是安神'清热'

解表'收敛类药材!见图 !"$ 五味子常与熟地黄'当

归'人参等补血益气类药材%与菟丝子'肉苁蓉'淫羊

藿等滋补肝肾类药材相伍%其次是与茯苓'远志'酸

枣仁等宁心安神类药材配伍%它们之间的配伍可用

于治疗不寐'眩晕'心悸'喘病'虚劳等病症%与上述

中医疾病结果基本一致$

表 %B含五味子中成药药物使用频次

编号 药物频次 频次 编号 药物频次 频率

% 五味子 *%+ !" 何首乌 6)

! 茯苓 %*! !% 肉苁蓉 6:

* 甘草 %!" !! 白芍 6+

6 麦冬 %%* !* 苦杏仁 6*

+ 熟地黄 %%" !6 川芎 6*

: 当归 %"$ !+ 天冬 6%

$ 黄芪 %"% !: 鹿茸 6%

) 人参 ,% !$ 泽泻 6%

, 山药 ), !) 麻黄 *)

%" 枸杞子 ): !, 杜仲 *)

%% 远志 )! *" 桔梗 *)

%! 生地黄 $: *% 淫羊藿 *)

%* 菟丝子 $% *! 肉桂 *:

%6 酸枣仁 :, ** 山茱萸 *+

%+ 党参 :+ *6 柏子仁 *6

%: 白术 +) *+ 补骨脂 *6

%$ 牛膝 +: *: 知母 **

%) 丹参 +* *$ 牡丹皮 *%

%, 陈皮 6) *) 大枣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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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B含五味子成方制剂的药材分类

DC%CEB含五味子方剂药性分析

在组成 *!" 首五味子成方制剂的药材中%温性

药物使用频次最大%平'寒性药物次之$ 甘'苦味药

物使用频次最大%其次是辛'酸味药物#肾经药物使

用频次最大%其次是肺'肝'心'脾经药物!见图 *"$

综上可知%五味子常与温性'甘味'肾经药物相伍入

药$

图 EB含五味子中成药药材的四气五味归经分析

DCDB基于关联规则 !420-20算法组方规律分析

DCDC%B含五味子成药方剂用药高频核心组合分析

在常用药物频次分析基础上%采用关联规则挖

掘方法%当支持度为 !"C时%结果得到常用核心药

物组合 !* 个%其中 ! 味药组合 %) 个%* 味药组合 +

个!表 !"%并进行药物之间关联的 /网络展示0 !见

图 6"

表 DB含五味子方剂用药高频核心组合分析

编号 药物组合 频次 编号 药物组合 频次

% 茯苓%五味子 %*! %* 菟丝子%五味子 $%

! 甘草%五味子 %!" %6 熟地黄%山药 $"

* 麦冬%五味子 %%* %+ 酸枣仁%五味子 :,

6 熟地黄%五味子 %%" %: 甘草%茯苓 :+

+ 当归%五味子 %": %$ 党参%五味子 :+

: 黄芪%五味子 %"% %) 山药%茯苓 :6

$ 人参%五味子 ,% %, 熟地黄%茯苓%五味子 )"

) 山药%五味子 ), !" 当归%茯苓%五味子 $+

, 枸杞子%五味子 ): !% 熟地黄%山药%五味子 $"

%" 远志%五味子 )! !! 甘草%茯苓%五味子 :+

%% 熟地黄%茯苓 )" !* 山药%茯苓%五味子 :6

%! 当归%茯苓 $+ 支持度 !"C

图 FB含有五味子中成药常用药物组合网络

图 6 显示%支持度较低!为 !"C"时%能全面展

示药物的相伍情况#支持度上升到 *"C时%药物清

晰地显示了组方规律%五味子常与安神'补气'养阴'

温阳'养血几类药物联用#当支持度上升到 6"C时%

明确得到与五味子配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益智安

神'补气养血类药物%如远志'茯苓'麦冬'当归'熟地

黄'人参'黄芪等%此组合源于+万病回春,状元丸
())

加减方%可养心滋肾'健脑安神%用于治疗心肾不足'

血气双亏'阴阳失调所致的失眠健忘'心悸不安等病

症$

DCEB含五味子中成药常治疾病的用药规律分析举

隅

从图 % 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含五味子中成药常

治疾病进行分析%下面以不寐'心悸'健忘为例进行

对比分析$

DCEC%B五味子在不寐方剂中的用药规律

再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方法对治疗不寐的五味子

成方制剂进行分析%在支持度为 !"C时%结果显示

两味药的核心组合有 :6 个%* 味药的核心组合有 $*

个%四味药的核心组合有 !6 个%当随着支持度上升

时%使用频率最高的核心组合愈加明确 !见图 +"$

本研究列出 * 种组合频次前五的药物组合%其中治

疗不寐的核心药物组合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为/五味

子?麦冬0和/五味子?远志0 !表 6"$ 五味子具有敛

肺止咳%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入肺则敛肺气

而止咳喘%入肾则滋肾水而固下焦%入心则益心气酸

敛而生津%凡气阴两伤所致失眠心悸'自汗盗汗等

者%皆可用$ 麦冬甘%微寒%能养阴'生津'润燥%入肺

则润肺养阴%入胃则益胃生津%入心则清心除烦%凡

肺胃阴虚%心烦失眠等者%皆可用#二药配伍%一润一

敛%调节肺之宣降而止咳#一清心一宁心%除烦安神#

上敛肺气%中敛心气%下滋肾阴%共奏润肺止咳%清心

安神之功%可用于心肾阴血亏虚所致的虚烦心悸'失

眠多梦$ 远志%辛苦%微温%主入心肺肾经%既能开心

气而宁心安神%又能益肾精而强志不忘%为交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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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安定神志%益智强识之佳品#五味子和远志两药

相伍共奏养心补肾%安神健脑之功效%可用来治疗失

眠心悸%多梦易惊等症$

表 FB治疗不寐的含五味子药物组合

编号 药物组合 频次

% 麦冬% 五味子 6%

! 远志% 五味子 6"

* 酸枣仁% 五味子 *:

6 茯苓% 五味子 *+

+ 当归% 五味子 *6

: 酸枣仁%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茯苓% 五味子 !$

)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当归% 五味子 !+

%% 麦冬%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

%* 生地黄% 丹参% 远志% 五味子 %)

%6 当归% 酸枣仁%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甘草% 当归% 五味子 %$

图 GB含五味子治疗不寐常用药物组合网络

DCECDB心悸用药高频核心组合分析

含五味子治疗心悸的成药方共有 :+ 个%五味子

治疗心悸规则分析时%将支持度设置为
"

!"C%置

信度
"

"(,%展示 * 组不同支持度的常用药物组合

!见表 +'图 :"$ 由图可知%治疗心悸常用成方制剂

的药物组合中%最高频率核心组合为+医学启源,的

生脉散加减方
(,)

%是气阴两虚心悸的临床首选药

物$

图 HB含五味子中成药治疗心悸核心药物组合网络

表 GB含五味子中成药治疗心悸核心药物组合

编号 药物模式 出现频度

% 麦冬% 五味子 6*

! 人参% 五味子 *"

* 茯苓% 五味子 !,

6 远志% 五味子 !,

+ 当归% 五味子 !$

: 麦冬% 人参% 五味子 !*

$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茯苓% 五味子 !%

,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

%" 熟地黄% 茯苓% 五味子 %,

%% 麦冬%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当归%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

%6 熟地黄%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6

%+ 甘草%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6

DCECEB健忘用药高频核心组合分析

含五味子治疗心悸的成药方共有 +, 个%五味子

治疗健忘规则分析时%将支持度设置为
"

!"C%置

信度
"

"(,%展示 * 组不同支持度的常用药物组合

!见表 :'图 $"$ 由图可知%治疗健忘常用成方制剂

的药物组合中%最高频率核心组合为养阴镇静丸加

减方
(%")

%是治疗心阴血虚'心神不宁致健忘'心悸'

不寐的临床常用药物$

图 &B含五味子中成药治疗健忘核心药物组合网络

表 HB含五味子中成药治疗健忘核心药物组合

序号 药物模式 出现频度

% 远志% 五味子 *$

! 茯苓% 五味子 *6

* 麦冬% 五味子 *!

6 当归% 五味子 *!

+ 酸枣仁% 五味子 !,

: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当归% 远志% 五味子 !)

)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

, 麦冬%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茯苓% 五味子 !6

%% 麦冬%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当归% 茯苓% 远志% 五味子 !!

%* 麦冬% 当归% 远志% 五味子 !"

%6 麦冬% 当归% 茯苓% 五味子 %,

%+ 麦冬% 生地黄% 当归% 五味子 %)

DCFB基于熵方法的新方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的代表疾病成方剂数量'结合经

验判断和不同参数提取出数据的预读%选择相关系

数为 )%惩罚系数为 *%进行无监督熵层次聚类分析%

提取组合%挖掘得到可聚类成治疗不寐'心悸'健忘

的新处方各 + 个!见表 $"$

表 &B基于熵层次聚集的治疗不寐'心悸'健忘候选新方

疾病 编号 候选新处方

% 刺五加%五味子%麦冬

! 刺五加%五味子%酸枣仁

不寐 * 鹿茸%熟地黄%鹿角胶%牛膝%桃仁

6 熟地黄%山药%枸杞子%大枣%淫羊藿%鹿角胶

+ 鹿茸%熟地黄%山药%牛膝%当归%远志%茯苓%生地黄

% 五味子%麦冬%肉桂%陈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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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茸%肉苁蓉%芡实%海马

心悸 * 黄芪%当归%肉桂%远志%玄参

6 天冬%甘草%水蛭%桔梗%石菖蒲

+ 熟地黄%山药%泽泻%鹿茸%枸杞子

% 补骨脂%巴戟天%川牛膝%桑寄生

! 山药%菟丝子%肉苁蓉%麦冬%朱砂

健忘 * 黄柏%陈皮%红花%黄芪%甘草%肉桂

6 木香%车前子%木瓜%巴戟天%泽泻%桑寄生

+ 黄芪%甘草%白术%党参%远志%玄参%石菖蒲%柏子仁

EB讨论

五味子作为药食同源的中药%收录于 +中国药

典,和保健食品名单%且已有上千年的药用和食用

历史
(%%)

%它具有收敛肺气而滋肾水%益气补虚%强阴

涩精%止嗽定喘%宁心除烦等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也

明确了五味子对中枢神经'心血管'呼吸'消化'免

疫'造血等系统皆有广泛作用%近年来常应用于治疗

失眠焦虑'神经衰弱'心律失常'肝损伤'肺部及上呼

吸道感染'肿瘤等疾病的治疗
(%!)

$ 本研究中含五味

子中成药主治的中医疾病包括不寐'眩晕'心悸'健

忘'咳嗽'阳痿等%也与五味子临床实际应用基本吻

合$

五味子常与养阴温阳'养血益气'养心安神'止

咳化痰平喘类药物联用%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补

虚'安神类药物%如远志'茯苓'麦冬'当归'熟地黄'

人参'黄芪等%此组合源于+万病回春,状元丸加减

方$ 由此可见%五味子所涉及的中成药以滋肾宁心'

安神益智'双补气血为主$ 与补阴药!熟地黄"合用

可滋补肺肾'宁心安神%两药配伍构成的中成药有七

味都气丸'天王补心丸等#五味子与熟地黄配伍具有

止咳'镇静'抗衰老'益智'改善认知功能及保护神经

的作用
(%*)

$ 五味子与补气!黄芪f甘草"药合用%具

有健脾益气'敛肺止咳之功效$ 五味子除了以上所

述的药理作用外%还有保肝'调脂的作用
(%6)

%三药配

伍构成复方黄芪%旨在发挥其补中益气'扶正固本之

功效$ 此方中%五味子辅于黄芪以扶正益气#甘草在

协助黄芪'北五味子发挥益气作用的同时%还起到调

和药性'引药入经的作用$ 有研究证实复方黄芪提

取物能够提高免疫功能低下人群的抗氧化能力
(%+)

%

可为其强身健体的保健功效提供理论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从含五味子中成药主治疾病中

选择了不寐'心悸'健忘为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选

择三者的原因主要包括 * 个方面#其一为证候频次

最高的是心神不宁证#其二是与心神不宁证密切相

关的疾病频次较高#其三&三类病症常与中枢和心血

管系统密切相关%故尤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

研究选取 !"C?+"C范围内的支持度%旨以确保核心

组合的提取%既能清晰的展示与五味子配伍的共性

规律%又可较好的把握个性特征%不失是一种有效的

研究方法$

不寐'心悸'健忘虽是 * 种病症%但也存在内在

联系$ 心主血脉和神明%五脏六腑总归于心%神清则

心安%失静则心烦%不寐之症%虽关乎脑%实则在心#

精藏于肾%精能生髓%/髓而成脑0%髓精亏损%精不

足%则脑失所养%便致失眠多梦'健忘迟钝'头晕萎靡

等症状%多以补虚安神为主要治则%兼以活血'清热'

平肝'理气'收涩'开窍组方入药$ 肾阴不足%不能上

制心火#肾阳亏虚%心阳失于温煦%亦可发为心悸#心

为脾之母藏%脾为气血生化之源%心病及脾%脾损累

心%母子同病%脾胃虚弱无以化生气血%气血不足难

以养心可致心悸%故扶正补虚和养心通阳是治疗心

悸患者的标本兼顾之道$ 健忘多由心脾气血两虚'

肾精不足'瘀痰内阻所致%伴有心悸不寐'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等症%常以补脾益气'滋阴补血'补益心肾'

补肾填精'祛痰化瘀辨证论治$ 由此可见%不寐'心

悸'健忘常始于心肾不交%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而独

亢%肾水不能上济于心而凝聚%遂即心肾失交%五脏

不通%故滋生病症$ 从含五味子的成方制剂治疗不

寐'心悸'健忘的药物组合网络可以看出%三者的核

心组合相似度极高#不寐和健忘主要与中枢系统和

大脑皮层记忆功能相关%心悸主要与心血管相关%三

者发病部位虽是侧重于心与脑%但三者病症皆可源

于肾%病机可谓相似%多为气血亏虚'肾精不足'阴阳

失调所致%常以双补血气'滋阴补阳固精'益智安神

之法辨证施治$ 这体现中医辨证施治之精髓的同

时%也为/心脑同治0'/异病同治0理论提供了数据

支撑%亦为临床用药的配伍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策略$

应用熵层次聚类方法分析得到治疗不寐'心悸'

健忘的新处方%是根据对应不同病症的中成药中药

物之间得关联性进一步计算而得%是发现隐性组合

和潜在新方的一种方法
(%:)

$ 有的药味在原中成药

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但由于药物之间的高关联%表

现出配伍的潜在关系%如治疗不寐的新方之一 /鹿

茸%熟地黄%鹿角胶%牛膝%桃仁0'治疗心悸的新方

之一/鹿茸%肉苁蓉%芡实%海马0%治疗健忘的新方

之一/补骨脂%巴戟天%川牛膝%桑寄生0%性味归经

多为味甘'性温%肝'肾'心'脾经药材%多属于补阳固

精'养血活血类药物%它们配伍组合的新方多具有补

益肝肾'交通心肾之功%可用于治疗肾阳虚衰'气血

不足'肝肾阴虚所致不寐'心悸'健忘等病症$ 这些

候选新方是基于+中药成方制剂,的数据%运用中医

传承辅助平台系统集成的关联算法%计算衍化后%不

同于 *!" 首原本含五味子成方制剂的组成$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整体到个案的角度%揭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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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成方制剂,中含五味子中成药的用药特点及

其配伍规律%对中医药的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具有

一定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

台0系统挖掘了隐性知识和潜在新方%为临床治疗

和新药开发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有益的线索%但其

合理性还需要通过溯本追源'中医判读'实验研究'

临床验证等过程进一步研究%才能更得以彰显其临

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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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女贞子抗骨质疏松的作用机制

李彦灵%

! 张冬冬%

! 吕明缇%

! 叶同生!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 河南 新乡 6+*"""#!(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药剂科%河南 郑州 6+"""""

摘要#;目的;基于网络药理学探讨中药女贞子抗骨质疏松的分子机制$ 方法;利用 BQM2bW3Z>W'YMPP4'H35%+(%

软件绘制出各成分的化学式%运用 bWGI\3H^'AAb'-]2=3V 等数据库查找与骨质疏松!S>"相关的所有基因%并通过 1H?

W49QW和 E<<- 数据库别对筛选出的靶点进行 /S富集分析和 E1//通路富集分析研究其作用机制$ 结果;筛选后得到

!, 个化合物和 %6" 个相应靶点%其中关键靶点包括 <JSL?+'=<>E%6'0T&'<b@a! 等 %6 个%>>K核心网络包含 %6 个蛋

白因子%其中关键的有 A&D'KJ?:@'1-@% 等$ /S功能富集分析得到 /S数目 6:: 个!:l"("+"%其中生物过程!a>"条

目 *,, 个%细胞组成!=D"条目 +6 个%分子功能!BB"条目 %* 个$ E1//通路富集筛选得到 )+ 条信号通路!:l"("+"%

涉及 KJ?%$ 信号通路'A&D信号通路'</1?@</1信号通路和 9<=>信号通路等$ 结论;中药女贞子中的活性成分通过

多成分'多靶点'多途径发挥其抗骨质疏松作用%这可以给深入研究女贞子有效成分抗骨质疏松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线

索与证据$

关键词&;女贞子#中药#网络药理学#骨质疏松#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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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MXZ'Ŵ(D4H355]%XQMV3XQP3H[ V'XMHX4352M9Q3?

H4P2P'Y&RRZMWM3H35]̀M[ \]V3XQ'5'I]3H[ VQ]P4'5'?

I](

%B"!'U>V!a]!̀ P"U'L;P]

%C%B>)3)=./,P.,. 9-33)+,0-/

<55̂ H'ZH 39X4_M4HIWM[4MHXP'Y&RRZMWM'\X34HM[

'H XQM[3X3\3PM3H[ 3H35]P4PV53XY'W2 'YP]PXM23X49

VQ3W239'5'I]'YXW3[4X4'H35BQ4HMPM2M[494HM!QXXV&ff

5PV(HZG(M[G(9Hf%AB=->"(<99'W[4HIX'XQMWM8G4WM?

2MHX'YAB=->Y'WBQ4HMPM2M[494HMPZ4XQ Q4IQ GX454?

3̀X4'H _35GM% M54I4\5M9'2V'GH[PZMWMP9WMMHM[ YW'2

XQM3\'_M39X4_M4HIWM[4MHXP(BQM2bW3Z >W'YMPP4'H35

%+(% P'YXZ3WMZ3PGPM[ X'[W3ZXQM9QM24935Y'W2G53P

'YXQMPM5M9XM[ 9'2V'HMHXP3H[ P3_MXQM24H P245MPY'W?

23X(AQMP3_M[ P245MPY'W23XZ3P42V'WXM[ 4HX'='54H?

PV4W3X4'H -245MP! QXXVP&ffZZZ(2'54HPV4W3X4'H(9'2"

[3X3\3PM3H[ XQM8G354Y4M[ 9'2V'GH[PZMWMP9WMMHM[

399'W[4HIX'J4HV4HP̂4jPY4_M?Y'5[ WG5M(b4PM3PM4HY'W23?

X4'H 4H AB=->[3X3\3PM9'2MPYW'2AAb[3X3\3PM3H[

Q3W2/Ea[3X3\3PM%ZQ49Q 93H \M8GMW4M[ 3H[ ['ZH?

5'3[M[(='WM'_MW%XQMPVM9435_35GM'YXQM[3X3\3PM4P

XQ3X4XVW'_4[MPVQ3W239'̂4HMX494HY'W23X4'H Y'WM39Q

9'2V'GH[(TPMWP93H PM5M9X9'2V'GH[PZ4XQ I''[ [WGI?

54̂M3H[ <b=1!3\P'WVX4'H%[4PXW4\GX4'H%2MX3\'54P2%

MU9WMX4'H" 9Q3W39XMW4PX49PY'WYGWXQMWWMPM3W9Q(

%CDB'.2O),#2)50+,0-/./59-/:,2?+,0/O 9-84-6

/)/,6'.2O),̀ ),7-2W

-Z4PPA3WIMX>WM[49X4'H !QXXV&ffZZZ(PZ4PPX3WIMX?

VWM[49X4'H(9Q" [3X3\3PMZ3PGPM[ X'VWM[49XXQM39X4_M

X3WIMXP'YXQM3\'_M39X4_M4HIWM[4MHXP(B]X'P93VM*(:(%

P'YXZ3WMZ3P3VV54M[ X'9'HPXWG9XVW'XM4H?VW'XM4H !>>K"

3H[ 9'2V'HMHX?X3WIMX4HXMW39X4'H HMXZ'ŴP(A3WIMX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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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QMVQ3W239'5'I4935MYYM9XP'YDWG9XGPJ4IGPXW4JG94[4(0)(a4'2M[

@MPKHX%!"%+%!"%+&!)%)$*(

(:);>3HIR%RQ4?O3H R%i3HIi%MX35(AQM3[_3H9MP4H WMPM3W9Q 'H

XQMVQ3W239'5'I4935MYYM9XP'YDWG9XGPJ4IGPXW4JG94[4(0)(a4'2M[

@MPKHX%!"%+%!"%+&!)%)$*(

($);/3H b%LG L%BQMH b%MX35(&MXZ'Ŵ VQ3W239'5'I]?\3PM[ VQ3W23?

9'5'I49352M9Q3H4P2'YXQMBQ4HMPM2M[494HM@Q4̀'23[W]H3W43M3?

I34HPX'PXM'V'W'P4P(0)(=M[ -94='H4X%!"%,%!+&+$""?+$%:(

());J4G @F%E3HIL%LG J>%MX35(1YYM9XP'YXQM9'2\4HM[ MUXW39XP'Y

FMW\31V42M[443H[ DWG9XGPJ4IGPXW4JG94[4'H \'HM24HMW359'H?

XMHX3H[ \'HMXGWH'_MW4H 'PXM'V'W'X49W3XP(0)(a=BB'2V5M2MHX

<5XMWH =M[%!"%+%%+&%%!(

(,);BQMH F -%FGXXMWB=%=M9Q3H49J1%MX35(/MHMX49P42G53X4'H

X''5PY'WV'PX?IMH'2MZ4[M3PP'943X4'H PXG[4MP'Y9'2V5MU[4PM3PMP

(0)(/MHMX1V4[M24'5%!"%+%*,!%" &%%?%,(

(%") SGH41%kMWX'22MH b%<2'W42B<(AQMQG23H '_3W]3H[ YGXGWM

'YYMWX454X]3PPMPP2MHX4H XQMV'PX?IMH'2MMW3(0)(KHX0='5-94%

!"%,%!"!%$"(

(%%) E3HIL%J4R%RQ3HIi F%MX35(-XG[]'H MYYM9X'Y9'2\4H3X4'H 'Y

1V42M[44D'54G2 3H[ J4IGPXW4JG94[4DWG9XGP'H 'PXM'V'W'P4PW3XP

4H[G9M[ \]WMX4H'49394[) (0)(BQ4H30'GWH35'YBQ4HMPM=3XMW43

=M[493%!"%*%*)!!*" &6%!6?6%!)(

(%!) DMHI@%b4HID%=4LF%MX35(>W'XM9X4_MMYYM9XP'YJ4IGPXW'Y53?

_'HM%3H 39X4_M9'2V'GH[ YW'2J4IGPXWG25G94[G2%'H [43\MXMP?4H?

[G9M[ 'PXM'V'W'P4P4H 249M&3V'XMHX43593H[4[3XM3P93594G2?PMHP?

4HIWM9MVX'W3HX3I'H4PX(0)(<2 0BQ4H =M[%!"%,%6$ ! ! " &6+$?

6$:(

(%*) BQMH a%i3HIJ%J4J%MX35(DWG9XGPJ4IGPXW4JG94[44H 'PXM'V'W'?

P4P&3WM_4MZ'Y4XPVQ3W239'5'I]%VQ]X'9QM24PXW]%VQ3W239'̂4HMX49P

3H[ P3YMX](0)(='5M9G5MP%!"%$%!!!,"(

(%6) JMGHI>B%-4G i -(FMW\35XWM3X2MHXY'W'PXM'V'W'P4P&39GWWMHX

WM_4MZ(0)(0AW3[4XB'2V5M2MHX=M[%!"%*%*!!" &)!?)$(

(%+) aG^Q3W4-%FGPP34H D%AQG F1%MX35(-]HMWI4PX49MYYM9XP'Y9'2?

\4HM[ XQMW3V]'Y9GW9G24H 3H[ DWG9XGPJ4IGPXW4JG94[4Y'WXWM3X2MHX

'Y'PXM'V'W'P4P&9M55G53W3H[ 2'5M9G53WM_4[MH9M'YMHQ3H9M[ \'HM

Y'W23X4'H(0)(0KHXMIW=M[%!"%,%%$!%" &*)?6+(

(%:) @3235Q'?DMWWM4W3/%D3_MW3H4J>%/W'PP4?S54_M4W3/<%MX35(<5_M?

'53W\'HM[]H3249P4H 'PXM'V'W'X49W3XPXWM3XM[ Z4XQ W35'U4YMHM'W

35MH[W'H3XM& 9'HY'935249W'P9'V]3H35]P4P( 0)(0a4'2M[ SVX%

!"%+%!"!*" &*)""*(

(%$) -'HIJ%L4MLa%>MHIJE%MX35(=M9Q3H4P23H[ XWM3X2MHXPXW3XM?

I]'Y'PXM'V'W'P4P3YXMWXW3HPV53HX3X4'H(0)(KHX01H['9W4H'5%!"%+%

!"%+&!)"%:6(

(%)) =2J%RJ%i]/(>3XQ'IMHMP4P'YPM9'H[3W]'PXM'V'W'P4P(0)(BQ4H

0SPXM'V'W'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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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装备与技术"

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机构便携式彩超评价分析

陈东明! 任维存! 马;倩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健康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调查和分析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对便携式彩超的整体评价%为政府和医院配置彩超提供参

考和建议$ 方法;使用自制问卷调查了解 +! 家县'乡级医疗机构对现有共 :" 台不同品牌便携式彩超服务利用'临床效

果'创新功能和市场及售后 6 个维度的评价%应用熵值法和回归分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测算$ 结果;%(县'乡级机构对

便携式彩超的整体评价结果分别为 $$(%! 和 :!()!#!(县'乡级医疗机构中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整体评价结果和平均购置

价格分别为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的 *"(:,C':)(,,C3%%"()%C和 *)(:%C'6!("*C3%%+(":C#*(基于平均购置价格和

使用年限调整后的县'乡级机构中国产和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评价比分别为 %(!+&% 和 %(%+&%$ 结论;国产品牌便携式彩

超的整体评价相对进口品牌总体较低%但性价比高#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生产企业需重点提升临床效果和自身的市场及

售后服务能力%以提高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在县级医疗机构的竞争力$

关键词&;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机构#便携式彩超# 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

U=.3?.,0-/./5./.3A:0:-*4-2,.13)+-3-2?3,2.:-?/50/4208.2A 8)50+.30/:,0,?,0-/:0/4-=)2,A $

:,20+W)/.2).:-*+)/,2.3./57):,)2/9(0/.

BF1&b'HI?24HI%@1&iM4?9GH%=<.43H

!!"#$$%$&9,(%7# +(.(2,>,.7%!(./0(. 1$%%,2,$&3*.4*(.2 +,-*"(%@.*5,6)*78%3*.4*(.2%9,.(. 6+*""""

!1:,2.+,&;;1<)+,0=);A'4H_MPX4I3XM3H[ 3H35]̀MXQMM_35G3X4'H 'H V'WX3\5M9'5'WG5XW3P'GH[ 4H VW423W]2M[49354HPX4XG?

X4'HP4H V'_MWX]#PXW49̂MH 3WM3P'Y9MHXW353H[ ZMPXMWH BQ4H3%ZQ49Q 93H VW'_4[MWMYMWMH9M3H[ WM9'22MH[3X4'HPY'WXQMI'_MWH?

2MHX3H[ Q'PV4X35PX'[MV5']V'WX3\5M9'5'Wb'VV5MWG5XW3P'GH[("),(-5:;KH XMW2P'Y9GWWMHX:" \W3H[P'YV'WX3\5M9'5'W

b'VV5MWG5XW3P'GH[%3PM5Y#23[M8GMPX4'HH34WMPGW_M]Z3PGPM[ X'5M3WH 3\'GXXQMM_35G3X4'H YW'2+! 9'GHX]3H[ X'ZHPQ4V #5M_M5

2M[49354HPX4XGX4'HP'H Y'GW[42MHP4'HP#PMW_49MGX454̀3X4'H%954H4935MYYM9XP%4HH'_3X4_MYGH9X4'HP%23ŴMX3H[ 3YXMW#P35MP(

>):?3,:;%(AQM'_MW355M_35G3X4'H WMPG5XP'H V'WX3\5M9'5'WG5XW3P'GH[ \]9'GHX]3H[ X'ZHPQ4V #5M_M52M[49354HPX4XGX4'HPZMWM

$$(%! 3H[ :!()!%WMPVM9X4_M5]# !(XQM'_MW355M_35G3X4'H WMPG5XP3H[ 3_MW3IMVW49MZMWM*)(:%C%6!("*C #%%+(":C 3H[

*"(:,C%:)(,,C #%%"()%C 'Y42V'WXM[ \W3H[ V'WX3\5M9'5'WG5XW3P'GH[# *(a3PM[ 'H XQM3[NGPX2MHX'YXQM3_MW3IMVGW9Q3PM

VW49M3H[ PMW_49M54YM%XQMW3X4''YM_35G3X4'H WMPG5XP'Y['2MPX493H[ 42V'WXM[ \W3H[PZMWM%(!+&% 3H[ %(%+2%%WMPVM9X4_M5](

9-/+3?:0-/:;AQM'_MW355M_35G3X4'H 'Y['2MPX49\W3H[ V'WX3\5M9'5'Wb'VV5MWG5XW3P'GH[ 4PIMHMW355]5'ZMWXQ3H XQ3X'Y42V'WXM[

\W3H[P%\GX4X4P9'PX#MYYM9X4_M# ['2MPX4923HGY39XGWMWPHMM[ X'Y'9GP'H 42VW'_4HIXQM954H4935MYYM9XP%23ŴMX3H[ 3YXMW#P35MP

PMW_49MP'3PX'42VW'_MXQM9'2VMX4X4_MHMPP'Y['2MPX49\W3H[P4H 9'GHX]#5M_M52M[49354HPX4XGX4'HP(

@)A 7-25:&;V'_MWX]#PXW49̂MH 3WM3P4H 9MHXW353H[ ZMPXMWH BQ4H3# VW423W]2M[49354HPX4XGX4'HP# V'WX3\5M9'5'WG5XW3?

P'GH[# MHXW'V]2MXQ'[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便携式彩超在医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

$

便携式彩超检查的引入提高了医院诊疗效率和服务

质量%但也带来诸如配置不合理'采购及运行维护成

本高等问题
(!)

$ !"%6 年我国进口便携式彩超 ):(+:

万台%花费 %"($" 亿美元%但整体数量仍然不足%基

层医疗机构平均拥有便携式彩超数不足 % 台
(*)

$ 同

时%国家卫健委出台的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准

!!"%) 年版",要求加强便携式彩超在乡镇卫生院的

配置$ 了解基层医疗机构的需求%以实现便携式彩

超的高效'低成本配置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调查解了我国中西部 6 个省 %! 个贫困县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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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县乡级医疗机构%对现有共 :" 台不同品牌彩超的

使用'效果'创新和售后四个维度的整体评价%并应

用熵值法和回归分析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和测算%

为政府和医院在贫困地区县乡级医疗机构高效配置

便携式彩超提供参考和建议$

%B对象与方法

%C%B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我国中西部的河南'山西'陕西和云

南 6 个省的 %! 个贫困县的 +! 家基层医疗机构%包

括 !% 家县级医院和 *% 家乡镇卫生院$ 便携式彩超

的服务利用数据来自于医院统计年报表和便携式彩

超使用台账等资料$ 使用自制调查问卷调查便携式

彩超管理和操作人员对现使用的全部不同品牌便携

式彩超!共 :" 台"的服务利用'临床效果'创新功能

和市场及售后 6 个方面的评价$ 共发放问卷 !+"

份%有效回收 !6" 份%有效回收率为 ,:C$

%CDB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从效率'效果和可持续角度%借鉴徐燕'耿劲松

和何金露等
(6 #:)

建立的医疗彩超评价体系%构建了

包括服务利用'临床效果'创新功能和市场及售后四

个一级指标的便携式彩超评价体系$ 问卷中每个问

题的答案均采用李斯特方法被设置为 + 个等级$ 为

保证问卷内容可理解性可读性和信效度%问卷在初

步编制后进行了包含 : 台便携式彩超的预测试$ 依

据测试结果修改了部分问卷问题的叙述%最终形成

包含 %$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具体见表 %$

表 %B便携式彩超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内涵
"

BW'H\39QjP

"

系数

服务利用 故障率 年发生故障次数 "(,":

故障停机时间 一年内因发生故障导致的停机天数

操作便利性 操作彩超的便捷程度

维护便利性 日常维护的方便程度

临床效果 功能满足 彩超功能满足医务人员和患者需求的程度 "()$,

结果准确性 医务人员对检查结果清晰'准确程度的评价

效果满意度 检查结果满意满足患者治疗需要的程度

耗材成本 对检查时所使用耗材价格的评价

创新功能 数据存储 检查结果存储的容量和云功能等 "(,!+

网络传输 网络连接的速度和功能的完善程度

数据远程调取 多台彩超间数据交换功能实现性和速度

数据自动分析 能否自动分析检查结果和分析结果的详细程度

故障自动预警 智能提前发现和预报故障的能力

市场及售后 品牌知名度 彩超品牌的知晓度和口碑等 "()$6

推广力度 讲座'广告等宣传推广活动开展的力度

售后服务响应 申请售后服务后厂家服务提供的响应速度

售后服务质量 售后服务对彩超故障'问题等的解决程度

;;

"

注&均采用五级赋分法%依据从低到高程度赋值为 % #+ 分$

;;依据计算公式&

"

h! .L. #%" !% #

'

)

!

*

L)

!

7

"%其

中
"

为信度系数%. 为测验题目数%)

!

*

为每题各被试

得分的方差%)

!

7

为所有被试所得总分的方差$ 问卷

的总体 16$.D("#p)

"

系数为 ";),*%内容有效性指数

为 ";):%均高于 ";)%信效度良好$

%CEB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常用来的客观评价方法%能够将

各指标间的差异传达给决策者
($)

$ 其基于指标信

息量的大小确定权重%评价指标的离散程度越高则

可以传输越多的信息%在评价中所占权重也越大%反

之亦然$

设共有 2台设备'H 个评价指标%U

4N

表示第 N项

指标中的第 4台彩超%]

4N

表示无量纲化指标值%M

N

表

示信息熵%[

N

表示冗余度%Z

N

表示指标权重%- 为评

价得分$ 则具体计算步骤为
())

&

!%"分析和构建评价指标矩阵&

3 h ! 4

p

*M" > e.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

8

*M

h

4

p

*M

#>*.4

p

*M

>(44

p

*M

#>*.

p

*M

!*"依据熵值法的信息熵原理计算各度量值的

离散度&

)

第 4台彩超在第 N项指标中占的比重为&

8

p

*M

h

8

*M

'

>

*h%

8

*M

]

4N

*

计算信息熵和冗余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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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h#̂

'

>

*h%

8

p

*M

%.]

4N

[

N

h% #M

N

+

计算指标权重为&

Z

N

h

[

N

'

>

*h%

-

M

%Mh%%!%4%>

0

计算单指标评价得分 !M&

!

M

h

%

>

'

2

4h%

]

4N

Z

N

1

整体评价得分 - 为&

- h

'

.

Mh%

!

M

%CFB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1U9M5!"%: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采

用 ->--!"(" 软件对结果进行线性和非线性分析%以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B结果

DC%B基本信息

调查的共 :" 台不同品牌便携式彩超中迈瑞'开

立和天惠华等中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 66 台 !县级

%,%乡级 !+"#东芝'通用和西门子等进口品牌便携

式彩超 %: 台!县级 %"#乡级 :"$ 国产品牌便携式彩

超中迈瑞品牌设备占比为 $*(**C%平均购置价格

相对最高为 !*(": 万元#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中%通

用品牌设备占比为 +:(!+C%平均购置价格相对最

高的为西门子品牌设备!+*(+" 万元"$ 见表 !$

表 DB便携式彩超基本信息表

品牌类型 品牌 数量 平均购置价格!万元" 平均使用时间!年" 台均操作人数!人" 阳性检出率!C"

国产 迈瑞 !+ !*(": +("" ! :,()"

开立 ) %)(*6 *(!+ ! $+(*)

天惠华 6 $()+ %(+" ! $%(+"

其他 % $ %6(*: 6(%6 * ::(%6

进口 东芝 * 6:(%, 6(6" 6 $*(**

通用 , ,$(": *(*+ + $%(,%

西门子 ! %+*(+" *(6+ + $+(""

其他 ! ! ,)(+" 6(!+ ! :,(""

;;

"注&%(包括东软'祥生和澳思泰等#!(包括飞利浦和百胜$

DCDB评价指标权重计算

应用熵值法分析 :" 台不同品牌便携式彩超评

价调查结果%可得服务利用'临床效果'创新功能和

市场及售后指标的权重系数分 别 为 "(*"$$'

"(",",'"(6"+: 和 "(%,+)$ 具体至各县'乡级机构%

6 个维度的权重系数分别 为 "(!+!:' "(!6*$'

"(!$)+'"(!!+! 和 "(!%*)'"(%):"'"(*,%:'"(!"):$

在二级评价指标方面%县'乡级机构中权重系数最大

的指标分别为故障率和数据远程调取%权重系数最

小的指标分别为推广力度和功能满足$ 见表 *$

表 EB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一级指标
权重系数

总体 县级 乡级
二级指标

权重系数

总体 县级 乡级

服务利用 "(*"$$ "(!+!: "(!%*) 故障率 "("6*6 "(":6% "("**%

故障停机时间 "(",,, "(":*6 "(%"6)

操作便利性 "(")"" "(":!% "("*$"

维护便利性 "(")66 "(":*" "("*))

临床效果 "(",", "(!6*$ "(%):" 功能满足 "("!"6 "("+,: "("!+%

结果准确性 "("!": "(":%) "("!$+

效果满意度 "("!)) "(":!: "("+:$

耗材成本 "("!%% "("+,$ "("$:)

创新功能 "(6"+: "(!$)+ "(*,%: 数据存储 "("6+" "("+)% "("+%!

网络传输 "("*,, "("+*$ "("6$%

数据远程调取 "(")!% "("+%* "(%*!%

数据自动分析 "(%!"6 "("+$+ "("+*:

故障自动预警 "(%%)* "("+$, "(%"$:

市场及售后 "(%,+) "(!!+! "(!"): 品牌知名度 "("+$% "("+!, "("6$)

推广力度 "("6,! "("6)! "(")$)

售后服务响应 "("6$, "(":*6 "("6*,

售后服务质量 "("6%: "(":"$ "("!,%

DCEB整体评价结果

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对现有共 :" 台

不同品牌便携式彩超的整体评价结果为 $!(*+!" #

%"""%县'乡级机构的评价结果分别为 $$(%! 和 :!(

)!$ 县级机构国产和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评价最高

的维度分别为服务利用和临床效果#乡级机构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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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评价最高的维度分别为创新

功能和服务利用$ 具体至各二级评价指标%县级机

构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在故障率维度评价得分最高

为 :(%,%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在售后服务响应维度

评价得分最高为 :("6%均在推广力度维度评价得分

最低#乡级机构国产和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均在故

障停机时间维度评价得分最高%在功能满足维度评

价得分最低$ 见表 6$

表 FB便携式彩超二级指标评价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县级

总体 国产品牌 进口品牌

乡级

总体 国产品牌 进口品牌

服务利用 故障率!U%" +()" :(%, +(*) !()% !(:, *(*%

故障停机时间!U!" +(:* +(,! +(*! $(): $(!* %"(6)

操作便利性!U*" +(!) +(!+ +(*! !()% !($" *(!6

维护便利性!U6" +(+" +(6: +(++ !()! !()$ !(+,

临床效果 功能满足!U+" 6(:: 6(%% +(!+ %($" %(:) %($)

结果准确性!U:" +(%) 6()" +(+, !("6 !("% !(%$

效果满意度!U$" +(6" +("% +()% 6(!" 6(") 6($!

耗材成本!U)" 6(:, 6(*) +("% +($" +(:) +($:

创新功能 数据存储!U," 6(*% 6(*: 6(!: *()6 *()6 *()6

网络传输!U%"" *(*6 *(*% *(*: !(*: !(!: !($+

数据远程调取!U%%" !()) !($6 *("* +(+6 +(!) :(:"

数据自动分析!U%!" 6(%: *()* 6(+! *("! !($, 6("!

故障自动预警!U%*" 6(!6 6(%+ 6(*6 6(): 6(+, +(,)

市场及售后 品牌知名度!U%6" *(%, %(,6 6(+* *(*, *(*, *(*,

推广力度!U%+" !(*! %($$ !(,! 6(:* 6(+$ 6())

售后服务响应!U%:" +(:% +(!% :("6 *(") !(,, *(6)

售后服务质量!U%$" 6(,! 6(:+ +(!" !(%: !(%) !(":

合计 3 $$(%! $*(", )%(66 :!()! :"()6 $%("6

DCFB基于购置价格和使用年限的调整后评价结果

设 O%'O!'O*'O6 分别为乡'县级医疗机构中

国产便携式彩超与进口便携式彩超的平均购置价格

和使用年限之比$ 可得乡'县级医疗机构国产便携

式彩超平均价格占进口便携式彩超平均购置价格比

例 O%'O! 分别为 *)(:%C和 *"(:,C#平均使用年

限的比例 O*'O6 分别为 %%)(:%C和 ,"())C$ 县

级机构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 %$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

结果占进口品牌相应指标评价结果的比例为

6!("*C3%%+(":C#乡级机构中评价结果的比例为

:)(,,C3%%"()%C%均高于平均购置价格之比$ 见

图 %$

图 %B国产品牌彩超指标评价结果占进口品牌彩超相应指

标结果比例

设便携式彩超的熵值法评价结果'购置价格和

使用年限分别为 L'O'R%应用线性和曲线回归对彩

超三个指标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县级和乡级机构便

携式彩超的拟合方程中自变量的 >值均小于 "("+%

@! 分别为 "($6%'"()%+'"($$, 和 "(,$,%拟合优度

良好$

将县'乡级机构进口便携式彩超的平均购置价

格 )"(+"'+)("" 万元和使用年限 *(6*'+(:$ 年带入

拟合方程 % 和 *%可得调整后的县'乡级机构国产便

携式彩超评价结果分别为 ,,(*! 和 $,(:)%均高于

进口便携式彩超 $,(*, 和 $%(%+ 的评价结果$ 见

表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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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GB基于购置价格和使用年限调整的评价结果

指标

县级

国产 进口

价格 年限 常数 价格 年限 常数

乡级

国产 进口

价格 年限 常数 价格 年限 常数

#

";)," #6!;$)" 6+,,;+$ ";%:: #";")) *;$") ";+"* #%;,6 :%;!%% ";!,, #,;66! %"$;%,$

X +;,:+ !;6*$ #*;,!: !;)+) #!;!: %!;6%: !;*6+ #$;"%+ %$;":6 *;,*% #%";6)$ %6;:"6

= ";"!* ";""% l";""% ";"%: ";"6+ l";""% ";"!) l";""% l";""% ";"!, ";""! ";""%

N

!

"($6% "()%+ "($$, "(,$,

拟合

方程

%(

!

!

h";),O

!

#6!;$)K

!

g6+,,;+$

!;C.3#";%::C.O#";"))C.K

g*;$+)

*;3h";+"*O#%;,6K

g:%;!%%

6;3h";!,,O#,;6!!K

g%"$;%,$

L" ,,(*! $,(:) $,(*, $%(%+

EB讨论

EC%B便携式彩超总体评价尚存在提升空间

便携式彩超在医院中应用广泛且价值巨大
(,)

%

但本文分析显示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对现有不同品牌便携式彩超的整体评价为 $!(*+%

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现有便携式彩超设备及生产企

业在设备创新功能和市场及售后服务维度失分较

多%这与王欣
(%")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 便携式彩超

生产厂家应加强对售后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优化

服务态度%并且加强新型设备功能的整合'研发%满

足群众多样化需求#政府和医院应优化便携式彩超

的配置%提高便携式彩超使用率%促进优质便携式彩

超均等化分布和共享$

ECDB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具有更优性价比

县'乡级医疗机构中国产与进口品牌便携式彩

超的各维度评价结果之比为 6!("*C3%%+(":C%

高于 *)(:%C的平均价格之比$ 基于设备购置价格

和使用年限现况%调整后的县'乡级国产和进口品牌

便携式彩超评价结果之比分别为 %(!+&% 和 %(%+&

%%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具有更优性价比$ 同时%研

究发现国产与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在临床效果和创

新功能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与徐燕
(6)

等人国产便携

式彩超的技术水平可以满足三级以下医院的需要相

一致$ 基于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的性价比优势和功

能可满足性%可以考虑促进其在基层医疗机构的优

先配置$

ECEB国产品牌县级机构竞争力有待加强

县'级医疗机构间国产和进口品牌便携式彩超

的配置数量比分别为 %(,2% 和 6(%$2%%且县级机

构国产品牌便携式彩超的平均使用年限高于进口品

牌便携式彩超$ 县级医疗机构更高的技术'服务定

位对便携式彩超性能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国产便

携式彩超已基本具备进口便携式彩超的功能%但在

技术上尚存在一些不足%质量与系统可靠性方面还

有待提高
(%%)

$ 便携式彩超生产企业应重点抓住0数

字化0机遇%通过创新提升云存储'数据互传等功能

来提高综合竞争力#政府和医院需加大对高性能便

携式彩超研发的支持%推进国产便携式彩超的创新

提升'并实现产业化%逐步推进其在县级医疗机构的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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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 年第二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 #!"%, 年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项目 !iN5U!"%,%%," $

作者简介#臧建新%女%副教授'主治医师%硕士%研究方向&临床思维培养'虚拟仿真教学#1#2345&!!":,),!788(9'2$

!教育创新研究"

(虚拟病人)教学方法在临床思维训练课程中的应用

臧建新! 孙允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强化临床思维训练%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方法;选取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对照组给予传

统课堂授课%试验组采用/虚拟病人0教学方法$ 结果;对比两组实践技能考核成绩及学生主观评价均有显著性差异

!:l"("+"$ 结论;利用虚拟病人软件实现/在线模拟诊疗0来训练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能有效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关键词&;虚拟病人#临床思维#训练课程

中图分类号&/:6!(*

!4430+.,0-/-*/=02,?.34.,0)/,0 ,).+(0/O 8),(-50/+30/0+.3,(0/W0/O ,2.0/0/O +-?2:)

R<&/043H?U4H%-T&OGH?84H

!1%*.*"(%!"#$$%%!(./0(. 1$%%,2,$&3*.4*(.2 +,-*"(%@.*5,6)*78%3*.4*(.2%9,.(. 6+*""!"

!1:,2.+,&;;1<)+,0=);A'PXWMHIXQMH 954H4935XQ4H^4HIXW34H4HI3H[ 42VW'_M954H4935XQ4H^4HI3\454X]("),(-5:;-XG[MHXP

23N'W4HI4H 954H49352M[494HMZMWMPM5M9XM[ 3PXQMWMPM3W9Q IW'GV 3H[ I4_MH /_4WXG35V3X4MHX0 XM39Q4HI2MXQ'[%ZQ49Q Z3P9'2?

V3WM[ Z4XQ XQM9'HXW'5IW'GV Z4XQ XW3[4X4'H35XM39Q4HI(>):?3,:;AQMWMZMWMP4IH4Y493HX[4YYMWMH9MP\MXZMMH XQMXZ'IW'GVP4H XQM

VMWY'W23H9M'YVW39X4935P̂4553PPMPP2MHX3H[ XQMPG\NM9X4_MM_35G3X4'H YW'2PXG[MHXP!:l"("+"(9-/+3?:0-/;KX93H MYYM9X4_M5]

42VW'_MXQM954H4935XQ4H^4HI'YPXG[MHXPX'M2V5']_4WXG35V3X4MHXP'YXZ3WMX'WM354̀M/'H54HMP42G53X4'H [43IH'P4P3H[ XWM3X2MHX0(

@)A 7-25:&;_4WXG35V3X4MHX#954H4935XQ4H^4HI# XW34H4HI9'GWPMP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信

息化教学已延伸到虚拟情景模拟教学
(%)

$ 虚拟病

人软件!_4WXG35V354'HX%k>"是一种用于模拟真实临

床场景的电脑程序%该程序基于计算机模拟病例%学

生通过与计算机的交互式应答%获取虚拟病人的病

史'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并做出临床诊断和处置$

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即考查学

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的发展'治疗场景的变化进

行诊断或治疗的能力
(!)

$ 本实验研究的目的在利

用虚拟病人软件中的多个临床案例%结合移动端'电

脑端在线自主练习手段%通过教师的引导'答疑和反

馈%训练临床思维%强化诊断和鉴别诊断的能力%培

养和指导学生尽早掌握科学的临床思维方法%并最

终提高学生临床技能能力$

%B研究对象及方法

%C%B研究对象

选取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 名本科 !"%$ 级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 随机抽出 :" 名学

生为对照组%另 :" 名为研究组%两组在学习成绩'年

龄'智力'综合考核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 以培养学

生临床思维能力为目标的临床思维训练课程作为授

课内容%两组选用统一教材%课堂授课教师'教学进

度'教学设备一致%课程均为 6" 课时$

%CDB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授课形式%以临床病例导

入课程%病例包含了病人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

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等相关信息$ 教师提出问

题%学生分组讨论后给出结论%教师总结的方式进行

临床思维课程训练$ 讨论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急性发作'支气管肺炎'右肺结核'甲状腺结节'食道

癌'急性十二指肠溃疡穿孔'慢性阑尾炎'急性胆总

管囊肿'急性肾盂肾炎等 %" 个病例%共 6" 课时$

研究组&采用/虚拟病人0教学方法$ 首先%教

师介绍虚拟病人软件的研发背景'主要功能及用法$

教师选择一个公开病例进行现场演示%逐个板块讲

解操作方法%让学生练习'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直

至学生将操作流程完全掌握$ 然后让学生使用虚拟

病人软件%练习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发作等

%" 个病例$ 在练习过程中允许学生查阅资料%并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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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讨论$ 练习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给出参考答案%

软件将自动生成个人评估报告和班级评估报告%供

学生自省和授课教师参考%教师现场进行答疑指导$

其中教师课堂授课'答疑 %" 课时%学生自主使用虚

拟软件练习 *" 课时%共 6" 课时$

%CEB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以临床思维考核和学生的主观评价两

大内容作为评价标准$ 临床思维考核评估包括 ) 个

项目&问诊!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诊断'

鉴别诊断'治疗计划'人文关怀'整体评价 !岗位胜

任力"$ 其中问诊为 !" 分%诊断和治疗各为 %+ 分%

其余每一项为 %" 分%共 %"" 分$ 对 ) 个项目进行综

合评分%分为 * 个等级&:" 分以下为不合格%:% d)6

分为合格%)+ d%"" 分为优秀$ 对比两组各项目合

格率和优秀率的差异$

对学生的主观评价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测评

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调查问卷内容包

括&创新学习形式'激发学习兴趣'加深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提高推理判断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等$ 接

受调查的学生不记录真实姓名%并且强调问卷调查

与考核成绩无关%以求得学生最真实的想法$

%CFB统计学处理

采用 ->-- %$("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及处

理%计量资料结果以均数士标准差!

#

4m)"表示%采用

X检验#通过
'

! 对计数资料进行检验%数据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l"("+$

DB结果

临床思维考核成绩两组对比%研究组平均成绩

!)!(+: m%%(*"分%对照组平均成绩!$$(*$ m%6())"分%

两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7h!;*!%Ah+;)$%:l"("+"%

具体结果见表 %$ 学生对教学方法满意度调查中%

两组在创新学习形式'激发学习兴趣'提高临床思维

能力这三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结果表明%采用

/虚拟病人0教学方法来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临床思维考核成绩及学生认可度上要优于传统教

学方法$

表 %B学生对教学方法满意度的调查内容及结果$[%

项目 对照组 研究组
!

! 值 :值

创新学习形式 66(* )!(, !!(6, "(""

激发学习兴趣 +%(6 $"(" +(": "("!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 +$(% "("* "(+"

提高推理判断能力 6)(: +!(, "(!: "(*$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6!(, $!(, %!(,! "(""

EB讨论

以/岗位胜任力0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改革%提

出从院校教育阶段奠定基础%围绕培养目标%实现

从知识传授'技术应用到临床能力'临床思维培养

的转变
(*)

$ 临床实践能力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基

本功%而临床实践能力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临床

思维能力$ 临床思维不同于临床技能%临床技能

可通过在模型上反复训练得到提高%而临床思维

不但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在临床实践中

通过接诊病人不断积累获得
(6)

$ 当前%医学生临

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多集中在见习'实习阶段%以

/师徒制0 /传帮带0模式为主%主要通过参与分管

床位'小班讲课'病案讨论'病例分析'查房和参加

学术讲座等方式
(+)

$

临床思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临床实践

中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获得的
(:)

$ 传统的临床思

维培养模式弊端表现在%学生在见习'实习阶段需

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无数病人的实际案例

中自我摸索和养成%因教学资源有限%时间有限%

学生很难在此阶段取得良好的临床思维能力提升

的效果$ 而临床诊断思维过程具有非常科学的逻

辑性和一定的方法技巧%且需要反复训练和不断

的强化$ 虚拟病人软件线上平台%包括手机'平板

电脑等移动终端均可访问%大大突破了时间及空

间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自由的练习%最

大限度的利用碎片化时间巩固课堂学习效果%强

化临床思维训练%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临床思维

是临床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是医学生向临床医生

角色转化的关键能力之一%也是培养可信赖的'有

情怀的卓越医生的必修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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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线上多模态混合教学实践探究+以临床技能学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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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最大限度减少其对教学工作的影响%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0 的教学目

标%各高校纷纷采取网络教学模式代替传统教学模式%来保障教学质量和效果$ 作者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技能

学0课程的网络教学实践为例%从教学平台的筛选'教学过程的具体实施和教学效果的评价等方面对网络教学进行详细

的探析$ 经过 + 周的教学后%期中检测成绩及格率为 )$C% 网络问卷调查也显示%学生对于 ) 项指标满意度均高于

,"C%! 项指标低于 :"C$ 网络教学模式在临床技能学课程的教学实施%促进了学生网络学习能力的提升%获得了学生的

广泛认可%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同时教师也掌握了网络教学的技术和方法%为今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开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疫情防控#临床技能学#网络教学#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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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39Q4HI'Y954H4935P̂455P9'GWPMPQ3PVW'2'XM[ XQM42VW'_M2MHX'YPXG[MHXPjHMXZ'Ŵ5M3WH4HI3\454X]%Q3P\MMH Z4[M5]WM9'IH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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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为保障学校在延期开

学期间的正常教学工作%各高校纷纷通过在线教育来

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0%充分发挥/互联网 g

教育0的优势作用
(%)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网络教学活

动
(! #*)

$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技能学0以培养学

生熟练掌握和运用临床基本操作技能为目标%培养学

生实践操作能力和理论知识应用能力$ 授课内容包含

心电图实验教学'内科四大穿刺以及常见的外科操作

术等实训课程%该课程相较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学习

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实践和应用
(6)

$ 因此%如何将临

床技能实践课程网络教学和学习效果达到最优化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根据课程特点%结合当前网络教

学的条件和我校学情分析结果%通过临床技能学线上

教学实践%对网络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以及教学平台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B网络教学平台的筛选

疫情期间%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及在线教育资源

迅猛增长并各具特点
(+)

$ 筛选出适用的网络教学

平台是保障网络教学实施成功的前提和基础
(:)

$

经过反复实践'探讨'研究各平台提供的资源和数据

支撑%学校最终确定以/雨课堂 g..群直播 g医学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0为主的混合式网络教学平

台
($)

&

)

雨课堂&能全面覆盖课前 #课中 #课后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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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环节%教师将多元化的教学资源诸如微课'课

件'习题及图片等推送到学生手机端%师生沟通及时

反馈%实现课堂互动永不下线
())

$

*

..群直播&该

直播平台操作简单%对网速要求不高%直播课堂流畅

度较高$ 学生使用 ..相较其他工具更普遍%不需

额外下载 <>>且直播方式灵活多样%例如自由模式

授课可多人同时与教师进行连线互动%实现小组讨

论%学生也可在评论区实时互动%提高课堂学习效

果#群课堂可自动生成课程回放供学生课后随时看'

反复看%该方式灵活机动%满足各类学生泛在学习的

需求$

+

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该平台基本

涵盖所有的医学实验课程%操作视频均由国内有影

响力的医学院校提供%系统提供练习和考核两种模

式%满足师生在实践课程中的网络教学要求
(,)

$ 此外%

我们还应用了1k录屏软件%对网络直播授课过程进行

同步录制%此类视频为无法在线学习的学生提供学习

资料%也可作为我校线上教学建设储备资源$

疫情期间%根据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载体

选择 * 种平台教授临床技能学%既符合教师教授过

程%又符合学生认知过程%从课前'课中'课后解决线

上授课的连贯性%同时兼顾平台的优缺点%采用互补

互通%解决本门课程各阶段的教与学$ 雨课堂可以

随时向学生推送各种学习资料'习题%并能实时反

馈%这些功能是 ..无法实现的#而雨课堂直播对网

速要求很高%经常卡断%..直播又完美的予以解

决#最后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又解决了学生

课后没法进行操作练习的问题$ * 种平台的综合运

用打造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教学模式$

DB网络教学实施方案

临床技能学共 %" 个教学周%6" 学时%其中心电

图实验 + 周 !" 学时%四大穿刺 % 周 6 学时%外科操作

术 6 周 %: 学时%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便于监管学生网

络学习的过程和效果%课程以小班模式!约 !" 人"采

用混合式教学%包括课前'课中'课后 * 个阶段%每个

阶段以教师'学生和师生之间的互动实施%并对每阶

段的学习效果进行量化%形成性评价$ !图 %"

图 %B疫情期间临床技能学网络教学实施方案图

DC%B课前学习活动

开课前%教师把电子版教材通过 ..群发至班

级内%供学生提前下载学习#教师提前 % 周通过雨课

堂将预习课件和预习题推送到学生手机端%雨课堂

能够自动详实的记录学生的在线预习情况并实时反

馈给授课教师%如有不懂之处学生可在页面下方点

击不懂%或者直接在页面下方提出疑问#学生实名登

录后进入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观看实践技能操作

视频%在规定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并实时显示学习情

况%平台将自动生成个人评估报告%供学员自省和授

课教师参考$ 课前预习便于教师直播授课时更有侧

重和针对性的进行讲解$

DCDB课中教学活动

DCDC%B上课签到

学生提前 + 分钟进入 ..直播间%自由模式下

教师可同时连线多名学生进行视频签到%观察学生

的上课状态%监督学生上课出勤率$

DCDCDB思政教育

课堂中融入思政元素%激励同学们在特殊时期

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一定做好本职工作%完成各

项学习任务%保持线上学习的热情$

DCDCEB直播教学

教师根据教学计划在对应班级 ..群进行直播

间授课%着重对雨课堂反馈的问题和重难点进行讲

解%并结合虚拟平台的操作视频和自制录播视频进

行讲解$ 自由模式下学生能自主发言提出问题%便

于分组讨论#主持模式下教师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

提问%保证课堂秩序#屏幕分享功能可使用荧光笔和

鼠标有利于教师进行标记和板书#演示 >>A功能更

方便教师查看课堂中学生的反馈信息$ 同时 ..群

课堂可自动生成回放%方便学生课后反复查看%回放

不支持下载%教师采用 1k录屏软件对直播授课进行

实时录制%录制视频在课后通过 ..群发送给学生%

方便因网络条件受限不能按时听课的学生%自主选择

时间进行回看%同时还可作为学生课后复习的资料$

DCDCFB课堂互动

网络直播教学%教师面对的是电脑屏幕%学生的

表情和行为观察不到%而学生也只能听到讲课的声

音%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刷屏等情况%必须加强

师生互动的环节$ 因此%将学生参与课堂连麦互动%

小组连麦讨论和评论区弹幕等纳入形成性评价中%

调动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并根据学生参与的结果%随

时调整授课节奏$ 教师也可以通过点名提问的等方

式来缓解学生面对电脑听课的枯燥的状态$

网络直播教学不同于线下授课%上课时间不宜

过长% 内容尽量精简%突出重难点%增加互动$ 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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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的知识点转变为自学内容%课上通过提问检测

自学效果%逐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DCEB课后学习活动

每次课结束后%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课后作业%

并设置作业完成的截止时间%达到督促学生按时完

成学习任务'及时巩固复习的目的%此外%学生还进

入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进行训练和考核$ 学生对

课后作业和课中存在的问题均可以通过雨课堂或

..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答疑讨论$

DCFB开展形成性评价

形成性评价!Y'W23X4_MM_35G3X4'H%D1"是在教学

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教师的教学效果及其

影响因素做出的系统性评价
(%")

$ 目前已经应用于

医学教育多门学科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中%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初步的

成效$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更好地督促学生自主学

习%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效果%我们将本学期临床技

能学课程的形成性评价的占比提升到 6"C$ 主要

由课前预习情况'上课出勤率'课中互动'课后作业

6 部分构成%每部分各占 %"C$ 课前预习情况'上课

出勤率'课中互动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

方式%兼顾品德行为的考核#而课后作业主要内容为

习题和模拟操作%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 雨课堂和

虚拟平台自动记录所有数据 %以 1U9M5表格形式导

出%作为形成性评价的考核依据$

EB网络教学效果评估

EC%B阶段性考核

网络教学进行 + 周后%对参与该课程的 !"%$ 级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 *! 个班的 %"), 名学生进行阶段

性考核%考核知识点为心电图图片的判读%全部为客

观题%单选 %+ 题%多选 + 题%共 !" 题%每题 + 分%满

分 %"" 分$ 结果!图 !"&不及格! l:" 分"人数约占

%*C%优秀! n)" 分"人数占 *!C#++C的学生成绩

集中在 :" #)" 分之间%成绩分析得出及格率约为

)$C%平均分为 $6 分$ 数据显示&网络教学使绝大

多数学生能够掌握心电图知识的应用要点%对常见

心电图诊断标准达到熟记的程度$

图 DBED 个班级的学生阶段性考核成绩分布图

ECDB问卷调查

课程结束后%通过雨课堂平台发布临床技能学

网络授课调查问卷%主要调查学生对课前预习'课中

授课'课后巩固'答疑讨论以及网络学习能力提升等

方面的感受和满意度$ 参与问卷人数共 )$$ 人%占

总人数 )%C$ 调查表中显示!表 %"& 疫情期间临床

技能学网络教学的授课模式'课前预习资料'课中授

课内容'课后知识巩固'虚拟仿真实验的应用和网络

学习能力的提升几个方面的满意度均高于 ,"C#而

对参与直播间的教学互动和课后答疑讨论方面的满

意度低于 :"C$

;

表 %B疫情期间临床技能学网络教学问卷调查结果B!QK&&

问卷内容
结果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较差 总满意度!C"

疫情防控期间临床技能学网络教学模式你是否满意 +6$ !$% +, " ,*(!

雨课堂课前推送的预习课件和预习题对你的学习是否有帮助 ::" %:, 6$ " ,6(+

..直播间授课的内容是否能满足你对知识的需求 :6! %+% )% * ,"(6

..直播间点名连麦'视频讨论'评论区弹幕的方式互动你是否喜欢 6** )$ %,! %:+ +,(!

雨课堂推送的课后作业题你是否能按时完成 :*$ !"6 *$ %) ,+(:

直播中实时录制的授课视频对你课后复习有必要吗 +%, *%$ !, %! ,+(*

梦之路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对你的实践操作能力是否有帮助 +6: !)6 6! + ,6(:

你是否常常通过雨课堂或 ..群私信与授课教师进行答疑讨论 *!, %)6 %$+ %), +)(+

这次网络教学过程是否有助于提高你学习的主动性 +6$ !+* :) , ,%(!

这次网络教学过程是否能提高你利用网络学习的能力 +:: !:+ 6: " ,6()

FB讨论

本研究通过疫情期间临床技能学课程网络教学

的实施情况%观察学生对网络授课的满意度和学习

效果$ 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学生对临床技能学网

络教学模式满意%认为课前'课中'课后三段式教学

过程对学习有很好的督促作用#能够熟记心电图知

识的应用要点和诊断标准%掌握常见心电图的分析

方法#认为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对实践操作

技能有很大的帮助%弥补实验课网络授课的缺陷%通

过网络教学促进了自身网络学习能力的提升$ 而学

生在参与直播教学互动和课后答疑讨论方面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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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不理想%一方面考虑学生网络学习课程较多'任务

重#另一方面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相关%这将是我们

后期教学工作的着力点$

本次网络教学工作的实施有以下几点体会&首

先要定目标%学生课前预习要明确解决的问题%达到

的程度%并通过课堂提问检测掌握程度%对疑难问题

汇总后反馈于授课教师%带着问题或任务的预习能

够使学习行为真正有效
(%%)

#教师直播课时间不宜过

长%主要围绕重难点和学生反馈的问题讲解%有针对

性的对学生进行指导#明确考核范围%告知学生网上

学习的内容是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强调网

络学习的重要性$ 其次抓监管%教师是教学监管的

主要执行者
(%!)

%将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巩固的结果

在班级群内进行展示和评论%形成隐形 >E环境%激

励学生相互学习#直播间教师与学生约法三章%实名

认证上课%不得进行与学习无关的任何操作%积极参

与互动并记入形成性评价成绩$ 最后重沟通%良好

的师生沟通可以化解学习矛盾%提升学习效率
(%*)

$

开课前'后通过网络问卷%了解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

习期望和课程满意度$ 课前根据反馈的问题与学生

沟通授课的侧重点%直播间重视学生的互动参与%进

行翻转式授课%课后通过 ..群或者雨课堂对学生

答疑等等%通过师生间的良性互动%在网络教学活动

中达到师生共赢$

综上所述%临床技能学课程网络教学完成了教

学任务%落实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0的教学

目标$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参与%获得了

知识%发展了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 教师通

过对各平台反馈数据以及考核结果的分析%了解学

生在心电图卡片判读过程中对心电图理论知识的掌

握应用程度%了解学生对常用基本操作术的练习和

掌握程度$ 同时%教师们也学会了网络教学技术和

方法%为开展线上教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之%在

网络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各教学平台的优势
(%6)

%互相

补充%合理利用%抓住/教'学'管0关键环节%充分发

挥教师的引导'学生为主导的教学策略%保证网络教

学的教学质量%形成特色化混合式教学模式%为今后

开展线上和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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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静%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医用化学教学研究%1#2345&)!:"")+*!788(9'2$

基于 ;bU理念的医用化学教学改革初探

李;静! 杨淼! 高利! 胡亚平! 王秀菊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医用化学是医学院校临床'检验'护理等专业的必修课%基于传统教育模式的缺陷以及医用化学课程的特

点和目前存在的问题%将 Sa1教育理念引入该课程中%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等方面对医用

化学的教学改革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以此来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培养学生的应用和实践能力%为 Sa1理念在其他课

程上的推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用化学#Sa1理念#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6!("

#2)3080/.2A )Y43-2.,0-/-*8)50+.3+()80:,2A ,).+(0/O 2)*-28 1.:)5-/;bU+-/+)4,

JK04HI%O<&/=43'%/<SJ4%FTO3?V4HI%i<&/L4G?NG

!!"#$$%$&'()*"+,-*"*.,%!(./0(. 1$%%,2,$&3*.4*(.2 +,-*"(%@.*5,6)*78%3*.4*(.2%9,.(. 6+*""""

!1:,2.+,&;;1<)+,0=);=M[49359QM24PXW]4P39'2VG5P'W]9'GWPMY'W954H4935%53\'W3X'W]3H[ HGWP4HIPVM9435X4MP4H 2M[4935

GH4_MWP4X4MP(a3PM[ 'H XQMPQ'WX9'24HIP'YXW3[4X4'H35M[G93X4'H 2'[M3H[ XQM9Q3W39XMW4PX49P3H[ MU4PX4HIVW'\5M2P'Y2M[4935

9QM24PXW]9'GWPM%Sa1M[G93X4'H 9'H9MVXZ3P4HXW'[G9M[ 4HX'XQM9'GWPM%3H[ 4XPXM39Q4HIWMY'W2Z3PMUV5'WM[ 3H[ PXG[4M[ YW'2

XQM3PVM9XP'Y9'GWPM'\NM9X4_MP%XM39Q4HI9'HXMHXP%XM39Q4HI2MXQ'[P3H[ M_35G3X4'H 2MXQ'[P%4H 'W[MWX'42VW'_MXQM8G354X]3H[

MYYM9X'YXM39Q4HI%9G5X4_3XMPXG[MHXPj3VV5493X4'H 3H[ VW39X49353\454X]%3H[ VW'_4[MWMYMWMH9MY'WXQM42V5M2MHX3X4'H 'YSa19'H?

9MVX4H 'XQMW9'GWPMP(

@)A 7-25:&;2M[49359QM24PXW]# Sa19'H9MVX# XM39Q4HIWMY'W2

;;Sa1!SGX9'2M#\3PM[ 1[G93X4'H"简称成果导向

教育%美国教育家 -V3[]于 %,)% 年发表了+成果导

向教学管理& 以社会学的视角,一文%文中首先使用

了/成果导向教育! Sa1" 0的概念
(%)

$ Sa1教育理

念目前是一国际性趋势%全球很多国家教育系统在

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进行了推行和实践%而在中国%

Sa1教育理念也逐渐成为当下教育教学领域的主

流理念$ Sa1教育理念是一种通过学生预期所获

得的学习成果%以结果导向进行反向设计教学体系

的教育模式$ 其核心思想就是以学生为主体和着重

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果%更注重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和职场胜任能力$ +医用化学,课程是医学院校的

必修课%授课对象是临床'护理'检验'口腔等专业学

生%一般开设在大一的第一学期$ 作为医学专业及

医学边缘学科的必修课程%医用化学为日后深入学

习其他医学类基础课打下铺垫'引领方向和培养基

本实验能力$ 医用化学的教学改革不仅教学模式推

陈出新%教学目标不断升高%学科价值不断深入发

掘%而且教学改革的方向方式都在不断变化$ 如何

在大环境下培养出社会需要'专业性强'综合素质较

高的医学专业人才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问题
(!)

$

%B,医用化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大一新生的学习态度还没有及时转变%对于知

识的学习主要依赖教师的课堂传授%无法摆脱中学

的内容少'练习多的学习模式$ 目前%医用化学在教

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在传统的高校教学任务安排中%/医用化

学0由独立的基础化学教研室承担%这使得/医用化

学0与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学科知识点的隔断$

!!"课堂上%以传统讲授为主%学生缺少独立思

考和创造的空间%信息化教学手段应用程度不够%往

往出现理解困难'专注度低'积极性下降等问题$

!*"在教学策略上以教学进程为导向%要求学

生按既定的教学计划'时间'进度等开展学习%忽视

了对学生各个阶段/学习成果0的监督和考察$

!6"以知识导向为主%教师着重关注教学内容%

学生着重关注考试范围和重难点%对学生关联思维'

推理'评价等能力的培养较为缺乏%导致学生掌握的

知识碎片化'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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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模式上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按照老

师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学习形式单一%不利于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还是以 /终结

性考核0为主%考核评价方式较为单一%通常以简单

的 $"C期末考试成绩和 *"C的平时成绩作为学生

的综合考评成绩%而平时成绩仅仅通过考勤'作业等

形式来体现%难以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结果给予正

确有效的评价$

上述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应

用能力的培养%与学校建设应用技术型大学的目标

相违背$ 因此%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本

门课程的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并最终为后续课程

打下坚实的基础%需要用心设计教学模式%切实突出

对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

因此拟将 Sa1教育理念应用于医用化学的课

程教学改革中%建立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的医

用化学教学新模式%并从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DB,医用化学-课程改革措施

DC%B课程目标的确定

Sa1理念的实施原则之一就是 /自顶向下%反

向设计0$ 学习成果是 Sa1理念的重点%也是学生

的学习效果的展现%学习成果是 Sa1理论下的学习

终点%但这终点又是循环的逻辑起点%这种理念可以

理解成/目标
(

要求
(

课程
(

教学
(

评价
(

目标0

的一种闭合循环!如图 %"$ 依据这一原则%教师在设

计课程目标时就要清楚明确地知道课程目标与培养

方案'毕业要求有哪些具体的内在联系%在学生达成

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教师在准备课程

的过程中%首先自己要了解该门课程在专业培养方案

中的作用以及在实现毕业要求方面所作的贡献%理清

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并帮助学生了解自己修习完

这门课程后能做什么'达成了哪些培养目标
(*)

$

图 %B;bU课程设计流程图

DCDB教学内容的设计

医用化学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化学基本理论'丰

富的应用化学知识'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

在医药卫生领域从事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的应用型

医学人才$ 教师要明晰课程教学目标%反向设计教学

内容$ 教师要本着/必需'够用0/突出实用性和应用

性0的原则%根据教学目标和专业特点%打破教材的束

缚%对教学内容作适当的调整$ 对于理论课%可以根

据每章节的知识点及重难点%设计授课方式以及预期

目标'考核方式等!如表 %"%整个过程突出学生的自

学能力和创新能力$ 对于实验课%可以增加综合性'

应用性实验%开设与学生生活'临床实际联系密切的

实验%培养学生的应用和实践能力%比如开设配位滴

定法测定血清中总钙镁含量'分光光度法测定人体血

糖的含量等实验$

表 %B课程内容设计示例

章节 知识点 重点和难点 授课方式 掌握程度 预期目标 考核方式 时间分配

第三章 缓冲溶液

缓冲溶液的概念

及组成'缓冲溶液

的 VF值计算'缓

冲容量及缓冲范

围'缓冲溶液的配

制$

重点&缓冲溶液的

概念及组成'缓冲

溶液 的 VF 值 计

算#缓冲溶液的配

制#

难点&缓冲溶液的

作用机制#缓冲溶

液的 VF值计算

采用/自主探究3

协作学习3师生

互 动3分 层 练

习3归 纳 总 结3

模拟训练0的教学

模式

掌握 通过各个知识点关系的

分组讨论'分析'掌握%培

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综

合分析能力%通过课后一

个缓冲溶液配制实验培

养学生验实践能力'通过

一个预习报告培养学生

自学能力和创新的能力$

提问'上交查阅

资料'报告和实

验技能考核$

* 学时

44 44 44 44 44 44 44 44

DCEB教学方式的改革

Sa1理念强调教育的灵活性%在产出目标明确

的基础上%不拘泥于特定的指导方法
(6)

$ Sa1理念

提倡弹性教学%教学过程中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使

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更加具有不固定性%授课教师要

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利用现代技术%精

品课程网站'微课'雨课堂'微信群'..群等网络教学

平台%打造以学生为中心信息化的课堂%主要采用线

上 g线下的双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如图 !"$ 同时%

增开医用化学 >aJ讨论课%选择与医用化学相关的

知识设置成谈论点%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课下

去查阅相关的资料%然后 >>A汇报结果%激起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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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医用化学的兴趣$ 开设大学生创新实验%学生根据

自己的兴趣申报课题%并提供设计方案%培养学生的

科研思维'创新意识以及实际动手能力$ 医用化学实

验课则采用以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为核心的/>=>@实

验教学模式0%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等教学

法
(+)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图 DB医用化学课程教学方式设计图

DCFB课程评价的转变

课程评价体系不仅起着激励导向和质量监控的

作用%而且有助于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有助于提高

教师的专业素质%有助于深化课程教育改革
(:)

$ 在

Sa1模式下%通过考核方式的多样化'考核内容的全

面性和多维度的评价方式对学生是否达到了学习成

果进行检验$ 将过去的/终结性考核0转变为/过程

考核0'/形成性考核0%不仅注重学生理论知识的评

测%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学生能力与素

质的考查必须贯穿于整个评价机制中%比如学生的课

程学习成效评价可以由平时任务单的预习完成和在

线学习'课堂表现互动情况'实验完成与考核以及期

末考试等多维度进行评价!如表 !"$

表 DB课程评价示例

类型 评价时间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评价者 权重!C"

平时成绩 课前 资源利用情况 网络课程平台登录次数和时长 教师 %"

参与互动情况 讨论区活跃度'有效发回帖数

课前测试 自学知识掌握程度

课中 成果展示情况 内容的完整性和创新性 教师'学生 !"

课堂表现
有效提问和发言#小组讨论#实验操作'实验

习惯'科学思维课后

课后
课后作业

线上测试
答题的完成度和正确率 教师 %"

期末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教师 6"

实验技能考试 实验操作规范和熟练程度 教师 %"

能力拓展成绩
讨论课

创新实验

团队协作能力#>>A汇报能力#实验设计的科

学性'合理性'创新性
教师 %"

;;总之%将 Sa1教育理念引入医用化学课程教学

中%以学生为中心%反向设计%正向实施%从课程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课程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教学

改革%以此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

应用和实践能力%为 Sa1理念在其他课程上的推行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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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张文熙! 纪海续! 王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高校学生为研究对象%结合社会学中学习共同体的理论基础%探讨进行网络学习共

同体的构建方法%研究与线下教学组织的区别%剖析网络学习共同体的优势%为今后的线上学习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学习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网络学习

中图分类号&/:6!

9-/:,2?+,0-/-*/),7-2W3).2/0/O +-88?/0,A 0/?/0=)2:0,0):5?20/O ,()9;ZVP6%N -?,12).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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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GW4HIXQMBSkKb?%, 'GX\WM3̂%PXG[MHXP4H 'HM9'55MIMZ3PPMX3PXQMWMPM3W9Q '\NM9X%3H[ GH[MWXQMXQM'WMX4935

\3P4P'Y5M3WH4HI9'22GH4X]4H P'94'5'I]%XQ4PPXG[][4P9GPPMPXQM2MXQ'[P3H[ 3[_3HX3IMP'Y9'HPXWG9X4HI3HMXZ'Ŵ 5M3WH4HI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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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25:&;5M3WH4HI9'22GH4X]#BSkKb?%, 'GX\WM3̂#'H54HM5M3WH4HI

;;在/互联网 g0的教育背景下%随着 !"!" 年春节

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网络教学一跃而起%如何

在看不见彼此的网络教学中塑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是

每一个教师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 !" 世纪末/学习共

同体0的概念引入亚洲%到真正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

共同体%再到应用到网络教学中%这需要从实践中得

出真知$ 构建网络学习共同体可以增加学习者之间

的互动性%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求$ 本文根据

社会学中的共同体的理论基础%结合在高校网络教学

中的实际应用%探讨进行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方

法%研究与线下教学组织的区别%剖析网络学习共同

体的优势%为今后的线上学习提供参考依据$

%B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定义及内涵

/学习共同体0!JM3WH4HIB'22GH4X]"英文翻译为

学习社区%最早来源于社会学中的/共同体0概念%教

育学家博耶尔在 %,,+ 年将其引申至教育研究领域%

他认为学习共同体是因共同的使命并朝着共同的目

标一起学习的组织%该组织中所有成员共同分享学习

的兴趣%共同寻找通向知识的道路%包括理解世界运

作的方式%朝着相同的教育目标相互作用和共同参

与$ 在共同体概念的一篇重要综述
(%)

中%作者张志

表示学习共同体的界定主要是从群体关系以及社会

组织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会学的方法建构知识的团

体都可成为学习共同体$

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把对个人知识的过度关

注转移到集体性知识的发展上%因而减小了学生过度

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学生的学习动机由

内在激发而非依赖于教师主导%从而实现学习者之间

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

%C%B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定义

目前学术界将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概念认定为/以

网络为主要学习手段的学习者'助学者 !教师'专家"

及辅助者!辅导员或其他学生管理人员"共同构成的

交互'协作的学习团体0

(!)

$

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学生同时在一个教

室中或者同一区域内参与教学活动%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比如一个学习

小组'一个班级乃至一个学校%都可以成为学习共同

体$ 但在基于网络的线上学习中%学习共同体需要经

过刻意的设计才能形成$ 网络学习过程中%教师与学

生缺少面对面的接触%无意间减少了师生之间的沟通

交流%同时也会降低学习者对学习共同体的认同和投

入程度%导致学生反映学习效果不好$

%CDB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CDC%B满足个体需要的途径;根据马斯洛金字塔形

结构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新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人

的生理及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但由于隔离在家接触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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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较少%情感和归属的需求表现更强烈$ 中山大学张

雪辉研究
(*)

表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C的医学生

每天查看疫情报告%*+(*C医学生认为自己的心理受

到了/停课不停学0的影响$ 刘静澜
(6)

的研究显示学

习共同体是满足学习者的自尊和归属需要的重要途

径$ 学习者对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以及从其他成

员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强学习者对共同体

的参与程度%维持他们持续'努力的学习活动$

王诗蓓
(+)

研究认为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由于助

学者!教师及助教"的不同支持作用使其与成员交互

过程中产生不同的传播行为%这些传播行为也有助于

助学者社会关系的形成$ 即在满足学生个体需求的

同时%也满足了助学者的情感及归属的需求%形成双

赢的局面$

%CDCDB网络学习共同体与一般教学组织的区别;学

习共同体是一种组织%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作为 /功

能体0的组织$ 网络学习共同体是指所有成员因为线

上学习这一因素而自然聚集%以满足成员需求为目的

而自发组织的非正式组织$ 在这样的组织中%满足成

员的需求比组织本身的成长更重要$ 本研究中将新

型/线上0教学组织3网络学习共同体与传统/线下0

教学组织3一般教学组织从以下 $ 个方面进行比较

见表 %$

表 %B网络学习共同体与一般教学组织的区别

网络学习共同体 一般教学组织

类型 非正式组织 正式组织

人员
学习者'助学者'辅助

者

教师'学生'辅导员'行

政人员等

目的
通过交流'沟通完成学

习任务
培养人才

形式 小组 专业'班级等

制度特征 高度自发%高度互动
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及要

求

平台
线上学习及社交软件'

网站

教室'实验室及线上学

习平台

学习效果评定 自我评定 考试或严格的考核制度

;;通过表 % 可以看出网络学习共同体作为一个非

正式组织与正式教学组织的区别%网络学习共同体的

特点非常明显%这个组织不是简单的利用网络平台而

组成%是学习者与助学者乃至辅助者自发组成的%不

受任何制度及要求束缚的%所有成员只是为了达到更

好的学习效果%进行自我约束%积极与其他成员互动%

所有人自发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组织$

在人员构成中%可以看出%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

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所有成员都是围绕学习这

一目而划分的%分为学习者'助学者及辅助者$ 在网

络学习共同体中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评定也不需要进

行考核或者考试%是因人而异的%根据自己的实际学

习效果而进行评定$

由于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平台为网络学习及社交平

台%所有成员为自发组织%所以该组织不具有严格的

规章制度及要求%需要每位成员对自我有较高的约束

力%才能保障该组织的持续稳定发展$ 故网络学习共

同体构成的前提为每位成员具有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且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约束能力%对于低龄的幼儿

不宜使用$

DB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根据网络学习共同体的特征%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的居家隔离措施%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0的号召下%

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逐渐形成并稳步发展$

DC%B学习共同体的生成要素

DC%C%B共同目标 $前提;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

马克斯*韦伯说&/在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民族背后%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清晰地植根于政治领域$0可见

即便是政治领域也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能建立起

共同体%而学习共同体也是一样%只有在其所有成员

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目标且朝此目标努力时%学习

共同体才能得以形成
(:)

$

DC%CDB身份认同 $基础;认同问题属于哲学基本问

题$ 一个社会人具有多重身份%在学习共同体中%所

有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努力%所有成员对于自己

的学生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此举增加了学习共同体

的紧密性%为学习共同体形成打下了基础$

DC%CEB归属感 $纽带;作为一名社会人%其社会性

需要之一就是归属感
($)

$ 在疫情肆虐居家隔离期间%

班级里一起上课的同学不能亲眼看见%学习上的归属

感消失殆尽$ 在学习共同体这个组织内%因为/共同

理解0的产生%每位成员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从

而成为学习共同体的纽带$

DCDB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网络学习共同体专家 =9B3WX]在 %,,, 年的经典

文献
())

中表示网络学习共同体由六大要素构成&参与

者'目标'规则'网络系统'共同学习和反思实践$ 国

内多数学者认为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包括&学

习者'助学者'信息流和网络环境四个方面
(!)

%本文将

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分为成员'活动过程'平台环

境及评价 6 个方面%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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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网络学习共同体的构建

DCDC%B成员;成员分为学习者'助学者'辅助者%助

学者作为引导共同体中学习者知识转化的重要驱动

力%为了促进学习者的知识获取%其主要任务应是设

置话题促进学习者交互%并且进行有效引导%触发更

深层次的讨论%其次才是对信息的发布和技术的帮

助
(,)

$ 助学者在共同体中有较高的影响力%并且对群

体凝聚力的形成发展起关键作用$ 助学者扮演不同

类别中间人角色%并且能够掌控共同体内部信息的流

向$

辅助者作为协同管理教学活动的人员%主要由辅

导员及行政工作人员组成%协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协助教师进行教学活动$ 在教育活动中不占有主导

地位%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位$

DCDCDB活动过程+学'助'辅三维一体;学习者'助

学者'辅助者三维一体共同完成学习过程%学'助'辅

三方通过沟通讨论%进行全过程学习$ 其中助学者授

课以任务为导向%重组教学内容%构建/输入式教学0

g/输出式学习0的教学理念%重在引导学生寻找知识

之间的联系%激发学生的思维$ 在直播时%进行/输入

式教学0%以开放性作业的形式%让学习者主动学习慕

课资源%查阅文献等%采用课堂汇报'小组讨论等多种

形式%让隐性的思维过程形成显性的/输出式学习0$

学习进行中%助学者激励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

增强自信心$ 学习任务完成后%学习者对助学者进行

评价%提出建议$ 助学者与辅助者协同管理整个学习

过程%辅助者协助学习者进行学习$

DCDCEB网络平台及环境;充分利用各类学习平台%

如中国大学慕课'雨课堂'学习通'腾讯课堂'钉钉等%

更广泛的进行网上资源的学习%达到良好的教学效

果$ 由于疫情影响%需要在家隔离%部分学习者注意

力不集中%有需要可以进行互相直播监督学习$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网络平台是整个组织的基

础%如果没有网络平台%网络学习共同体便不再存在$

网络平台为网络学习共同体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支持

的同时%也丰富了教学资源%将传统的教学手段智能

化%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大数据化$

DCDCFB学习评价;只要是学习过程就有学习评价%

由于网络教学的特殊性%教学评价模式也与一般教学

评价方式有差别$ 在网络学习共同体中%教学评价模

式也与一般的线上教学有所不同$ 除去线上测试%随

机测验等形式%在学习共同体中%可以通过成员之间

相互沟通了解学习情况$ 增加了学习共同体这一组

织的黏性程度%成员内联系更加紧密$ 具体评价体系

见图 !$

图 DB网络学习共同体评价体系

EB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运行实例

本文以笔者在高校网络实际教学中运行的网络

学习共同体为例进行分享%希望能给予教学工作中的

老师些许经验$ 在线上学习实践中%每个大班都有自

己的 ..群%由助学者发起号召%学习者根据情况进

入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小组中%这个小组以一门课

或者一个专业为主$ 由助学者担任主持人角色%每天

固定时间进行学习%其余时间为大家自主交流时间$

统一学习的具体形式为学习者轮流讲解%分享每天进

行网课学习的主要内容及其个人的理解%充当小老师

的角色%助学者或者辅助者进行监督%学习者以主动

学习为主%旁听的学习者不设签到或者打卡$ 学习者

分享完毕后%所有成员在群里进行发言'提问等形式

的互动%分享每日的学习内容'学习心情及学习方法$

高校网络学习共同体就此形成%在这个非正式组织

中%每位成员都积极主动进行学习及思考%起到了温

故而知新的学习效果%在枯燥的线上学习中增添了些

许欢乐%助学者及辅助者也对学习者的身心情况及学

习效果有及时的了解%起到了师生互利互促的作用$

在自主学习的内部驱动下%每个学习者都乐意分

享自己的主观意识及新的学习方法%对于学生的性格

也有了一定改变$ 以往内向的学生可以主动的提出

自己的困惑并且准确的解答其他同学的疑问$ 网络

学习共同体激活了学习者的自发能力%提高了学习的

效率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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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25:&;9'55MIMPXG[MHXP#VW39X49353\454X]#XM39Q4HI#3\454X]9G5X4_3X4'H

;;社会实践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对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习

近平总书记在 !"%) 年 , 月的全国教育大会上%重申

了新时代的教育方针%在/德智体美0四要素的基础

上%增加了/劳0%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道路%要在

之前教育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
(%)

$ 当前我国教育部'各级党委和高校都

非常重视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但大学生社会实践

能力培养仍普遍存在不足%实践教育水平落后于理论

教育$ 所以积极探索建立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与社会

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强化对学生动手实

践能力的培养%是实现大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需要%

也是培养新时代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高校

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和教师实践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合新

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在培养大学生

实践创新能力方面做出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以及

所取得的良好效果进行分析阐述%以期为高校转型及

提高人才质量提供参考$

%B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中存在问题

%C%B实践教学过于形式化

当前很多高校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缺乏合理的规

划%导致学生对于实践活动的认识深度不够%学生参

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不高#另外很多高校的社会实践

随意性很大%与专业联系不紧密%过于形式化%缺乏深

度和创新性%实践教学活动又极少%社会实践跟不上

社会发展需求%以致学生的专业知识不能最终为社会

实践所用%最终影响了大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提

高
(!)

$

%CDB社会实践教学缺乏针对性

很多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缺乏专业的人员或教

师指导%实践形式单一%不能有效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 另外%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考核制度不完善%没

有明确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质量的

评价多是参考指导教师或实践单位相关人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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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把社会实践列为考察项%学生进行社会实践

后%只需上交实践报告%实践成绩就能合格%不能真正

反映社会实践的效果%影响了学生对社会实践的重视

程度及参与的积极性
(*)

$

%CEB社会实践体系的不完善

当前社会实践机制还不够健全%很多高校缺乏专

门负责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管理部门%还有部分高校的

社会实践一般让学生自由或就近进行%虽然学生可以

在多元化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很多锻炼%但很多低效社

会实践的发生%影响了学生对社会实践的重视程度及

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

提升
(6)

$

DB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途径

DC%B更新教育理念'践行教育改革

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之一%其决策和行为直接影

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教师应认识到培养大学生实

践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

命科学技术学院为更好地适应学校为地方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应用技术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学院教师

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同等重视/学历本位0和/能力本

位0%依据教学发展规律%践行教育教学改革%如采用

启发互动
(+)

'探究式
(:)

'案例教学
($)

等教学方法#同时

随着信息化'互联网 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迅

猛发展%学院不断运用新技术'新方法构建网络课程'

翻转课堂'微课等%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展了学生的知

识面%实现了教育教学方式多样化的要求
())

$ 在教学

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大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中%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和探索欲%从而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
(,)

$

DCDB重构实践课程体系

课程设置体现了学校的教育重点和培养方向%直

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效果$ 实践课程设置要以相关

岗位需求为导向%强化基础%注重学生技术技能的培

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为实现应

用型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我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对

生物类专业的五大核心课程的实验项目进行了重新

设计%解决了实验实践项目少%内容简单%实验创新性

不足%课程间存在重复等问题
(%")

$ 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近两年完成了实验课程的模块化设计%共分为 :"

个实验模块%!!6 个实验项目#针对学生的校外实习%

学院会配有专业的教师进行规划和指导%以便达到预

期的实践效果$

DCEB教师队伍建设

为适应学生实践能力提高之需求%高校应具备一

支合理的/双师型0教师队伍$ 我校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近几年教师组成较稳定%主要是通过到企业单位进

行挂职锻炼来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为提高教师的

科研能力%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依据教师的研究方向组

建有生物医药与诊断试剂科技创新团队'生物药物活

性成分提取鉴定科技创新团队'生殖干细胞与生育力

保存科技创新团队和分子免疫学应用技术科技创新

团队四支科研团队%很多有兴趣的学生已经参与进相

应的科研团队%在团队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实行自我

管理%通过开展小项目科学研究'论文写作'科研竞赛

等第二课堂%拓展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目前科

研团队指导学生发表论文 %, 篇%参加全国生物学竞

赛获二等奖 % 项'三等奖 % 项'优胜奖 ! 项%参加/挑

战杯0河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

项等$ 说明鼓励学生进入科研团队%参与教师的课题

研究%可拓展学生的知识体系%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

手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实现教学与实践'科学研究

之间的衔接%同时也可激发其余学生参与实践的兴趣

和热情$

DCFB深化产教融合&多途径校企合作

在新时代背景下%研究拓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协同育人有助于实现校企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

双赢发展0%一方面%学校可借助企业的设施'设备'工

艺和管理等资源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激发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和实践教学的积极性%同时企业可依托

高校在科研'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企业

科研转化'人员培训等
(%% #%!)

$ 校企合作的模式包括

共建社会实践实训基地'组建联合项目实训室'工程

研发中心'开展校企合作共研的横向课题研究等%通

过上述方式%在企业'学校之间建立长效的校企合作

机制$ 我校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与

广州凯普'郑州安图等 %+ 家生物科技公司共建有实

习实训基地%保证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

院与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协郑州伊美诺合

建有生物发酵科技创新中心%承担了+发酵工程,和

+生物工程下游技术,两门应用型课程的实验实训%并

有专业实验教师和企业工程师给予讲解和指导%做到

了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实践能

力%同时也为校企横向课题研究开展提供支持$ 为激

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学生实践操

作技能%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

学中心协郑州伊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作举办学

生技能竞赛%近 * 年%学生的参与率均达到了 ++C以

上%表明大部分学生已经认识到实践能力的重要性%

并能积极参与其中$

*,:*第 ! 期;;;;;;;;;;;;;;;田存章%等&高校生物学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实践与探索



EB讨论

社会实践能力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根本0的教学思路%通过教育教

学改革'重构实践课程体系'师资建设及产教融合等

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与探索%并在教学实践中取得

了积极的教学效果%调动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学生的社会认可度大幅度攀升%学生就业率和满

意度明显提高%!"%: 年以来%学生初次就业率一直稳

定在 ,+C以上%近些年来%学生的考研人数也在逐年

攀升
(%")

$

学校和教师作为教育的主体%要注重大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通过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改革教学

内容%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相结合%提高学校教

学质量和公信度$ 重构实践课程体系是实现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关键%在课程设置上可增加一些提高学生

职业能力的内容%或适当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学校要

完善教学设施%加强实验室'实训基地建设及开放%以

满足学生的实践需要#同时做好实验课程的模块化整

合%以便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在产教融合方

面%通过对接企业需求%不断创新校企合作新模式%如

搭建实践平台'组建联合实验室'工程研发中心'构建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型课程体系等方式服务于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同时%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要不

断完善相关制度和激励措施%制定一些合理的评价标

准对教师实践或挂职锻炼等进行质量评价#鼓励有能

力的教师参与校企横向课题研究%从而促进校企共同

提升%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保障校企合作的可持续性$

规范化的教学管理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通过

对实践教学的准备'实践教学过程及实践考核评价等

环节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监管%保障学生的实践教学

效果$ 另外%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创新创业大赛或

科研技术技能大赛等实践活动%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参

与实践的热情和潜质%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总之%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是当前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的主要方式%高校要结合自身的办学定位

和特色%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将大学生实践能力

的培养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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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项目名称&叙事医学视角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项目编号&!"%,%$"$

作者简介#李雪峰%女%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叙事医学'英美文学'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1#2345&!+)*))))+788(9'2$

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叙事医学推动医学生英语课程思政改革之探索

李雪峰! 张松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河南 新乡 6+*""""

摘要#;在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医学院校大学英语教学应加快课程思政改革的脚步%利用抗

疫期间所涌现出的典型事迹和思政素材%对教材重新整合'深入挖掘%以/立德树人0为根本任务%以语言文化教育为载体%

突出校本特色%为实现健康中国和民族复兴伟大战略培养优秀医疗人才$ 本文拟在叙事医学教育理论和实践方法的指导

下%对开展医学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的紧迫性'可行性和重要意义%以及教学改革思路'步骤进行探究%从而为进一步

开展教学实践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疫情防控#叙事医学#医学生#英语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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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为社会大众提供健康支撑%医学教育培养服

务大众健康的守护人
(%)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医务工作者用专业和生命展示了中国医学人的精神

风貌和职业素养%为同行和后辈树立了强大的榜样效

应$ 现阶段的医学教育改革应更侧重从社会层面更

全面'客观地反思教育本身%利用抗疫期间所涌现的

鲜活事例强化立德树人%牢记时代使命$ 而医学院校

的大学英语课程也要融入思政改革这盘棋中%利用叙

事医学理论%通过自然融入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和

责任意识教育%培育身心健康%塑造健全人格%让英语

学科在完成基本教学功能的同时%实现德育载体功

能%为/培养良医0贡献力量$ 本文将主要研究在叙事

医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指导下%开展医学院校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改革的紧迫性'可行性'创新意义%以及教

学改革过程步骤的初步构想%为下一步实践打下理论

基础$

%B叙事医学教育与课程思政改革目标的契合

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都要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

$ 党的十

九大报告强调了教育/立德树人0的根本目标%要求打

破/孤岛效应0%形成覆盖各专业学科的大思政和大德

育$ 所以要在新时代中国高校构筑育人大格局%就需

要将立德树人目标潜移默化地贯彻到高校课堂教学

全过程'全方位之中$

/叙事医学0 !&3WW3X4_M=M[494HM"人文教育是医

学人文在医科院校的特殊实现模式%叙事医学既是教

育哲学也是职业本领%它主张采用细读法!95'PMWM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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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I"'反思性写作!WMY5M9X4_MZW4X4HI"以及书写平行病

例!V3W355M59Q3WX"等方式
(*)

%一方面在叙事医学教学

中培养医学生的情景理解力%叙事能力%帮助他们在

实际工作中快速建立医患互信关系%提升诊疗效果#

另一方面挑战固化思维%让医生更具批判思维和想象

力%推动医学研究的新假设和新发展
(6)

$ 中国工程院

院士詹启敏在 !"!" 年 6 月 % 日出版的+光明日报,上

发表+新冠肺炎疫情带给医学的十点思考,一文中提

出&/医者有两只翅膀%一是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精湛的

医疗技术%二是厚重的人文情怀$ 医学人文是当代医

学教育的重点内容%要将人文素养和医德教育贯穿于

整个过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人才0

(6)

$

叙事医学教育本质就是强调医学人文走进临床%提高

医学生执业能力'责任意识和职业认同%从专业角度

强调与医学循证的有机融合%关注病患精神照护%使

医护工作刚柔并济%充满温情$ 因此叙事医学教育目

标紧紧契合了/立德树人0根本目标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求%是人文教育'德行教育等在医学教育中

的具体体现%是辅助医学思政教育的直接切入点$

DB医学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改革的紧迫性

DC%B医学教育迫切需求

在医学人文教育方面中%国外医科院校依托课程

教学'实践项目和跨专业合作等方式将叙事医学教育

开展的如火如荼$ 国内的医学人文教育在 !" 世纪九

十年代才开展起来%且多以传授人文社科知识为主%

虽然提高了医生在医疗实践中的自我保护意识%却也

因某些过度强调使得医患关系过度紧张%甚至导致医

务工作者置身于患者对立面%易产生职业倦怠和自我

否定$ 这些问题需要医务工作者在接受职业教育阶

段就摆正认识%理清思路$ 因此在医学教育中有效融

入/思政0教育%树立正确观念%牢记/初心0所在%就

更显必要与紧迫$

DCDB英语课程性质要求

医学院校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与改革%无论是翻转

课堂还是网络课程%都/千校一面0的以语言应用为导

向'以技术革新为突破%鲜有辅助医学专业教育的%更

缺乏系统性的思想政治引导功能$ 从育人角度来说%

大学英语课和思政教育相脱离的现状不利于提高学

生的综合文化素养%更不利于/三全育人0目标的完

成$ 英语课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西方文化'思想和价值

观%中西差异的冲击和碰撞可能使学生面临思想和价

值选择上的困惑%所以英语教师要加强思政引导%使

大学生能够分辨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学会批判

思考%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因此%实施大学英语/课程

思政0改革是由课程性质所决定的$

DCEB校本特色发展需求

医学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要凸显特色%就必须紧

随医学教育大方向%而叙事医学正是/文学 g医学0的

最佳体现%是辅助询证医学教育的/最佳拍档0$ 以笔

者所在医学院校为例%大学英语课程建设一直在进行

各种探索%从超大班'大班教学到分级教学%一步步前

进%成果显著$ 然而所有的成果都未明显体现辅助医

学专业教育这一学校特色%以往的医学英语选修课程

也仅仅是从语言本身求得医学与英语的融合%长久以

来在语法'长句翻译等方面徘徊%且影响力有限!只在

临床专业大三开设"%并且因为基础英语与学术英语

的断层而一直无法突出课程优势$ 因此%在强调课程

思政教育功能的当今%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势在必行%

将叙事医学思想融入英语教学能充分体现/外语 g德

育0的目标%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这一医学德育实践

又显得尤为具有时效性和创新性$

EB叙事医学应用于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可行

性

;;叙事医学要求在医学与文学叙事的结合下%开展

医学教育与实践%通过培养学生的精细阅读能力'写

作能力和语言理解沟通能力%使其能够体验患者疾

苦'感悟生命价值和意义'提升职业道德与责任感
(+)

$

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无论是阅读'写作抑或语言分析

和交流等教学方法%都是英语教学的常用手段$ 那

么%医学生的英语课程要进行思政改革%必然会更多

的涉及到与医学相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塑造%叙事医

学实践方法可以成为帮助英语课程实现思政教育'德

行教育的最直接途径$ 一方面%大学英语课程中蕴含

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大学英语的人文属性%诸如培养

学生的爱国精神'职业道德'医学人文素养%推进医学

文化差异对比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极高的契合

度#大学英语的教学特征%如课程历时长'内容丰富'

受众面广泛等%可与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有效的协同效

应$ 另一方面%叙事能力是医生通过疾病故事建构产

生的反思能力%是用生活世界的语言表述其对科学世

界的反思%这与语言教育'文化教育'世界观教育是并

行不悖%同时进行的$ 所以在医学生大学英语课程当

中融入思想政治'人文修养'职业道德教育%不仅能够

深入浅出%还能方便中西对比#利用叙事医学的理念

和教学手段进行教学%实际上在加强学生语言运用能

力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医学人文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

价值观'职业观%两方面结合%双重促进%事半功倍$

FB疫情防控背景下叙事医学应用于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改革实施方案与效果

;;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持续向好%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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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正处于大流行阶段%世界各国积极交流合

作%希望通过共同努力%取得抗疫的最后胜利$ 在此

期间所涌现出的优秀思政教学素材和案例数不胜数%

所以英语教师应精选其中符合教学需要的英文版音

视频材料%利用叙事医学教学方法融入大学英语课堂

教学中%整合课程教学大纲%明确教学内容和目的%积

累教学素材%展开教学实践$ 叙事医学理论在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改革中具体实施过程及相应的效果如下&

FC%B挖掘教材内涵元素&展开思政教学引导

当下大学英语教学普遍使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教材中所包

含的文章主题广泛%涉及到文化交流'道德情感'科学

教育等各类人文教育价值较高的素材$ 在实际教学

过程中%需要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深入研读%挖掘其

中的医学人文道德教育元素%展开思政引导$ 例如第

三册第五单元的+优雅的手,一文中讲述了一则临终

关怀的故事%通过医生的视角让读者感受到了医务工

作者对患者的尊重和对职业的感悟$ 在教学设计环

节中%要注重利用课堂导入%通过以疫情为背景的真

人真事文本或音视频材料进行案例介绍%启发学生围

绕医德'初心等话题展开思索和讨论%将案例'问题'

讨论'总结各环节有效衔接$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让学

生充分感受医护的责任感与人性的温暖%引发学生共

鸣%激发对职业的深层次认知%构建正确的生死观%达

到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

FCDB添加课外素材&重视教学活动

在大学英语课堂上%针对医学生进行思政引导%

只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添加课外

的教学素材%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进行教学内

容的外延$

通过教材延申%添加有关疾病'就医'医德'医史'

医患'生死观'自然观等话题的文章%指导学生倾听故

事%展开叙事对话%发掘材料中的语言'德育和医学元

素%帮助他们透过故事理解社会'生死和医学发展历

程%培养情景理解能力和正确'积极的医学价值观#通

过对医学现实主义作品'时事报道'影视作品等材料

的叙事形式和叙事角度解读%探讨医疗与社会'医疗

与医者'医疗与病患及其家属等的关系%体悟大医精

诚和医者仁心%培养其精细阅读能力和共情能力#通

过撰写英文读书报告'平行病例%培养反思写作能力#

利用媒体网络学习平台'学生社团等%指导学生活学

活用%课外实践$ 在多种模拟的情境中反复体验疾病

的痛苦'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医务工作者的道德与责

任%领会患者的疾苦'体验心灵的磨炼%感悟生命的神

圣$

在教学过程中还要充分重视课程安排'课程结

构'教学活动等环节的衔接%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通过小组讨论'情境模拟'叙事书写来感知'理解'移

情'判断%强化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共情能力和反

思能力%同时吸收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人文知识与辩证

哲学思维#在进行中西对比的同时%教会学生不仅要

会/洋为中用0%还要会/讲好中国故事0%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实现/健康中国0和祖国复兴的伟大目标$

FCEB明确考核目标&注重总结评价

医学生职业道德'沟通交流等人文能力的提升%

不仅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反思性写作来实现由知

识向素养的内化%还需要借助临床见习'实习和社会

实践等实现素养的外化$ /课程思政0在评估时要关

注教学的过程评估%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在评估

的最终点%以学生的全面健康成人'成长和成才为标

准
(:)

$

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总结评估中%除了分阶段

对其叙事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等进行阶段

性评估和终结性评估%还要结合模拟问诊'第二课堂'

实践活动和见习实习参与次数和表现等作为考核的

重要参考内容$ 在进行评估的时候要注重过程性评

估%生成性评估%包括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共同成长

和动态变化的记录和监控$

FCFB加强反思后续&提升教学能力&巩固改革成果

作为教学改革的关键一环%要不断反思%适时修

正#由于教改时间较长%学生情况复杂%教学素材挑选

难度大%师资需要不断提高%所以要始终明确研究目

标%阶段反思与最终反思相结合%真正做到以改革促

创新%以创新谋发展$

教学改革的成果和后续应逐渐走出校园%为如何

构建社区医护实践'专业课程见习'临床实习 * 个阶

段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人文指导%帮助医学生在不同

的阶段构建/医患共情0能力$ 一方面%在教学改革的

研究基础上%利用叙事医学实践成果开展对全科医生

和护士的医学叙事'病历书写等相关在职培训和讲

座%促进科研转化%及时将最新理念和成果反馈社会$

另一方面%开发符合我国医学教育特点的叙事素材和

实践方法%鼓励广大临床医生'护士'医学教育工作

者'医学生根据亲身经历撰写生动感人的叙事医学案

例%并鼓励优秀临床和疾病叙事作品的出版$ 借助网

络资源%通过微信公众号'微课'微视频等的制作和传

播%为/健康中国0的长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宣传

力量$

GB结论

新时代医学教育的要求和模式都发生了重大变

化%只有不断提升医学生英语课程的人文教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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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要求%才能够打造课程

思政建设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大学英语课

程思政进程中%绝不是简单地增加教学素材'增设课

堂活动了事%而是要讲究自然贴切%在知识点不变的

情况下增加思想内涵$ 要将此观念贯穿于教学全过

程%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上课下%让所有任课

教师都挑起/思政担0%探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

合的有效路径%才能构建全员全课程的大思政教育体

系
(6)

$ 这就要求英语教师首先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

和医学人文素养%不断思索如何利用多种教学方法把

对医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职业观的教育自

然而然的贯穿到语言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

创新意识'研究兴趣及转化的思维%让立德树人的过

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会是医学院校英语教学改

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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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利用多种网络平台构建

的网络学习共同体呈现出线下教学活动无法实现的

优势$ 普通教室中进行的教学活动受时间'地点'人

员的限制%学习内容有限%而基于网络平台的学习打

破了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充分利用各种线上资源%有

效地丰富课堂讲授内容%也为学习者提供了灵活方便

的学习场地%使学习者充分利用自己的碎片化时间%

高效的进行学习活动$ 而网络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更

使学习者'助学者与辅助者三方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促使每位成员找到自己的

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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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教改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骨干教师培育项目! -.!"%,//0-":"#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横向

研究课题&生物发酵工艺研究$

作者简介#胡焕焕%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生物制药和生育力保存%1#2345&QGQG3HQG3H7P829(M[G(9H$

基于 ]#;9教学模式的发酵工程课程在线教学探索

胡焕焕%

! 姬国杰!

! 赵枭阳*

! 刘瑞%

! 杜晓娜%

! 宋小锋%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6+*"""#!(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河

南 新乡 6+*"""#*(郑州伊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河南 郑州 6+"""""

摘要#;对发酵工程课程在线教学采用的 ->SB教学模式进行分析$ 课程教学模式的建立主要包括课前准备'直播教

学'课后知识拓展$ 课前准备阶段%通过网络学习平台进行任务布置和学习目标设定$ 直播教学阶段%利用雨课堂f腾讯

课堂等方式进行师生互动%小组讨论等形式的教学$ 课后知识拓展阶段%通过在线测试%小组任务等方式强化学生的知识

应用能力%促进知识内化并拓展学生知识面$ 将基于 ->SB教学模式的发酵工程课程教学与 =SSB资源'直播课堂互动相

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SB教学模式#发酵工程课程#在线教学

中图分类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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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39Q4HI2'[M234H5]4H95G[MPVWM?953PPVWMV3W3X4'H%4H?953PPXM39Q4HI3H[ 3YXMW?953PPMUXMHP4'H(D'WVWM?953PPVWMV3W3X4'H%X3P̂ 3W?

W3HIM2MHX3H[ 5M3WH4HII'35PMXX4HI3WM93WW4M[ 'GXXQW'GIQ XQM'H54HM5M3WH4HIV53XY'W2(KH XQM54_M\W'3[93PXXM39Q4HI%XM39QMW?

PXG[MHX4HXMW39X4'H%IW'GV [4P9GPP4'H%3H[ XM39Q4HI4H 'XQMWY'W2P3WM9'H[G9XM[ GP4HI@34H B53PPW''2fAMH9MHXB53PPW''2(<YXMWXQM

953PP%'H54HMXMPXP3H[ IW'GV X3P̂P3WM3['VXM[ X'PXWMHIXQMH XQM3VV5493X4'H 3H[ 4HXMWH354̀3X4'H 'Ŷ H'Z5M[IM3H[ MUV3H[ PXG[MHXPj

P9'VM'Y^H'Z5M[IM(AQM9'2\4H3X4'H 'Y->SBXM39Q4HI2'[MZ4XQ =SSBWMP'GW9MP3H[ 54_M953PPW''2 4HXMW39X4'H 42VW'_MP

PXG[MHXPjMHXQGP43P23H[ V3WX494V3X4'H%3H[ 39Q4M_MPXQMMUVM9XM[ XM39Q4HIMYYM9X(

@)A 7-25:&;->SBXM39Q4HI2'[M#DMW2MHX3X4'H 1HI4HMMW4HI#XM39Q4HIMUV5'W3X4'H

;;+发酵工程,是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生物制药专

业的重要课程%其理论及相关技术在生物技术成果的

产业化方面具有核心地位$ 发酵工程课程理论教学%

以实现发酵工业的高产'高效'高转化及低成本等综

合目标%以发酵产品典型生产过程为主线%系统介绍

发酵工程理论'发酵生产基本规律和基本技术%尤其

重视发酵过程的工艺优化原理与技术$ 该课程注重

发酵工程的生物学基础和工程学基础的结合%尤其是

现代生物技术与过程控制技术的结合%强化现代生物

技术基础上的过程工程意识%培养具有工程底蕴的生

物技术应用人才$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 -2355

>W4_3XMSH54HMB'GWPM%->SB" 是一种线上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引入国内外名校的

优秀课程资源%又可以根据本专业的特点设定目标%

避免 =SSB课程资源与本专业课程目标'教学对象'

课程难度等方面的不匹配
(%)

$ 这种混合式教学模式

能够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性%提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B基于 ]#;9的混合教学模式建立

根据本专业学生的特点%建立一个与自身培养方

案相匹配的教学模式$ 将华中科技大学源的 =SSB

在线开放课程+发酵工程,学的相关资源按照单元与

知识点的设计原则进行增减'分割及组合%并上传至

=SSB的学校云教学平台$

%C%B课前阶段

教师利用 =SSB慕课堂引导并监督学生在网络

自主学习平台上完成布置的学习任务&观看课前视

频'准备课上学习资料'思考并讨论课中提出的问题'

通过练习题检验学习效果%让学生带着问题和学习目

标走进课堂%增加学习动力%并引导学生将学习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发表在课程讨论区%教师通过线上及时

*+$*

;

第 ! 期

!"!" 年 %% 月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B'2VWMQMHP4_MFM35XQ 1[G93X4'H 3H[ @MPM3W9Q

;;;;;;;;;;

&'(!

&'_(!"!"

;



进行解答和检测学生学习情况%并根据学生反馈情况

更新调整课中直播教学内容$

%CDB课中阶段

利用雨课堂f腾讯课堂直播%直播课堂设计包括

课堂点评'课堂讨论 ! 个部分$ 课堂点评主要对前期

线上课程重要知识点的回顾'梳理'扩展$ 课堂讨论

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根据发酵工程的理论和实际设

置一些问题%引导学生去积极研究'探索问题的发生

及解决办法%进而解决问题$ 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讨

论'课堂参与情况进行全程记录'评价$

%CEB课后知识拓展

督促学生在自主学习平台上完成学习测试%提出

课程设计项目设定%并让学生思考讨论新的解决思路

和方案$ 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对发酵

工程课程涉及的原理%技术和应用等进行讲解'讨论'

探究%形成共识$ 例如%在菌种分离筛选中%连续设问

/如何选择合适的采样地点1 如何确定合适的预处理

方法1 如何建立快速的分离筛选方法10#其中样品预

处理小节设问&/为什么采集的样品要进行预处理1

是不是所有的样品都需要进行预处理10%通过问题引

导学生的思考与讨论$ 同时%通过 KJ<a实验空间 #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中与本专

业培养计划契合的/荧光蛋白的中试发酵生产虚拟仿

真实验0项目进行虚拟仿真实验训练等%进一步深化

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指导实践%

并在实践中印证所学的理论知识%鼓励学生选修

=SSB平台相关课程%从而进一步加深理论知识的理

解%巩固所学$

DB]#;9教学模式的特点

DC%B突出教师教学的主导作用

发酵工程概念多%发展快%知识量大$ 教师灌输

式全盘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理论课听不懂%实

验课不明白%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难以掌握如此大量

的知识%导致教学效果不好
(!)

#教师也无法监管学生

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弱化了教师的主导地位$ 而在

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师以 ->SB为平台预先发

布线上课程学习内容%通过主题帖讨论等对重要知识

点进行反复加强记忆%并以单元测试来检验学生掌握

情况%利用 ->SB平台慕课堂学情统计功能掌握学生

在线学习情况%线上反馈的学习问题%及时调整直播

课程的讲解内容%确定学生讨论主题%从而实现教师

在课堂中的主导地位$

DCDB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

发酵工程混合式教学模式中通过线上 ->SB课

程的提前发布和慕课堂督促学生课前自主支配学习$

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启发式和探究式教学方法%能够

启迪学生思维%引导学生积极研究'探索问题的发生

及解决办法$ 启发式和探究式教学方法变单向传输

式教学为双向互动式教学%变以强调理论内容为主的

灌输式讲授为探究理论研究过程为主的引导式讲授%

既发挥了教师的指导作用%又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

作用%大大增强了教与学的互动%不仅可以营造活跃

和谐的学习氛围%而且挖掘了学生的思维潜能%提高

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DCEB突出考核的全程'多元化

课程评价是发酵工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必不可少

的环节%传统的笔试考核无法完全体现学生在课程学

习中的学习能力及成效和全面评判学生对发酵工程

学课程特点的整体掌握$ 基于 ->SB平台的混合教

学模式%考核过程既体现了线上考核'线下考核'终结

性考核的过程性%也体现了教师对学生评价内容的多

元化
(*)

$ 这种全程'多元化的课程考核评价由于充分

结合了学生线上和线下'课前和课中'理论和实践的

综合表现%不仅能够反映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总的效

果%也在学生的全程学习中提供了不断督促'不断检

验'不断巩固的动力$

EB结语

当前基于 ->SB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仍处

于探索阶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法开展线下课

程%采用雨课堂和腾讯课堂直播的形式进行代替%因

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但是 ->SB的优势还是十分

显著的&首先在授课过程中%->SB可以利用 =SSB

资源制作较好的课程素材%避免由于教师教学水平存

在差异而影响教学质量#其次教师可以有更多时间投

入到课堂教学内容延伸%并进行应用性内容训练#最

后 ->SB具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学生进行

线上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完成校内课程的考核%因此完

课率远远高于 =SSB课程$ +发酵工程,通过 ->SB

教学模式的学习%使学生的知识内化效率大幅提高$

;;参考文献
&

(%);徐里%李肇进%曹珊(基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0)(解剖学杂志%!"!"%%&$6 #

$:(

(!);胡焕焕%刘瑞%姬国杰%等(翻转课堂在生物工程专业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探索(0)(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刘辉%蒋奕狄%刘舒%等(在线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0)(教

育现代化%!"!"%:&,! #,*(

!责任编辑#袁会峰"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年 %% 月



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 年/专创融合0课程建设!编号&)"$

作者简介#陈梦雨%男%助教%本科%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1#2345&,*,,)"%*%788(9'2$

专创融合教育理念下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建设

陈梦雨! 张坤! 薛青瑞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口腔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相关的教育工作者要剖析现代教学中的不足与弊端%从而提出具

体的改进策略$ 本文从专创融合角度出发%对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建设进行研究%可以发现现阶段的课程教学中教师

的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理论与实践不平衡是影响专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重新制定人

才培养目标'转化教学理念'积极开展校企融合的产学研教学体系'完善相关的评价标准等方面入手%从而提升课程教学

的实效%紧跟时代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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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创融合教育背景下的课程建设是高校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通过建设

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的专创融合课程可以为社会和国

家培养高素质的口腔技术人才%以适应社会快速发展

的步伐%满足信息化时代的需求$

%B专创融合教育的内涵分析

专创融合是指专业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二者的

结合$ 现今社会正处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0的新时

代
(%)

%通过专创融合教育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更能够

适应社会的发展步伐$ 目前职业院校教育的目标是

统一的%即培养面向生产'服务'管理一线岗位的高素

质应用技能型人才%这就对职业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不仅要专注自身专业能力的学习培养%还

要善于运用互联网'发展全球化思维'培养信息综合

和创新能力$ 专业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撑%创新

创业教育则是专业教育的补充%将二者有机地整合在

一起%才能够推动我国职业院校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的培养$

DB专创融合课程建设的现状研究

DC%B教师教学理念陈旧是专创融合课程建设的阻力

之一

目前能够胜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数量较

少%且水平不高%大多是其他专业课教师来充当创新

创业教师的角色$ 但是因为任课教师的教学理念陈

旧%难以从创新和应用的角度去看待口腔医学技术专

业学生的发展%其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单一化%加上教

师要从事相关的科研项目%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创新

创业教育之中
(!)

$ 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以应用'创新等特征为首的市场环境正在促进着

传统教育模式的转型%这为职业院校教师提出了更高

的标准$ 另外%学校对教师的专业性培训较少%甚至

部分学校没有对教师进行培训%导致教师的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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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提升%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和人才培养$

DCDB教学方法及手段落于常规

现阶段高校上课的手段仍然采用常规的教学方

法%以教师的语言讲授和多媒体板书相结合的方式为

主
(*)

$ 为了减少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学生的学习任务

量%往往会采取压缩课时和学时的方法%这导致教师

们会面临教学任务量过大的问题%存在着讲不完的现

象$ 同时%授课的方式大多采用大班授课%教师很难

去照顾到所有的学生%即使学生通过死记硬背在短时

间内记住了%但难以做到长期记忆
(6)

$ 尤其是对于口

腔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讲%其专业知识理论性和实

践性较强%且零散%学生无法系统性地对知识脉络进

行梳理$

DCEB过于注重教师和教材&仍停留在(填鸭式)培养

阶段&忽略了学生主动获取知识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

专业任课教师以及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首要

来源%却不是唯一来源途径$ 现阶段的教学模式%学

生们对于知识的获取过于依赖教师%难以去利用互联

网技术自主收集知识和信息$ 这种模式限制了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使其养成一种依赖感%一旦脱

离了专业教师的帮助%学生便会感觉到手足无措
(+)

$

加上考核中不会涉及到学生综合能力提升这项内容%

教师不会刻意去培养学生相关的能力%一旦走上与口

腔相关的工作岗位%学生会出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

历不成正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高分低能0现

象$

EB专创融合背景下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建

设探究

EC%B构建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以及方案

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

悟生活%激发他们心中的创造力%这就说明专创融合

教育需要将课堂与实践联系在一起%以就业和市场需

求作为主导%以学生专业能力发展作为核心%积极开

展素质教育%将校内外的教学资源整合在一起$ 在人

才培养的过程中融入专业课堂与创新创业实践的项

目%达到专业人才培养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目的$

具体来讲就是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过程中%应该从口

腔医学技术专业企业的用人标准出发%根据市场需求

来制定人才培养目标%鼓励学生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

堂相结合%利用口腔义齿加工企业的资源为专业学生

提供创新创业实践的机会%提高他们与口腔义齿加工

相关的项目开发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当然

想要提高学生对于创新实践内容的重视程度%还需要

将创新项目的成果列入到学分之中$

ECDB强化师资队伍建设&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师资队伍是专创融合教育的有力保障$ 高水平

的专创教师能优化教学的各个环节%提高学生的学

习氛围%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与学习兴趣%留给学生更

多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间$ 教师要善于充当一

个引导者的角色%而非主导者%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 学校应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培训%加强

他们的专业教学能力%如创新思维培训'创新创业培

训'创业团队素养'创业计划书撰写等%只有教师的

专创教育能力提升了%学生的专创意识以及专创技

能才能够得到培养$ 同时%学校还应积极组织教

师入企学习%学习企业最新的工作理念与技术前

沿发展的动态%将教育与职业进行对接%为学生指

明本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帮助他们制定相关的

职业生涯规划%进而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教

学的实效$

ECEB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深化专创教育改革

校企合作机制指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双方互利

共赢%其本质上是教育与职业的联系$ 校企合作模

式能够让学生提前适应口腔相关岗位工作%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实习环境$ 学校可以邀请口腔义齿加工

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学校的实训教师%给予学

生实训工作上的指导%或者组织优秀教师到口腔义

齿加工企业内进行培训'挂职锻炼%学习口腔义齿加

工企业内先进的技术%再传授给学生
(:)

$ 口腔义齿

加工企业则是可以利用教师的科研成果来促进口腔

相关技术的提升$ 这样一来%学生能够提升自己的

就业竞争力#企业则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二者共赢%共同发展%达到专创教育的目的$

ECFB完善专创融合课程的测评与评价方式

基于高校的办学特色%其专创融合的测评方法

较为常见的便是以校企合作和现代学徒为基础的评

价方法$ 其评价主体由学生'任课教师和口腔义齿

加工企业技术人员三者组成%确保学生的理论知识

与实践内容的相互融合
($)

$ 让学生在相关的口腔

修复工作中实现理论知识的结合%教师在此过程中

主要发挥监督'指导和评价的职能$ 此种评价方法

具体表现为长期评价和学习过程中的状态评价特

征%能够对学习阶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指导%防

止出现混淆'忘记等现象%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学习能力$ 阶段性的评价过程能够让学生保持高度

的学习紧张性和积极性%而不是只有在期末考试中

才会提起对于学习的高度重视$ 同时%在阶段性的

评价过程中%单独的分数没有任何的意义%将整个学

习过程中的全部分数进行相加%取得平均值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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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薛松梅%女%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护理教育%1#2345&UGMP'HI2M4597%!:(9'2$

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学科(三维融合式)课程育人体系构建策略

薛松梅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课程思政0作为新时代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创新理念%是推进/三全育人0的重要环节和体现$ 作者结合

护理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延伸/课程思政0理念%提出/课程人文0概念%将护理专业教育与思政'人文教育有机结合与

融合%凸显护理专业课程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特质%构建专业'思政'人文/三维融合式0课程育人体系%实现/价值引

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养成0四位一体课程育人目标%推动护理学科建设水平全面提升$

关键词&;课程思政#护理学#立德树人#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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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H%3H[ Q4IQ54IQXXQM2'W353Z3WMHMPP3H[ 3\454X]'YHGWP4HI9'GWPMP(<H[ 3VW'YMPP4'H35%4[M'5'I4935%3H[ QG23H4PX49/XQWMM?[4?

2MHP4'H354HXMIW3X4'H0 9GWW49G5G2M[G93X4'H P]PXM2Z4XQ XQMI'35'Y/_35GMIG4[3H9M%^H'Z5M[IMXW3HPYMW%3\454X]XW34H4HI3H[ VMW?

P'H354X]9G5X4_3X4'H0 4P9'HPXWG9XM[ 3H[ VW'2'XMXQM'_MW35542VW'_M2MHX'YHGWP4HI[4P94V54HM9'HPXWG9X4'H(

@)A 7-25:&;9GWW49G5G24[M'5'I]3H[ V'54X49P#HGWP4HI#2'W35M[G93X4'H#WMY'W24H M[G93X4'H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0 /各门

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0

(%)

$ 同时%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回

答了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指明了方

向
(!)

$ /课程思政0实质是一种课程观%是将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个环节'各个

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由于护理学科本质

蕴含着社会责任'人文精神等诸要素%根据学科性质

和专业特点%延伸 /课程思政0理念%提出 /课程人

文0概念%将人文教育'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通过渗

透与融合实现对人才的全面培养%让每堂课'每次实

践'每项活动'每位教师都发挥育人的功能
(*)

%实现

/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人格养成0四位一

体育人目标$

%B(课程思政)和(课程人文)的内涵及现实

意义

;;所谓/课程思政0是指学校所有的教学科目和

教育活动%充分挖掘其蕴含的德育元素%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课程为载体%实现专业教育'人文素质与

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与融合%将思政教育渗透'贯穿

在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其终极价值在于以德为先'育

人为本'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课程思政0不是增

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尽量利用现有

资源%包括教师人格资源'教材背景资源'专业名人

资源以及课堂情境资源等%由相关任课教师将其以

适当方式展示给学生%使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护理专业的 /课程思政0离不开人文情怀'人文内

核%许多有人文精神的教育要素始终贯穿在护理学

发展过程之中$ 基于此%延伸 /课程思政0理念%提

出/课程人文0概念%实施/课程思政f课程人文0就

是要在传授专业知识技能的基础上%有效利用课堂

教学的主渠道%充分挖掘思政'人文内涵%使之与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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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的教学目标有机融合'自然渗透%把立德育人如

/基因植入0嵌进所有护理专业课程中%从而实现高

等护理教育在理念上的突破'载体上的拓展'内容上

的丰富以及方法上的创新
(6)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医

疗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提高%相应地对护士的综合素

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由于护理的服务对象是人%

要求护士必须具备较高的人文素质$ 因此%仅仅依

靠高校开展专门的思政课程'人文课程已不足以满

足当前护理人才培养的需要%高等护理教育必须进

行全面的改革与创新%由单一的/思政课程0向/思

政课程0与/课程思政0并重转变%由单一的/人文课

程0向/人文课程0与/课程人文0并重转变$ 以立德

树人为导向%强调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所有

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全面开启/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0的三全育人模式$

DB护理学科(三维融合式)课程育人体系的

构建策略

;;历代医学名家推崇/医者仁心0'/大医精诚0等

以德为先的思想%在当今 /立德树人0新时代背景

下%高等护理教育只有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体系中蕴

含的思政'人文教育元素%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

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担负起培养 /德医

交融0的新时代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DC%B顶层设计&引领思政'人文教育方向

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教育管理者要

深刻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社会使命%将思政'人文教

育纳入到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中%实现课程思

政'课程人文教育 /基因式植入0$ 基于 Sa1理念

制订人才培养方案%重点强调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

学习目标%回答 /为谁培养人才1 培养什么样的人

才1 怎样培养人才10明确成果产出到底是什么$

DCDB深入挖掘教材&提炼思政'人文教育元素

/课程思政0不能等同于思政课%而是要把符合

课程本身特点的思政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坚持价

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

$

DCDC%B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开展人文精神和价值

信仰引领;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

慰$0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道出医学起源于人

类关怀需要的本质%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是医学

教育的精神内核$ 如在+护理学导论,课程教学中%

强调护理学专业从古走到今%完全是植根于 /人文

关怀0的土壤%没有对生命的关怀%就没有护理专业

的发展%使学生深刻理解护理学的本源与精髓$ 在

护理技能操作教学中%不能/就技术练技术0%而应

抓住技术与人文的/触点0%让学生的人文精神/外

化于形0

(*)

$ 比如行导尿术前注意礼貌称呼及相关

解释告知%做好心理护理%消除或减轻病人的疑惑和

尴尬的不良情绪#操作过程中时刻关心病人的感受%

保护病人的隐私#操作后交待注意事项'询问有无需

要帮助等#当整个操作过程充满了关爱时%护理技能

会因人性的温度而展示出独到的魅力$ 正如詹启敏

院士在+医学人文是健康中国发展的重要支撑,中

指出&/作为医者要有两个翅膀%一个是丰富的医疗

知识和精湛的医学技术%一个是厚重的人文情怀%就

是医学人文$ 两个翅膀都具备%都有力量%我们的医

者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0

DCDCDB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开展 (尊重生命&敬

畏生命)教育;/敬畏生命0是指人们对一切生命体

的敬畏%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医学的最高境界$ 唐代

医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指出&/人命

至重%有贵千金$0在孙思邈看来%没有什么比人的

生命更为贵重$ 医学是关乎生命的学科%医者对生

命的尊重决定了患者生命的质量%引导学生思考作

为一名护理工作者如果漠视生命的存在及其价值%

将无法承担起救死扶伤的职责$ 如在+护士人文修

养,课程的绪论引入/实习护士虐婴0/助产士弃婴0

等不良事件%培养学生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价值

观$ 让学生明白生命来之不易%一个生命并不是独

立存在的%而是牵连许多关心爱护他的人们%敬畏生

命%既不能剥夺践踏他人生命%也不能自我放弃生

命$

DCDCEB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开展 (同理心'责任

感和使命感)教育;在+护士人文修养,课程教学中

采取体验式教学%设计盲人'孕妇'老人等患者体验%

让学生深切体会视觉障碍患者的痛苦'十月怀胎孕

妇的不便以及老年人的耳聋眼花'行动迟缓等%学会

换位思考%培养其同理心$ 又如在 +急危重症护理

学,课程教学中%采取情景模拟教学%真实体验急诊

抢救现场%时间就是生命%既要业务精湛%动作熟练%

又要争分夺秒抢救生命%将交流沟通'团队合作'人

文关怀等教育浸润在抢救过程中%/润物细无声0地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使命感$

DCDCFB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开展 (慎独精神&职

业素养)教育;职业素养是一种品质%包括职业道

德'职业技能'职业行为'职业作风'职业意识等内

涵$ 医以德为本%无德不为医$ 医者只有先学会做

人%养成优秀的道德品质%才懂得敬畏生命%成就

/大医0$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不仅需要课堂上的

讲授%还需结合情景模拟%让学生在模拟的护患情境

中进行角色体验%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分析'去验证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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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到的理论的真实性与可行性$ 如 +外科护理学,

课程引入一位因下肢股骨颈骨折术后卧床的患者%

并发血栓形成的案例%因术后下肢肿胀的表象掩盖

了血栓形成堵塞静脉引起下肢肿胀麻木的临床表

现%被误诊引起死亡$ 引导学生对疾病误诊原因'严

密观察病情的重要性'增强责任意识'慎独精神和严

谨工作态度的思考$ 又如在+基础护理学,授课时%

引入典型案例%如未进行核对给病人发错药'输错液

体'未做皮试进行青霉素静脉输液而导致患者发生

过敏性休克等%引导学生明白严格遵守/三查七对0

的重要性%养成/慎独0职业道德修养%深刻认识到

用药安全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危%让学生在护理实

践中感悟严谨求实'精益求精'道德仁爱的职业形象

和工作作风$

DCDCGB结合专业课教学内容&开展 (文化自信&爱

国主义情怀)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没有高

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0如在讲授+儿科护理学, /计划免疫0

章节时%可介绍新中国在控制传染病方面的伟大成

就%如著名的/糖丸爷爷0顾方舟%护佑中国儿童远

离小儿麻痹症而无私奉献的故事$ 使学生知道一个

十几亿人口的国家从羸弱多病到屹立世界东方有多

么不易%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又如在 +中医

护理学,课程讲授中引导学生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汉代/医圣0张仲景首创灌肠法#晋代葛洪首

创口对口吹气复苏术%唐代/药王0孙思邈首创/葱

管导尿术0%这一方法比法国橡皮管导尿术早 %!""

多年#中医发展了/天人合一0的哲学观%提出了顺

应自然的防病治病原则#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的青

蒿素到/神六0宇航员服用的/太空养心丸0等都是

中医的伟大成就%帮助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文

化自信$

DCEB创新教学方法与评价方式&实现思政'人文教

育最大化

DCEC%B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混合0及/融

合0多种理念!如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学模式或

方法!如 BaJ'AaJ'情境模拟'翻转课堂等"和多学

科内容!文'史'哲'艺术'美学等"到护理专业的知

识点中通过实际操作'情景创设'体验感悟等%激发'

升华学生知识'情感'行为等方面的潜能与素质%拓

展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专业挑战度%从而达到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之护理人才培养目标$

实施课程思政'课程人文%需要精于设计%又要

巧于融通$ 采用启发式'体验式'情景模拟与角色体

验'翻转课堂'观看视频讨论式教学等多种方法%构

建/课堂 g网络 g实践0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促进学

生通过参与和思考%实现认知'情感'理性和行为认

同%提升思政'人文教育的实效性$

DCECDB重构教学评价;从单一的专业内容和授课

技巧维度%向思政品德'人文素质等多维度延伸$ 注

重形成性评价%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以

诵读经典'拍微视频'演情景剧'唱歌'插花'绘画等

多种形式结合专业把教学主旨反映在作品中%增强

理论学习的实效性和获得感$ 在护理操作技能考核

时%以案例分析为主%将人文素质评价标准列入到操

作技能的考核标准中%提高学生案例分析能力的同

时%培养学生人文关怀能力$

DCFB发挥隐性课程功能&实现思政'人文教育润物

无声

隐性课程是学校教育情境中以间接'内隐的方

式呈现的课程%是学生在学习环境中所学到的知识'

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态度等非正式的文化习得与经

验%它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职业能力的形成起

着关键作用$ 0MHH4M等
(:)

研究观点认为%存在于正

式课程之外的隐性课程%能够吸引学生学习%促进其

学习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学生可持续性素养$

DCFC%B视觉标识&融入思政'人文教育元素;如护

理学院的院徽'院训%护理实训中心文化走廊'文化

楼梯以及根据专业特点设置的儿童病房'母婴同室

等%这种直观的文化%有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和灵

感$ 各种指示标牌%不同功能的实训室'书吧'休息

室等也成为学院独特的风景线%学生可以时时刻刻

在这种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感受文化的熏陶和感染$

另外%镶嵌护理学院院徽和 /严谨'精致'仁爱'慎

独0院训的工作服'工作牌以及巡考'监考牌等%既

充分体现专业特色%又深刻表达人文内涵%实现课程

人文'课程思政具体化$

DCFCDB人文素质教育月&发挥思政'人文教育功能

;根据护理专业特点设立 + 月份为人文素质教育

月%开展具有人文教育意义的系列活动%对于塑造学

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包括&人

文讲座%人文诗歌朗诵会'护理健康教育海报大赛和

视频大赛'护士授帽仪式'护理技能大赛'护理情景

剧表演等%将具有专业特色和内涵的仪式'文化渗透

到人才培养中%让学生在感悟式'体验式学习中潜移

默化%逐步形成敬畏生命'关爱生命'守护生命的自

觉%逐步从/学医术0 /悟医德0到 /行大爱0$ 成立

南丁格尔志愿者服务队%为学生提供体验社会'了解

社会的实践机会%强化护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

的奉献精神与敬业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

而实现课堂内外'学校内外思政教育'人文教育的无

*%)*第 ! 期;;;;;;;;;;;;;;;薛松梅&课程思政视域下护理学科/三维融合式0课程育人体系构建策略



缝对接$

DCGB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课程思政0强调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

所有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 专业教师不仅要/授

业0!即传授知识"'/解惑0 !即掌握方法"%更要/传

道0%即培养学生的品德%教师要以德树人$ 古人

曰&/亲其师%信其道0$ 教师优雅得体的言行举止'

高尚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教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

神%对护生的人文素质及未来的护士行为起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 /课程思政0之功成%需要在有无之

间%即/有心的设计%无声的浸润0$ 因此%要求专业

课教师具有较高的/育德意识0和/育德能力0%在课

堂教学中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做到以行导人#要注意

强化课堂规范与学生习惯养成%做到管理育人#要注

意对学生赋予真情实感%做到以情感人#要注意发掘

背景资源%做到以文化人$ 充分发挥课堂育人的主

阵地作用%使课堂有温度%教师有情怀$

EB结语

课程思政'课程人文是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思维

方式'一种教育实践%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

%它将思

政'人文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之中%既丰富了专业课

自身的内涵%又挖掘了其育人的价值
())

%是推进/三

全育人0的重要环节和体现$ 同时%将课堂教学与

隐性课程有机结合%实现专业教育'思政教育'人文

教育的融合渗透'知行统一%为社会培养有理想'有

温度'有情怀的护理事业接班人$

;;参考文献
&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人民日报%!"%: #%! #",!%"(

(!);吕萍(/大思政0视域下公安院校思政育人模式的思考(0)(法

制与社会%!"%$!%"" &!"! #!"*(

(*);李朝钦%徐敏(高职院校专业教师 /课程思政0育人工作探索

(0)(才智%!"%,!"!" &%!6 #%!+(

(6);史瑞芬(让专业课堂/思政飘香0 #从护理/人文课程0到护理

/课程人文0 (0)(护士进修杂志%!"%,(*6!%6" &%!+* #%!+:(

(+);郭杰忠(/课程思政0教学改革的三点思考 (0)(南昌航空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0MHH4Mi%bM\\]B(=3̂4HIXQMQ4[[MH 9GWW49G5G2_4P4\5M&PGPX34H?

3\454X]54XMW39]4H Q4IQMWM[G93X4'H (0)(1H_4W'H2MHX351[G93X4'H

@MPM3W9Q%!"%!%%)!:" &$)* #$,:(

($);刘鹤%石瑛%金祥雷(课程思政建设的理性内涵与实施路径

(0)(中国大学教学%!"%,!*" &+, #:!(

());陆道坤(课程思政推行中若干核心问题及解决思路 #基于专

业课程思政的探讨(0)(思想理论教育%!"%)!*" &:6 #:,(

!责任编辑#刘鹤香"

"上接第 $) 页#

对学生综合实力进行对比与体现%这是一个整体化

的评价%对于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有着极大的帮

助$

在专创融合课程中%教师可以率先对学生进行

分组%对于岗位中的不同职位%学生可以就自己的兴

趣或者教师的分配进行有效的安排$ 在进行评价时

根据企业对于该岗位的量化考核对学生进行评价%

从而让学生通过数字来体现自己真正的工作能力%

提前适应企业的工作氛围$ 一个实践成果的产生%

通常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实现%在教育行业则是体现

在小组合作完成实践项目%这就需要小组成员能够

合理分工%各司其能%符合小组评价的基本原则$ 在

进行实践评价过程中%还可以采取随机抽取的方法

对学生进行综合素养的评价%以抽取对象来代表整

体人群的水平%随机抽取要保证一定的规律性%在各

个成绩分布阶段的学生中随机抽取一到两名同学$

FB结论

想要建设专创融合教育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特

色课程%需要从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测评

和课程考核等环节入手%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引导的高效课堂%提高课堂的趣味性和活跃程度%以

达到专创融合的效果%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

思维%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素养$

;;参考文献
&

(%);叶恬如(专创融合视角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0)(中国市场%!"!"!%6" &%:$ #%:)(

(!);董?%陈凤贞(信息化背景下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实

践与创新(0)(卫生职业教育%!"%,%*$!":" &6, #+"(

(*);任秀英%王洋%方磊(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

的问题与对策研究(0)(林区教学%!"!"!"+" &6: #6,(

(6);蒲小猛%郭艳玲%王琳(基于创新创业的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建

设研究(0)(卫生职业教育%!"%)%*:!"!" &!) #*"(

(+);程愉(浅谈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解剖生理学 >aJ教学(0)(

科学咨询!科技*管理" %!"!"!"%" &+%(

(:);李爽(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课程体系整体优化及效果研究(0)(

卫生职业教育%!"%,%*$!%," &6% #6*(

($);李月%翟晓棠%何勇(基于职业实践的高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课程改革(0)(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6 #%!)(

!责任编辑#袁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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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马忠诚%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医学英语教学与翻译%1#2345&*)%)",*"!788(9'2$

民办高校教学改革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BB!!!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为例

马忠诚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河南 新乡 6+*""*"

摘要#;目的;对民办高校教学改革研究开展可视化分析$ 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数据来源%检索 !"%" 年 #

!"%, 年间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的教学改革文献%使用 kS-_4MZMW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 结果;!"%" 年 #!"%, 年间%发

文量逐渐增加%以医学为特色的学科'课程研究逐步深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范围增加$ 结论;

提高研究质量%均衡研究领域%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是实现学校教学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民办高校#教学改革#可视化

中图分类号&/:6!("

Z0:?.30d.,0-/-*30,)2.,?2):-/,).+(0/O 2)*-28 0/420=.,)+-33)O):

=<RQ'HI?9QMHI

!A$6,*2. C(.20(2,A("0%78%!(./0(. 1$%%,2,$&3*.4*(.2 +,-*"(%@.*5,6)*78%3*.4*(.2%9,.(. 6+*""*"!1:,2.+,&;;1<)+,0=)

;A'9'H[G9X_4PG354̀M[ 3H35]P4P'YPXG[4MP'H XM39Q4HIWMY'W24H VW4_3XM9'55MIMP("),(-5:;TP4HIBQ4H3&3X4'H35EH'Z5M[IM

KHYW3PXWG9XGWM!B&EK" 3PXQM[3X3P'GW9M%XM39Q4HIWMY'W2?WM53XM[ 54XMW3XGWMP'Y-3H8G3H B'55MIM'YL4HU43HI=M[4935TH4_MWP4X]

YW'2!"%" X'!"%, ZMWMWMXW4M_M[ 3H[ _4PG354̀M[ Z4XQ kS-_4MZMWP'YXZ3WM(>):?3,:;DW'2!"%" X'!"%,%XQMHG2\MW'Y54XMW3XGWMP

VG\54PQM[ IW3[G355]4H9WM3PM[%PXG[4MP'H PVM94Y492M[494HM?\3PM[ [4P94V54HMP3H[ 9'GWPMP[MMVMHM[%IW3[G355]\M9'24HIWMPM3W9Q

Q'XPV'XP%3H[ XQMP9'VM'Y3VV5493X4'H 'YHMZXM9QH'5'I4MP3H[ 9'H9MVXP4H9WM3PM[(9-/+3?:0-/;K2VW'_4HIWMPM3W9Q 8G354X]%\35?

3H94HIWMPM3W9Q Y4M5[P%3H[ Y'W2G53X4HIX3WIMXM[ PGVV'WXV'5494MP3WMIG3W3HXMMPY'W39Q4M_4HIQ4IQ?8G354X][M_M5'V2MHX'YXM39Q4HI

3H[ WMPM3W9Q(

@)A 7-25:&;VW4_3XM9'55MIM#XM39Q4HIWMY'W2#_4PG354̀3X4'H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民办

高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面临着机遇与挑战
(%)

%如何

进行改革%培养出更多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应用

型人才%是教学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永恒主题%本文以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为例%对教学改革相关的研究

内容'热点和趋势开展可视化分析%提供更加宏观的

视角%为教学改革研究提供实证支持$

%B资料与方法

%C%B资料来源与检索策略

检索中国知网!B&EK"中收录的已经公开发表

的文献%检索策略 h主题&/教改0或含/教学改革0

并且作者单位/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0%检索年限为

!"%" 年 #!"%, 年$ 检索完成后%对检出文献进一步

审核%重复文献以一篇计$

%CDB分析方法

以 1U9M5软件统计检索文献的题目'发文期刊'

年限等基本信息$ 采用可视化工具 kS-_4MZMW绘制

关键词共现'作者共现'研究热点图谱$ 分析该校教

改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CEB可视化说明

可视化是一种对大规模非数值数据或信息进行

计量处理%并通过图形图像进行展示的方法$ kS-?

_4MZMW是由荷兰雷登大学开发的可视化分析软

件
(!)

%可以实现对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从时间和

空间维度提供有效信息$

DB结果

DC%B文献总体状况分析

某一学科领域内的研究文献年度产出分布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水

平
(*)

%发文量是衡量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发展状况

的重要指标
(6)

$ 经过检索和审查%共纳入 $, 例文

献%将文献导入 1U9M5%按时间顺序进行统计%结果

!图 %"显示%自 !"%" 年以来%涉及教改的文献发文

量逐步增加%反映出教学改革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尤

其是 !"%, 年%发文量急剧增加%显示教改研究的地

位得到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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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DI%I 年 $DI%N 年发文趋势

;;对文献分布开展可视化分析%期刊分布 !图

!<"结果显示%相关研究主要发表在 +科技视界,'

+教育科技论坛,'+新乡医学院学报,'+教育现代

化,'+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等期刊上%而核心期刊仅

两篇 !+中国成人教育 ,

(+ #:)

" %仅占全部文献的

!(+C%从基金分布!图 !a"来看%文献基金的主要来

源为&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河南省高等学校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乡医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

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河南省高等

学校重点科研项目%总计占比为 *%C%其他基金来

源占比 :,C$

图 DB文献期刊分布$!%和基金分布$b%

DCDB教学改革研究的热点动向

使用 kS-_4MZMW软件生成关键词共现 bMHP4X]

k4PG354̀3X4'H 热点视图 !图 *"%根据节点数量'节点

间的联系程度%颜色深浅不同进行匹配%颜色越亮表

示密度越高%也表示该领域研究热点越高%热点视图

是 kS-_4MZMW的一大特色
($)

%热点图结果显示%在核

心关键词中%高频关键词分别为&教学改革'实验教

学'独立学院'实践教学'医学院校'改革%在关键词

中涉及具体学科或课程的高频关键词分别为&临床

微生物学与检验'医用化学'医学英语'组织学与胚

胎学$

图 EB教学改革研究热点图谱

DCEB历史特征分析

关键词时间重叠图谱!图 6"分析显示%!"%6 年

之前%相关教学改革的文献关注的焦点是教学现状

和教学模式%!"%6 年后%关注焦点更加多元化和具

体化%对实验教学的关注程度提高%涉及具体的课程

如+组织学与胚胎学,'+临床微生物学与检验,'+生

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尤其是 !"%: 年后%随着新

技术新理念的出现%文献开始关注虚拟现实!k4WXG35

@M354X]%k@" 技术%以及产出导向 !SGX9'2Ma3PM[

1[G93X4'H%Sa1"和问题导向 !>W'\5M2a3PM[ JM3WH?

4HI%>aJ"教育理念在高校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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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FB关键词时间重叠图谱

EB讨论

!"%+ 年 %" 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

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高校办学思路应向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应用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转变
())

$ 作为一所以医学为

特色的地方民办高校%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极响应

国家号召%开展了积极探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内涵$ 通过对该校 !"%" #!"%, 年间教学改革文献

开展可视化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教学改革日益深入%对教学改革的程度日

益加强%各个部门都积极响应国家和学校号召%发文

量日益增加$

!!"教学改革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从最初的

宏观层面研究转向全方位研究%并且对具体课程%具

体学科的研究逐渐增强%拓展了教学改革的广度和

深度$

!*"特色更加鲜明%在可视化图谱中%医学院

校'医学课程反复出现%显示出该校教学改革既依托

学校特色%又强化了学校特色%民办高校产教融合政

策不仅体现在教学层面%也应当体现在教学改革研

究层面
(,)

$

!6"新技术'新理念与教学改革研究深度融合$

新技术'新理念既是教学改革的工具%也是教学改革

研究的对象$ 教学改革紧跟技术潮流%思想潮流%既

是民办院校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满足社会发展的

应有之义$

同时%可视化图谱还反映出目前高质量研究文

献严重匮乏#学科'课程研究不均衡#新技术'新理念

应用范围不广泛等问题%因此需要积极加强政策引

导%学术引领%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为学校的高质

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

(%);高伟云%杨忠辉(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及其对策探讨

(0)(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6!"!" &*, #6%(

(!);&MMP03H _3H 19̂%JG['i35X23H%@'22MWXbM̂^MW%MX35(<9'2?

V3W4P'H 'YXZ'XM9QH48GMPY'W\4\54'2MXW4923VV4HI&=G5X4[42MH?

P4'H35P9354HI3H[ kS- (0)(0'GWH35'YXQM<2MW493H -'94MX]Y'W

KHY'W23X4'H oAM9QH'5'I]%!"%"%:%!%!" &!6"+ #!6%:(

(*);赵蓉英%王晴(近 !" 年来国内竞争情报研究的结构特征与热

点透视333基于 B&EK的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0)(情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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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状及满意度调查分析 (0)(中国公共卫生%!"%$%*+

!%%%%" &% #6(

($);胡志刚%林歌歌%孙太安等(基于 kS-_4MZMW的我国各省市科研

热点领域分析(0)(科学与管理%!"%$%*$!"6" &66 #+%(

());中国政府网(三部门引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

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 (1afSJ)((!"%+ #%% #%: ) QXXV&ff

ZZZ(I'_(9HfU4HZMHf!"%+ #%%f%:f9'HXMHXs+"%*%:+(QX2(

(,);万轶%沙鑫美%徐伟(民办高校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的实施策略

(0)(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 &:$ #:,(

!责任编辑#高;姿"

*+)*第 ! 期;;;;;;;;;;;;;;;;;马忠诚&民办高校教学改革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杨清云%男%助理实验师%硕士%研究方向&计算机%1#2345&6$"%*+!!$788(9'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录制微课方法初探

杨清云%

! 张改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教育技术中心%河南 新乡 6+*"""#!(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改革的不断发展%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学生们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

求$ 以短小精悍的视频为载体的微课为支撑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灵活的将传统课堂教学优势与丰富的网络资源相

互结合%从而实现教育教学的革新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进行面授课程%全部转移到线上教学%

微课视频对混合式线上教学更是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师在家进行微课录制的方法进行

探索%为以微课视频为主的线上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更多可以实践的方法$

关键词&;微课录制#新冠肺炎疫情#混合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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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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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i4XQ XQM9'HX4HG'GP[M_M5'V2MHX'Y4HY'W23X4'H XM9QH'5'I]3H[ M[G93X4'H WMY'W2%XQMXW3[4X4'H35953PPW''2

XM39Q4HI2'[M4P4H9WM3P4HI5]GH3\5MX'2MMXXQM[4_MWP4Y4M[ 3H[ VMWP'H354̀M[ HMM[P'YPXG[MHXP(AQM24UM[ XM39Q4HI2'[MPGVV'W?

XM[ \]249W'?5MPP'HP\3PM[ 'H PQ'WX3H[ 9'H94PM_4[M'93H Y5MU4\5]9'2\4HMXQM3[_3HX3IMP'YXW3[4X4'H35953PPW''2XM39Q4HIZ4XQ

3\GH[3HXHMXZ'Ŵ WMP'GW9MP%XQMWM\]WM354̀4HIXQM4HH'_3X4'H 'YM[G93X4'H 3H[ XM39Q4HI3H[ 42VW'_4HIXQMXM39Q4HI8G354X](bGW4HI

XQMBSkKb?%, MV4[M249%Y39M?X'?Y39M9'GWPMPZMWMH'X3_3453\5M%3H[ 355ZMWMXW3HPYMWWM[ X''H54HMXM39Q4HI(=49W'?9'GWPM_4[M'

V53]M[ 3H 4WWMV539M3\5MW'5M4H 24UM[ 'H54HMXM39Q4HI(KH XQ4PV3VMW%XQM2MXQ'[ 'Y249W'5MPP'H WM9'W[4HI9'H[G9XM[ \]XM39QMWP

3XQ'2M[GW4HIXQMBSkKb?%, MV4[M249Z3PMUV5'WM[%P'3PX'VW'_4[M2'WMVW39X49352MXQ'[PY'W'H54HM24UM[ XM39Q4HI2'[MP

\3PM[ 'H 249W'?5MPP'H _4[M'(

@)A 7-25:&;249W'?5MPP'H WM9'W[4HI#BSkKb?%, MV4[M249#24UM[ XM39Q4HI

;;/微课0又叫做/微课程0%是指运用信息技术按

照认知规律%以短小精悍的视频为表现形式%针对某

一知识点或者教学环节而设计开发的一种结构化数

字资源$ 自 !"%% 年/微课0的概念在国内首次被提

出以来%因其主题突出'篇幅短小'应用灵活等特点%

特别适合/信息化0教育发展需要%迅速被我国教育

学者们所接受
(%)

$ 随着 !"!" 年新冠肺炎病毒的肆

虐%开学日期被多次推迟%响应教育部号召%全国大

中小学/停学不听课0%线上混合式教学被迅速推广

开来%以知识点'碎片化为主的微课深受广大师生喜

爱$ 家中没有专业微课录播设备%电脑仅仅是家用

为主%配置参数一般%配有简单的摄像头和并不专业

的麦克风%在设备环境如此简陋的情况下%如何录制

出精美的微课视频进而支撑线上混合式教学%是本

次研究首要解决的问题$

%B录制微课的前期准备

微课主要特点是小而精%微课的/微0主要体现

在碎片化'精微化的发展趋势%制作微课前首先选取

制作微课的知识点%在选取知识点时切忌贪多贪大%

选取的知识点必须有代表性%精细到平时面授时不

容易讲解清楚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问题
(!)

$ 在确定

了录制微课的知识点后%首先需要准备 >>A的设计

制作%课程讲解类微课需结合 >>A更能让学者所接

受%制作微课所使用的 >>A和一般面授上课时所用

>>A是有所区别的%不论从色彩搭配%图文搭配还是

动画设计上都要更为精致%并且多使用相关动画'视

频配上简洁的文字去呈现%让画面生动吸引眼球%而

不是一页 >>A静止不动的长时间讲解
(*)

#其次%结

合 >>A撰写微课制作讲解稿%从知识点的引入'课

程的讲解到课后作业或者问题的拓展%要有全程的

解说设计%讲解稿要做到语言简洁有序%重难点突

出%层次分明#最后利用电脑对麦克风和摄像头!如

果需要使用"进行调试%设置到最佳状态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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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在家微课录制的方法探索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平时收费的直播平台

和课程平台纷纷免费开放%让教师们的网络混合式

授课有了更多的选择$ 但是因为网络的稳定性'直

播平台的承载量和直播时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使得

直播授课的时间受到很大的限制%教师必须结合授

课实际情况提前进行微课制作辅助教学$ 通过调研

测试%结合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教师疫情期间实际

微课录制情况%总结出比较实用又各具特色的 * 种

在家录制微课的方法&

DC%Bcc屏幕录制

我校教师在平时生活办公中一直在使用 ..%

使用起来特别方便%对电脑配置基本上无过多要求%

新版 ..自带了屏幕录制功能%简单易用%录制出来

的视频画面清晰%文件尺寸不大%适合长时间进行录

制和保存%疫情期间深受我校教师喜爱%是本次研究

中使用最简便的一款微课录制软件%缺点是录出来

微课视频相对单一无趣%如若能结合后期剪辑软件

进行深度加工%便可制作出更优质的微课资源
(+)

$

操作步骤&把 ..更新到最新版本%电脑端登录

..%任意打开一个对话窗口%将鼠标移至 ..对话

窗口的截图位置%在弹出的选择框中选择 /屏幕录

制0或者直接使用快捷键/BXW5g<5Xg-0%接下来可

以选择全屏录制或者任意大小窗口录制%点击 /录

制屏幕0%按照之前设计好的步骤开始录制微课%最

后%录制完成选择/结束录制0%自动生成微课视频%

选择路径保存视频文件即可$

DCDB#;â Z录课助手

>SJOk录课助手也叫做 >JSOk直播助手社区

版%支持视频录制播放功能%适用于软件教育以及文

档讲课等场景使用%可以支持多排自由切换$ 相比

..屏幕录制更为专业%可以录制摄像头内容%让录

制出来的微课视频形式更加多样化%更加有趣味性%

和专业录播教室录出来的效果更为接近%更容易抓

住学习者的注意力%对电脑配置要求不高%特别适合

教室居家进行微课录制$

操作步骤&到 >SJOk官网下载/录课助手0%并

按提示进行成功安装%双击运行 />SJOk录课助

手0#在打开界面的左下方点击/添加摄像头0和/添

加 >>A0%摄像头画面可以设置在画面的任意位置'

大小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置%接下来点击界面右

下角的/开始录制0按钮%进行微课录制%之后按设

计好的步骤开始正常录课#最后等到录制完成%点击

屏幕右下角/结束录制0按钮%再点击旁边/录制文

件目录0%即可找到录制的微课视频$

DCEB9.8,.:0. ],?50- 录制屏幕

B32X3P43-XG[4'是最专业的屏幕录像和编辑的

软件套装$ 软件提供了强大的屏幕录像 !B32X3P43

@M9'W[MW"'视频的剪辑和编辑!B32X3P43-XG[4'"'视

频菜 单 制 作 ! B32X3P43=MHG=3̂MW"' 视 频 剧 场

!B32X3P43AQM3XMW"和视频播放功能!B32X3P43>53]?

MW"等$ 使用本套装软件%用户可以方便地进行屏幕

操作的录制和配音'视频的剪辑和转场动画'添加说

明字幕和水印'制作视频封面和菜单'视频压缩和播

放等操作$

B32X3P43-XG[4'这款软件是三全学院各个教学

单位一直在推广使用的微课录制和制作软件%不仅

可以录课%还可以进行后期剪辑%功能十分强大%并

且软件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低%也比较适合我们疫

情期间在家进行微课录制$

操作步骤&在网上下载破解汉化版 B32X3P43

-XG[4'软件%按照提示进行成功安装%双击运行

B32X3P43-XG[4'软件#然后点击界面左上角/录制屏

幕0 后边的下拉三角% 单击 /录制 >'ZMW>'4HX0%

B32X3P43-XG[4'界面隐藏%打开要录制的 >>A%在加

载项中单击/录制0%在弹出的界面右下角点击/开

始录制0%便可以进行课程录制#最后%>>A播放完毕

弹出的对话框选择/停止录制0按钮%选择保存位置

后%对弹出的下一个对话框选择 /生成录像0%这里

只探讨录制方法%不展开讨论/编辑录像0$

EB微课群制作

所谓微课群%即使用相同的技术手段'相似的制

作风格%对同一课程的不同知识点制作若干个微课

组成的微课程群组$ 单个的微课无法支撑起一门课

程的线上混合式教学%积少成多%将一门课程中适合

制作微课的知识点制作成微课群才能更好的辅助线

上混合式教学$

FB结束语

在信息化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微课视频的制

作和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将面授课程全部转移到线上教学%微课视频对混

合式线上教学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教师只有找对

微课录制方法%精进自己的微课制作水平%就可以更

为高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

$ 本文以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教师在家进行微课录制的方法进行探

索%希望可以为以微课视频为主的线上混合式教学

模式提供更多可以实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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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转课堂 h任务型)教学模式探究

张松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河南 新乡 6+*""""

摘要#;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基础通识课程%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网络授课作为教育部/停课不停学0理念的唯一实践方法%给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契机$ 本文通过研究疫情防控期间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引入/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的具体手段'方法

及效果%以期在保障教学质量的同时%探索大学英语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提升大学英语教育质量$

关键词&;新冠肺炎#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任务型教学

中图分类号&/:6!("

>):).2+(-/,()/e3044)593.::2--8h'.:W61.:)50 3./O?.O),).+(0/O 5?20/O 42)=)/,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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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3\3P49IMHMW359'GWPM4H Q4IQMWM[G93X4'H%B'55MIM1HI54PQ 9'GWPMHM_MWPX'VPXQMV39M'YMUV5'W3X4'H 4H

XMW2P'YXM39Q4HIWMY'W2(bGW4HIXQMVWM_MHX4'H 3H[ 9'HXW'5'YBSkKb?%,%GP4HI2'[MWH M[G93X4'H35XM9QH'5'I]Y'WHMXZ'ŴXM39Q?

4HI%XQM'H5]VW39X49352MXQ'[ X'42V5M2MHXXQM=4H4PXW]'Y1[G93X4'HjP9'H9MVX'Y/PGPVMH[4HI953PPMPZ4XQ'GXPGPVMH[4HI5M3WH?

4HI0%VW'_4[MP3I''[ 'VV'WXGH4X]Y'W9'55MIM1HI54PQ XM39Q4HIWMY'W23X4'H(AQW'GIQ PG223W4̀4HIXQMPVM94Y49VW39X49MP%2MXQ'[P

3H[ MYYM9XP'Y4HXW'[G94HIXQM/D54VVM[ B53PPW''2 gA3P̂?\3PM[0 53HIG3IMXM39Q4HI2'[M4HX'B'55MIM1HI54PQ 9'GWPM%XQ4PMPP3]

342PX'MUV5'WMHMZXM39Q4HI2MXQ'[P3H[ 9'H9MVXP'Y9'55MIM1HI54PQ 3H[ 9'HXW4\GXMX'XQM9'HX4HG'GP42VW'_M2MHX'Y9'55MIM

1HI54PQ M[G93X4'H(

@)A 7-25:&;BSkKb?%,#9'55MIM1HI54PQ#Y54VVM[ 953PPW''2#X3P̂?\3PM[ XM39Q4HI

;;!"!"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BSkb#%,"肆

虐华夏大地$ 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教育部明确要

求各地延迟开学$ 为贯彻实施/停课不停学0%笔者

所在院校在各部门通力协作的基础上%为教师搭建

或沟通各种网络授课平台%为/停课不停学0期间的

教学活动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 对于大学英语这种

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来说%对于已经习惯了面对面讲

授的大学英语教师来说%网络授课是一种全新的挑

战$ 但是%对于持续进行中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而

言%也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在此背景下%在大学英语

网络授课过程中引入/翻转课堂 g任务型教学0模

式%可以说是对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作出的一次新的

尝试和探索$

%B(翻转课堂 h任务型)教学模式

教育部 !"%$ 年最新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中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以采用任务式'

合作式'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体现以教师为

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使教学活动实现由

5教j向5学j的转变%使教学过程实现由关注5教学目

的j向关注5学的需要j的转变%形成以教师引导和启

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为主要特征的教学常态
(%)

$

教学方法的运用应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引导和帮助他们掌握学习策略%学会学习$ 教师要

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课堂教学与现

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自主学习路径和丰富的自主学

习资源%促使学生从 5被动学习j向 5主动学习j转

变0$ 在此背景下%/翻转课堂 g任务型教学0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进一步深化我校大学英语教

学改革%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有着积极的促进意

义$

%C%B翻转课堂

翻转 课 堂 ! D54VVM[ B53PPW''2fKH_MWXM[ B53PP?

W''2"教学%是指在信息化的环境中%课前由课程教

师将课堂的主要内容以微视频的形式进行录制并上

传至网络%学生借助互联网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并

完成相应的练习#课中由师生协作完成作业答疑'协

作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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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实现了四个方

面的翻转$ 首先是授课流程的翻转%即将传统课堂

的/课堂讲解3课后讨论0反转为/课前自学3课堂

讨论0%让学生在课前通过网络自主学习课本内容%

到了课堂上则针对自己在自学中不懂的题目进行自

主讨论$ 其次是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的翻转%翻转

课堂教学的课堂主体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课堂内容

不是老师对知识的逐字逐句讲解和学生的被动接受

与记忆%而是学生的主动讨论和在教师引导下的答

疑解难$ 再次是教学工具的翻转%翻转课堂教学充

分利用当前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优势%录制教学

视频并上传互联网%不仅使授课不受时间和地点的

限制%让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进行随时

随地的学习%师生还可以通过学习社区进行学习交

流'沟通探讨#最后是评价模式的翻转%翻转课堂教

学采用截然不同的/基于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

察'记录'反思而作出的发展性评价的0形成性评价

方式%通过口头报告'阶段性考试'学生自评和小组

成员互评的方式建立学生的电子学习档案%帮助老

师更加明确教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

并及时修改或调整教学计划%从而获得更加理想的

教学效果$

%CDB任务型教学

任务型教学法!A3P̂ #\3PM[ 53HIG3IMXM39Q4HI"

作为交际法教学与第二语言研究两大领域有机融合

的重要产物%是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逐渐发展起

来的一种教学方法$ 它具体指的是%在语言教学工

作中%要根据现实生活的交际需要来确定语言学习

任务%由学生围绕这一任务制订计划并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实现计划'完成任务%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

评估自己的学习
(!)

$

英国语言学家 03HMi4554P!%,,: "在 <DW32M?

Z'Ŵ Y'WA3P̂ #\3PM[ JM3WH4HI一书中把任务型教学

过程分成前任务 !>WM#X3P̂"'任务循环流程 !A3P̂

#9]95M"和语言聚焦!J3HIG3IMY'9GP"三个阶段
(*)

$

在前任务环节%由教师设计任务并将任务分配给学

生#任务循环流程环节由学生来发挥主动%首先学生

分组执行教师分配的任务%并以任务报告的形式展

示本组学生完成任务的具体情况#语言聚焦环节在

学生报告任务完成情况的基础上在教师指导下进行

进一步的语言操练$ 三个阶段环环相扣%通过具体

活动和任务的演练来使用语言%从而促进学生语言

综合应用能力%具有很强的实际操作意义$

/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将/翻转课堂0

教学与/任务型教学0进行了有机融合$ 首先%课前

教师通过发布小组任务的形式将学习资料以微视频

的形式发送给学生%让学生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完

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在课堂上%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

主体%通过任务报告的形式来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其他同学通过小组讨论'分组辩论等形式来完成知

识的分解'消化和吸收%教师则作为课堂活动的组织

者和指导者在学生遇到困难或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时给予一定的指导或参与讨论#课后%依托网络学习

平台的作业功能和单元测试功能对学生进行听'说'

写'译等全方位的能力培训和测试%从而督促学生将

知识转化为实践%最终达到/能说会用0英语这门语

言的最终目的$

DB疫情防控期间(翻转课堂 h任务型)教学

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

DC%B学情分析

/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取

决于学生$ 因此%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应用于教学实

践之前对学情进行详细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学习大学英语的学生均为大学一二年级的学

生%在经过初高中阶段的英语学习后%他们已经掌握

了一定的英语词汇基础'基本的句子结构及常见的

几种从句%具备了自主分析长句或结构较为复杂的

句子的基本能力以及听力理解'自主阅读'独立写作

和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学生对基本的网络知识及

运用能力较为熟练%且对常用的网络授课平台可以

做到熟练操作和使用%具备了较为充足的接受网络

授课的经验%能够应对网络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

突发状况#学生们普遍具有较强的英语学习意愿和

参与课堂活动的意愿%同时其在校期间与任课教师

及其他同学之间培养的友谊也使之能够与教师和其

他同学默契配合$

DCDB具体操作

/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的实现必须依

托各类成熟的网络教学平台和交流平台$ 笔者所执

教院校的大学英语课程授课主要依托于腾讯公司推

出的多人聊天交流公众平台 ..群'外研社 TH4VGP

旗下的在线学习平台/T校园0<>>%学堂在线与清

华大学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

/雨课堂 0 来进行%同时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

!T=SSBP" 作为课外补充材料供学生自主学习

使用$

/翻转课堂 g任务型0在新冠疫情防控时期大

学英语网络授课过程中的具体操作如下&课前%教师

在糅合单元重点'难点及新知识的基础上创建 >>A'

制作短视频和课前在线测试内容并上传至 /雨课

堂0和 ..群%让学生利用课下时间预先了解该单元

*,)*第 ! 期;;;;;;;;;;;;;;;张松竹&新冠疫情防控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探究



的新知识与重难点%并要求其通过/T校园0<>>的

学生端完成新课程内容学习后自主完成在线测试#

同时%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并给每个小组分配

相应的任务%要求组员在预习的过程中通过沟通'讨

论和互相配合来完成小组任务#学生可以自行学习

中国高校外语慕课平台上的资源以作课内知识的预

习补充$ 课中%依托腾讯 ..平台的 /群课程 0和

/屏幕分享0功能以小组为单位在课堂上进行活动

展示'讨论'交流与反馈$ 课堂活动展示部分%由于

网络授课存在的局限性%主要采用根据任务组内随

机提问的形式进行展开#讨论和交流由学生自行以

小组为单位在课前与课后进行%内容主要包括学生

在自主学习时所采用的策略'课前自学中发现的问

题和难题'学习材料的难易度及自我效能感等#课上

反馈重在处理学生在预习时遇到的难题%特别是在

经过课下讨论仍无法解决的难题以及学生在展示过

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错误%由教师在课堂上给出

进一步的指导后帮助学生在课下进行进一步的探

索%从而真正做到对新知识的正确理解和熟练掌握$

课后%师生'生生协作互动&首先%学生需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手机或电脑客户端完成教师发布的书面作业

和在 T校园学生版 <>>上的练习和相应的测试%教

师对学生成绩进行归档%详细分析并总结学生在本

单元的学习中反应来的共性问题%然后适当调整下

一次课教学工作的侧重点#小组各位成员对各自对

本单元的学习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和互评%同

时每位学生需将自己在本次课上学习到的新知识进

行归纳整合后由教师进行整体评估$ 评估完成后再

由教师反馈给全体同学并作为学生复习单元要点时

的重要参考$

EB(翻转课堂 h任务型)教学模式的优势及

效果

;;在将该教学模式付诸教学实践一段时间后%对

学生通过问卷调查及课后直接反馈的方式来了解学

生对该教学模式的认可度和接受度$

通过整理并总结调查问卷和课后反馈的结果发

现%该教学模式在帮助提升学生英语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及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均具有明显优势%也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学生通过调动自身在学习过

程中的主动性并积极参与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不

仅提高了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大幅度地提高了

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学生通过运用学习平台和

课前预习材料的自主学习%提升了自身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独立承担责任能力#在教学任务构建中给学

生设定的特定语言任务和语言环境让学生更加重视

语言意义'语言功能及结构形式%帮助其提高并增强

了英语语言表达和输出能力#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不

同的学习材料设定明确的学习任务%调动了学生参

与英语教学的积极性%让其明确了自己在教学活动

中的主体责任%改变了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被动

接受的状态%使其真正做到/学有所用%学为所用0#

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构建的难易度不同的学习

任务也为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协作和互动营

造了良好的环境#学生通过参与团队活动和组内讨

论%培养和提升了其竞争意识'交流沟通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也

有利于其建立学好英语的自信心以及良好的人际

关系$

与此同时%/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对教

师自身职业素养的提升也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翻

转课堂要求教师在熟悉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具备较高

的信息技术水平%才能制作出能够吸引学生学习兴

趣的微课'短视频等学习资料%任务型教学要求教师

能够根据教材设计出适合不同学习程度学生的学习

任务$ 同时%教师在要求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同时%还需充当监督者的角色%监督学生有效

合理地利用网络资源$ 所以%/翻转课堂 g任务型0

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

力%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教学能

力
(6)

$

FB结论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 g任务型0教学模式在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教师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平台%以供

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合理利用网络来促进自己

的学习#教师根据课文主题增加口语练习来鼓励学

生输出观点%在训练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同

时帮助提升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使命感#教师采用

翻转课堂结合任务型教学的授课形式帮助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为培养和提高医

学生所必须具备的善于独立承担责任'自觉的协调

意识'合作精神'交流技巧与能力和出色的医患'医

医沟通意识等职业素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作为大学英语一线教师%我们应当充分利用线

下传统教学和线上网络教学的优势%根据学生的实

际需求和课程教学的实际要求%打造 /线下线上一

体化0的教学模式
(+)

%破冰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的困

境%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协作等各方面能力的

同时%巩固大学英语的教学效果%提升大学英语的整

体教育质量$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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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的尝试与探索

罗虎! 范志茹! 任培乐! 马晓丽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线上教学具有资源广泛'内容丰富'学生喜闻乐见的特点%但是也存在着教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学生教学

效果难以评价等问题$ 本文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的实践%分析了线上教学的优势与不足%并

从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希望能够对线上教学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冠肺炎#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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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25:&;BSkKb?%,#VQ]P4'5'I]MUVMW42MHX#'H54HMXM39Q4HI#MUV5'W3X4'H

;;!"!"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

各行各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为了全力防控疫情%

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健康安全%国家提出了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的建议
(% #!)

%各地各类学校纷纷利用

现有网络资源%积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 在互联网

g教育模式下%网络技术被应用到学校教学'科研'

办公'远程培训教育等多方面$ 虽然教育信息化发

展的很快%但是在高校实际教学中发现%网络教学还

是以日常的多媒体教学为主%而且使用内容也比较

单一%主要是播放课件'小视频等%没有达到真正意

义上的线上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线上教学活动的实

施%使本人对线上线下教学工作有了更加深入的了

解%对今后的教学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B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的过程

生理学是一门来自实验的科学%生理学实验是

生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能够达到与实验

室上课一样的教学效果%学校统一安排%购买实验室

虚拟仿真平台系统%教师们利用网络平台%采用线上

教学与线下教学有机结合的授课方式%积极备课%设

计制作各类短视频%并通过线上平台在线与学生进

行互动交流%讨论实验中的关键环节%引导学生在实

验操作前通过虚拟仿真平台预习实验做好充分的准

备工作$ 根据线上教学内容讲解%对课堂练习'课后

作业等进行安排%要求学生课后在虚拟仿真平台反

复练习并提交实验报告$ 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保证

了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基本完成了教学任务%达到

教学效果$

DB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的优势

DC%B有利于与线下课程教学的融合

网络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

学习惯和模式$ 线上教学方便'自由%内容丰富%但

是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了新要求$ 在网络教学刚开

始时%由于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兴趣%一些教师利用网

络教学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集资料%为了达到

预期的课堂效果%想尽办法增加各类网络资源%甚至

一些不相关的内容也被引入进来%造成教学目标不

明确%教学内容与实际出现偏差$ 线上教学要求教

师要做好线下备课和准备%需要学生要有一定的自

觉性%而且线上教学让人与人之间交流越来越少$

线下教学则方便知识的交流'促进沟通%但是教学时

间不能自由安排%能够获取的知识量就会相对减少$

因此%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可以发挥优势互

补%更有利于教学目标的达成$

DCDB符合当前大学生的学习需求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让随

时随地上网成为现实$ 特别是当前的大学生%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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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一部%电脑'平板等产品也不缺乏%这为学生进

行线上教学提供了硬件保障$ 学生可以选择使用电

脑或者手机进行操作%学生根据自己方便的方式选

择学习工具%还可以参加线下的面对面教学%教学形

式多样化$ 另外%线上教学中的资源都在网上%学生

课堂上如果没有学习透彻%在课余时间还可以进行

复学#在参与线下学习后%再次回看线上内容%更容

易对知识有新的体会#线上内容可以多次回看%重复

学习%温故知新%帮助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 而且学

习时间更加自由化%学生甚至可以有效利用碎片化

时间自主安排学习$ 此外%线上教学可以让学生在

线上讨论区有发言的空间%线下面对面的交流中也

有发声的机会%避免面对冷漠的屏幕孤独地学习以

及教师满堂灌现象$ 学生通过讨论%亲身参与到学

习中%容易对知识产生共鸣%提高学习的兴趣$ 学生

更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学习的主体而存在%有利

于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DCEB有利于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对我国各行业都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也让线上教学成为了热门$ 各类线上教

学平台纷纷推出各类教学资源%丰富了教学的选择$

比如慕课'爱课程'优课联盟等等$ 这些平台的线上

教学资源的共同特点是资源优质%各类课程都是本

校优秀教师精心准备的教学内容%使用学校的教师

和学生都能分享名校名师的教学过程$ 而在线下%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讨论与交流%也是资源共享'

知识分享的过程$ 这次线上教学可以让资源更丰

富%让学生可以从更多样的角度'更广阔的视野去理

解生理学实验的理论与知识$

EB生理学实验线上教学的不足

EC%B教师的自主性不足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很多教师教学都是通过线

下与线上结合的形式进行的
(*)

$ 纯粹的线上教学

在大学里还不太多$ 这次疫情让线上网络教学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在满足基本教学需要的同时%也暴露

了一些问题$ 比如教师的自主性不足问题$ 在常规

的教学中%教师通过线下备课'做课件'引用网络资

源等形式准备课程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按部就班上

课就可以了%相当一部分教师也很少接触线上教学$

很多教师特别是非计算机'信息等专业的教师%对于

各类网络技术的应用和操作都不熟悉%短时间内掌

握线上教学的方法还有难度$ 这次线上教学的开展

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对策%一些教师在家里网络基

本条件不完善%孩子也需要上网课%繁琐的认证'注

册和各类模块的操作让教师逐渐失去耐心%教师的

积极主动性受到了影响
(6)

$

ECDB学生情况不一&难以检验学习效果

这次线上教学活动基本能够正常开展%大部分

学生也都积极参与进来%在体验不同教学方式的同

时%完成了学习任务%收获了知识$ 但是%线上教学

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学生迟迟不能进入系统%影响了

教学进度$ 一些学生不能按时上网打卡签到%一些

学生露个面就下线了%课堂上安排的一些讨论学生

参与率不高$ 虽然每节课程都按时完成%但是究竟

教学效果怎么样%还很难评价$

ECEB线上教学对学校软硬件提出了较高要求

线上教学需要各类教学资源的支撑$ 首先要有

具备线上教学的条件%比如网络平台'计算机等#其

次要有合适的资源平台%各类平台也是参差不齐%收

费不一#再者对教师和学生也提出了高要求$ 这些

都是线上教学需要面对的实际问题$

FB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生理学实验线上

教学的建议

FC%B学校方面

!%" 加强线上教学师资队伍培训$ 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教学的需要%线上教学将会是常态化的教学

模式$ 因此%加强任课教师专业知识培训%让教师系

统掌握线上教学平台使用的技能是最基本的要求$

另外%学校通过线上教学公开课'互听互评'教学督

导等多种形式%加强教师线上教学技能的训练%不断

提高教师线上教学能力$

!!"提供教学资源保障$ 学校要加强教学基础

设施建设%普及网络化教学平台%配备充足的线上教

学设施设备#要通过各类渠道收集购置各类平台教

学资源%为线上教学提供保障$

FCDB教师方面

!%"积极转变教学观念%适应线上线下教学的

模式$ 这次特殊时期的线上教学让我们看到了网络

教学的优势%在当前网络教学手段发达和资源丰富

的时代%我们要积极适应新时代发展对教学提出的

新要求$ 对于教师来说%要积极熟悉设备操作'课程

安排以及教学内容的整合%因此线上教学对教师的

素质要求更高$ 学生必须要严格按照限定的时间要

求完成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才能得到相应的课程

成绩和顺利完成课程任务$ 因此%这需要师生积极

转变观念%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

!!" 加强专业技能和教学知识的学习$ 线上教

学是一个新的教学环境%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

需要教师在转变观念的同时%加强自身各方面能力

的培育$ 首先%要加强专业技能的学习$ 熟悉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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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和客户端的使用学习$ 熟悉系统的板块设计与使

用要求%不断加强练习$ 其次%要加强教学手段和方

法的创新$ 线上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面对虚

拟的网络课堂%需要认真研究线上教学的技能技巧%

掌握线上与学生互动交流的方法%将线上线下的教

学方法整合%不断探索适应学生需求的教学模

式
(+)

$ 在具体的教学中%任课教师要根据教学计划

和教学大纲%编辑调整所选用课程资源%组织好学生

在线学习$ 在线教学过程中宏观把握所授课程%对

引用的课程资源进行认真分析研判%针对学生学习

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和补充$ 针对网络教学特点做好

教学准备%做到资料翔实%环节完整%教学过程具有

可操作性$ 在教学中要过程完备%突出重点难点%合

理设置直播'答疑'讨论'练习'作业'考核等环节%保

证教学效果$

FCEB学生方面

!%" 准备必备的教学设备$ 线上教学实现了移

动互联%只要在有比较稳定网络的情况下通过手机'

电脑'平板等都可以进行%这一点学生基本都已经实

现$

!!"掌握线上学习方法$ 课前%要根据教师的

安排做好课程预习和上课准备%熟悉课程讲授的重

点#课堂上要认真听讲%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活动%及

时消化课程难点#课后%要及时总结%加强知识的巩

固和学习%按时完成实验报告$

总之%通过这次网课学习%让我们对线上教学有

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实践%线上线下相互结合%有效

融合%能够对于生理学实验的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让我们积极转变思维%顺应时代发展和教育

教学的需求%积极学习新技能%让科技在教学中发挥

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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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共情能力的研究进展

闫浚玮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共情能力是护理工作者必备的一种能力%也是做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的基础条件$ 本文主要从共情能力

的含义'测量方法'作用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出发%综述了共情对改善临床护士与患者之间关系'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满

意度等影响%为护士共情能力的深入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共情能力#护患沟通#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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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V3XQ]4P3H 4H[4PVMHP3\5M3\454X]Y'WHGWP4HIZ'ŴMWP%3H[ 4X4P35P'3\3P499'H[4X4'H Y'WI''[?8G354X]HGWP4HI

PMW_49MP(a3PM[ 'H XQM2M3H4HI%2M3PGWM2MHX2MXQ'[P%YGH9X4'HP'YM2V3XQ]3H[ XQM9GWWMHXWMPM3W9Q P4XG3X4'H 3XQ'2M3H[ 3?

\W'3[%XQ4PV3VMWPG223W4̀MPXQM4HY5GMH9M'YM2V3XQ]'H 42VW'_4HIXQMWM53X4'HPQ4V \MXZMMH HGWPMP3H[ V3X4MHXP3H[ 42VW'_4HI

V3X4MHXPjP3X4PY39X4'H Z4XQ HGWP4HIPMW_49MP%P'3PX'VW'_4[M3WM543\5MXQM'WMX4935\3P4PY'WXQM4H?[MVXQ PXG[]'H HGWPMPjM2V3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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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医疗体制的改革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修订与完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和法

律维权意识均有所增强%与此同时%对就医质量的期

望值更是越来越高
(%)

$ 新医学模式的深入推广%使

得医疗卫生服务中单纯的生物学角度的诊断和治疗

已不能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疾病治疗过程中的心

理和社会因素不容忽视$ 由于社会对护理行业的认

识不足%护士常常被误解为仅仅是医生的 /跟班0%

是只会根据医嘱执行护理操作的人
(!)

$ 俗话说/三

分治疗%七分护理0%便是对临床护理工作重要性的

最好诠释$ 作为提供/七分护理0的护理人员来说%

则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 研究表明
(* #6)

%)"C以上

的护理矛盾及纠纷源自于护患沟通不到位%而护理

人员与患者及家属之间缺乏沟通和相互理解是造成

护患纠纷的主要原因$ 因此%如何与患者建立良好

的护患关系成为了当前我国医院护理人员的重要工

作任务和业务核心内容$ 良好的护患关系有助于患

者疾病的康复%有利于护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

进而提高患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和护士的工作满意

度$ 临床护理工作旨在为人类的健康服务%护患关

系是一种帮助性关系$ 而在所有形式的帮助性关系

中%共情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建立和发展

良好的护患关系$

共情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指从他人的角度%对

其情绪'需求与意图的一种将心比心的体会和理

解
(+)

$ 作为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技巧%共情既是一

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 目前%共情已经成为国内外

护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护理人员通过运用共

情%可以使患者更加理解护理工作%更加信任护理人

员%同时患者许多心理上的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理解和满足%护患之间产生共鸣%护患沟通的效果

增强%减少了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进而有利于护理

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

$ 本文对护士共情能力的

概念'测量方法'作用和国内外现状进行综述%以期

为日后护士共情能力的实施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方

向$

%B相关概念

%C%B共情

共情 !12V3XQ]" 一词起源于德国术语 /14H?

YGI5GHI0%又被称为移情'同理心'心理移位等%最早

由德国哲学家@'\MWXk4P9QMW!%)$* 年"提出$ 随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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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Z3W[ A4X9QMHMW! %,", 年 " 用了一个英文新词

/M2V3XQ]0取代了/14HYGI5GHI0%他认为人用心灵来

感受他人的情绪与情感的过程即为共情
($)

$ 作为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 @'IMWP! %,+$ 年 " 认

为
())

%共情是指站在他人的立场%对别人的处境和

情感的一种认同和理解$ 关于共情的概念%由于认

识的角度和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至今还未有统一

一致的界定方法$ 在心理学上%共情通常包括 * 个

方面的内容%分别为认知性共情'情感性共情和行为

性共情$ 其中%认知性共情是指对他人思想和情绪

的理解#情感性共情是指对他人产生的一种无意识

的共鸣#行为性共情是一种共情体验的沟通形

式
(,)

$ 因此%共情能力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人能够感

同身受地认同和理解别人的处境和情感的能力%是

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

%CDB护士共情能力

在临床工作中%护理人员为患者这一特殊的群

体服务%其共情能力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护理服

务工作的质量$ i0WM]H'5[P的研究中
(%")

%提出了一

个与护士相关的共情能力的定义%即护士理解患者

的感受并为其提供帮助性的人际沟通的能力$ 通过

对心理学'护理学的大量文献进行综述%可以把护士

共情能力的概念概述为&在临床护理实践的过程中%

护士能够从患者的角度出发%正确地感知患者的情

绪%识别并评价其情感状态%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护

理措施%以满足患者身心需要'减轻心理痛苦的一种

情感体验的能力
(%%)

$

DB共情能力的测量

据相关研究报道%共情能力测量的方法主要从

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包括自我评价法'患者评价法

和观察者评价法%使用的测量工具达 !" 个量表之

多$ 每一种测量工具都有其适用范围%但目前还没

有统一的共情测量工具$

DC%B国外共情能力测量工具

国外对于共情的研究开展得比国内要早%常见

的共情能力测量工具有&F'I3H 共情量表!XQMF'I3H

12V3XQ]-935M"%由 F'I3H 等人编制而成%主要用来

测量认知性共情水平或观点采择方面的共情%信度

范围为 "($% d"()6

(%!)

#美国学者 b3_4P于 %,)" 年

编制的人际反应性指标共情量表 !XQMKHXMWVMWP'H35

@M39X4_4X]KH[MU%K@K"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被广

泛应用#JMG[MW等于 !""% 年编制的雷诺兹共情量表

!XQM@M]H'5[P12V3XQ]-935M%@1-"%可以用来评估

护士和患者交流中的动作和想法#美国杰弗逊大学

的 ='Q3223[WM̀3F'N3X博士及其课题组成员编制的

杰弗逊共情量表 !AQM0MYYMWP'H -935M'Y12V3XQ]%

0-1"%可以用来测量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的共情能

力$

DCDB国内共情能力测量工具

国内关于共情能力测量的工具主要有杰弗逊共

情量表中文版'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临床护理

人员共情能力测评量表等$ 其中%经安秀琴等人翻

译'回译和文化调试后的杰弗逊共情量表中文版是

目前国内最常用的测量医务工作者共情能力的量

表$

杰弗逊共情量表 !XQM0MYYMWP'H -935M'Y12V3?

XQ]%0-1"由美国杰弗逊大学医学教育和健康护理研

究中心 ='Q3223[WM̀3F'N3X博士及其研究小组成员

于 !""% 年编制
(%*)

%该量表属于自评量表%用来测量

个体的共情水平%有医务人员和医学生共两个版本$

其中医务人员版本!XQM0MYYMWP'H -935M'Y12V3XQ]#

FM35XQ >W'YMPP4'H35P%0-1#F>"经安秀琴等
(%6)

人经

过严格的文化调试%形成了 0-1#F>中文版%并进

行了信效度检验$ 该量表由三个维度共 !" 个条目

组成%其中观点采择 %" 个条目%情感护理 $ 个条目%

换位思考 * 个条目$ 量表采用 J4̂MWX$ 点计分法%全

部条目得分总和即为量表总得分$ 因目前国内外尚

未建立共情得分的常模%因此量表得分越高%说明被

调查对象的共情能力水平越高$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 BW'H\39Qj-

"

系数为

"($+"%分半系数为 "($$%%可以用于医务工作者共

情能力的测量$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XQMKHXMWVMWP'H35@M?

39X4_4X]KH[MU#B%K@K#B"是由我国台湾学者詹志禹

依据美国学者 b3_4P的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K@K"修

订而成
(%+)

$ 该量表由四个维度共 !! 个条目组成%

四个维度分别为观点采择'共情关注'想象力和个人

痛苦$ 量表采用 J4̂MWX+ 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被

调查对象的共情能力越强$ 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内部一致性 BW'H\39Qj-

"

系数为 "($+"%分半信度

为 "($*6%可以用于共情能力的测量$

临床护理人员共情能力测评量表是王巧红

等
(%:)

人结合我国的共情研究编制而成$ 该量表包

括三个维度%分别为护士对病人的心理认知'情感体

验和行为帮助%共 !) 个条目组成%信效度良好$ 该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BW'H\39QpP

"

系数为 "()+:%分半

信度为 "($$%%可用于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测评$

杨辉'邱玉芳等
(%$)

采用 bM5VQ4法%初步建立了

临床护士共情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目前该体系仍在

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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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护士共情的作用

EC%B共情有利于护患关系的和谐

在临床工作中%共情是护理人员必备的基本素

质之一#通过恰当共情%可以增加护患之间的信任%

促进护患沟通%有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 刘丽

双等
(%))

通过对哈尔滨市 6 所医院共 !:* 名临床护

士的调查研究发现%共情能力高的护士%其临床沟通

能力也高%进而有利于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及患者

对护理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应文洁
(%,)

研究发现%在

抑郁症患者的护理中应用共情技术%有助于患者生

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 孙建

琴
(!")

通过对深度烧伤患者进行共情护理发现%共情

可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绪%增强患者康复的信心和

积极性%提高患者的配合度%进而减少护患纠纷的发

生$

ECDB共情有利于护士的专业成长

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类最高层次的

需要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共情可以促进护患沟通%

有利于良好护患关系的建立#而良好的护患关系能

够促进疾病的康复%增加护患之间的理解与支持%使

护士感受到自身对患者的帮助%进而有助于自我价

值的实现$ 旷鹂等
(!%)

通过对武汉市二甲及以上综

合医院共 :* 名中医科护士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提

高中医科护士的共情能力%可以提升其工作满意度$

高俊芳等
(!!)

研究发现%护士长的共情能力与其护理

工作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 !Wh"(,:)%:l"(""%"%

与其离职意愿呈显著负相关!6h#"()!$%:l"(""%"$

在刘倩雯等
(!*)

人的研究中%通过对年轻护士进行共

情能力培养干预%可以有效提高护士的工作主动性

和成就感%进而达到改善护患关系和减少职业倦怠

的目的$

FB护士共情能力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FC%B护士共情能力国外研究现状

FC%C%B国外护理学领域对共情的早期研究;国外

对共情的研究%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展开%并且是全

方位地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多个学科'不同

的角度对共情能力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上世纪 +"

年代%B3W5@'IMWP教授
(!6)

在美国护士协会发表了关

于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演说%随即共情被引入到护

理领域%并得到了国内外护理学者广泛而热烈的讨

论和研究$

FC%CD B国外护士共情能力的研究;有研究表

明
(!+)

%如果一个护士具备了良好的共情能力%她就

能够较好地感知'理解并把握患者的需求与愿望%体

会患者的痛苦处境与迫切的心情%并会尽最大的努

力为患者提供支持与帮助$ JbF'VM#-X'HM等
(!:)

进行了护士共情能力与癌症及临终病人心理改善的

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共情能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

沟通能力%通过共情可以改善癌症及临终病人的心

理问题$ J11O等
(!$)

调查发现%已婚的护士中%年

龄越大%其共情能力越强且能较快地捕获到患者的

心理需求%为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情感支持$ 共情

的最大功能就是能够增加护理人员与患者之间的相

互尊重'理解与信任%提高患者的满意度%促进疾病

治疗与身体康复%改善患者功能障碍%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与水平$ EM55]等
(!))

人认为共情的最终目标

是使病人真正感受到有效的护理%增加其对护理服

务的满意度%进而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B'5_455M

(!,)

在

对儿科重症监护室护士的共情能力进行研究时发

现%儿科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具有相对较高的共情

能力%并指出共情是有效护理的重要因素%通过恰当

且有效的共情%可以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质量的满

意度$

FC%CEB国外关于护士共情能力培养的研究B共情

包括基本共情和治疗性的共情%基本共情是自然存

在的%而治疗性的共情需要通过后天习得$ 国外有

研究表明对护士及护生共情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

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共情水平
(*")

$ 在培训

方式上%心理剧'情景模拟'角色扮演等小组辅导的

形式应用较为广泛%如 J3GW3BGH49'等
(*%)

的研究采

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对护理专业的学生开展共情能

力的培训%结果显示%与培训前相比%经过情景模拟

培训的人员的共情能力得分有显著的提高#在培训

时间上%国外关于共情能力的培训研究较多%对于临

床护士共情能力的培训%时间长短不一%从 : 个小时

到 %"+ 个小时不等#在培训内容上%多为沟通与共情

的相关理论知识'心理学知识'积极的倾听与换位思

考等
(*")

$

FCDB护士共情能力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共情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由于其

对护理工作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受到了众多

护理学者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FCDC%B国内护士共情现状研究;史瑞芬等
(*!)

研究

发现国内外护士的共情现状均不太理想%且国内护

士的共情能力与国外相比相对偏低$ 曲阳阳等
(**)

研究发现%儿科护士共情能力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马玉蓉等
(*6)

通过对山西省的 %)* 名安宁疗护护士

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安宁疗护护士的共情能力得分

较低$

FCDCDB共情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刘颖颜等
(*+)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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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社区护士共情能力影响因素调查研究发现%在

社区护士中%非独生子女出身护士的共情能力明显

高于独生子女出身的护士!:l"("+"%且职业满意

度与共情能力呈现正相关关系 !:l"("+ "$ 李

静
(*:)

的研究探讨了精神科护士的共情能力与关怀

能力的关系%研究发现通过心理干预手段可以提高

护士的共情能力和关怀能力%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工

作氛围$ 在刘凤等
(*$)

研究中发现%护士的共情能力

与职业倦怠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l"(""%"%护理

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护士的共情能力%使患者感受

到更多的理解与尊重%有力地促进护患关系的和谐%

进而减少职业倦怠的发生$

FCDCEB护士共情能力培养的研究;护士自身具有

基本的共情能力且共情具有较高的可塑性%可以通

过后天有意识地学习和训练来加强与提高
(*))

$ 张

凤勤等
(*,)

对新护士开展高级着装式老年模拟服体

验式教学%使新护士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体验老年

患者的真实感受%激发及升华新护士的共情能力$

江薇等
(6")

从提高护士对患者实际需求与患者心理

活动的认知着手%以护理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巴林

特小组活动的方式%进行护士共情能力的培养与提

升%以达到实施人文护理的工作目标$ 在董开兰
(6%)

的研究中%选取骨科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团

体心理辅导培训%结果显示该种培训方式有效提高

了护士的共情能力%且护士的职业倦怠感明显降低%

护理工作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纵观国内外文献%关于护士共情能力的研究%一

是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在儿科护士'产科护士'急诊科

护士'肿瘤科护士等具体某个科室的护士#二是研究

内容主要是护士共情能力现状%以及如何提高护士

的共情能力等等$ 作为护理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新鲜血液%低年资护士由于其临床经验相对不

足%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很难举重若轻地化解护患矛

盾与纠纷%这将会直接影响护理服务的质量和护理

人员的素质%因此%开展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相关

研究很有必要$ 再者%关于护士共情能力影响因素

分析的研究报道大多以量性研究为主%可增加质性

访谈等研究方法%以丰富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研究

内容#同时%护士共情能力相关的大范围被试研究较

少%这将很难为提高护理人员共情能力的干预研究

提供全面的借鉴与指导$

GB小结

综上所述%良好的护患沟通是优质护理服务顺

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共情作为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

技巧%可以帮助患者治愈疾病'恢复健康%提高患者

对临床护士工作的满意度%同时%也可以增强临床护

士的职业价值感%有利于护理服务质量的进一步提

升$ 因此%对临床护士的共情能力进行深入地探索

与研究非常有必要$

;;参考文献
&

(%);杨兰香%王梅%陈献乐%等(加强临床实习护士护患沟通能力培

养的研究(0)(护士进修杂志%!"%:%*%!%%" &,$6 #,$+(

(!);谢小红%魏侍萍%陈萍%等(责任护士沟通能力对护患关系的影

响(0)(护理研究%!"%:%*"!%"" &*)"6 #*)":(

(*);徐玉英(护患沟通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及防范医疗纠纷中的

临床效果评价(0)(中国实用医药%!"%$%%!!%!" &%,+ #%,$(

(6);马丽(浅谈如何有效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率(0)(基层医学论

坛%!"%$%!%!%+" &%,)6 #%,)+(

(+);F'YY4H3H =(J(KHXMW39X4'H 'Y3YYM9X3H[ M2'X4'H 4H M2V3XQ](=)(

B32\W4[IM&B32\W4[IMTH4_MWP4X]>WMPP%%,)6&%"* #%*%(

(:);童良娥%谢志斌(共情护理在抑郁症患者中的应用(0)(护理实

践与研究%!"%:%%*!")" &%6, #%+%(

($);A4X9QMHMW1(15M2MHX3W]VP]9Q'5'I]'YXQMXQ'GIQXVW'9MPP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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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的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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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乳头瘤病毒!QG23H V3V455'23_4WGP%F>k"是引起女性宫颈癌及宫颈组织癌前病变的重要因素%F>k的临

床筛查具有重要意义$ F>k离体后失去繁殖能力%无法进行体外培养%所以对其的检测主要以分子生物学为主$ 本文

详细的分析和梳理了 F>k的分子生物学检验手段$

关键词&;F>k#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宫颈癌

中图分类号&@?%

P)=)3-48)/,-*L#Z8-3)+?3.210-3-OA ,):,,)+(/-3-OA

0K<EM?54%i<&/iM4?Y3HI%RF<&/@G4%RFTFG3H?QG3H%JKT04HI%RF<SO4%O<S=MHI?H3%i<&/OM%

bT04?]4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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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FG23H V3V455'23_4WGP!F>k" 4P3H 42V'WX3HXY39X'WXQ3X93GPMP9MW_493593H9MW3H[ VWM93H9MW'GP5MP4'HP'Y

9MW_4935X4PPGM4H Z'2MH%3H[ 4XP954H4935P9WMMH4HI4P'YIWM3XP4IH4Y493H9M(F>k5'PMP4XP3\454X]X'WMVW'[G9M3YXMW\M4HI4P'53XM[

3H[ 93HH'X\M9G5XGWM[ 4H _4XW'%P'4XP[MXM9X4'H 4P234H5]\3PM[ 'H 2'5M9G53W\4'5'I](AQ4P3WX495M3H35]̀MP3H[ P'WXP'GXXQM2'?

5M9G53W\4'5'I]XMPX2MXQ'[P'YF>k4H [MX345(

@)A 7-25:&;QG23H V3V455'23_4WGP!F>k"#2'5M9G53W\4'5'I][MXM9X4'H XM9QH'5'I]#9MW_493593H9MW

;;在临床上%宫颈癌不是一种罕见的疾病%特别在

相对不发达地区%宫颈癌是成年女性的第二常见癌

症$ 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 年全球约有 +$ 万

新发宫颈癌病例
(%)

$ 熊煌果等人研究表明%高危型

的 F>k的感染率与女性的年龄呈正相关性
(!)

$ 朱

科静等人对 !"%$3!"%) 年吉林省 %+ #*+ 岁性活跃

人群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研究中表明%活跃人群 F>k

感染率较高
(*)

$

!"%) 年世界卫生组织 !i'W5[ FM35XQ SWI3H4̀3?

X4'H%iFS"数据显示全年死于宫颈癌的女性约有

*%(% 万名
(6)

$ 临床中对确诊宫颈癌患者的癌组织

进行检测%发现绝大多数都可以检测到 F>k

(+)

$

F>k病毒为球形%直径约有 "("6+ d"("++ H2%无包

膜%为环状 b&<双链结构
(:)

$ 宫颈癌是癌症中首先

确定的由单一原因引发的癌症$ !"") 年哈拉尔德

*楚尔豪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他的研究成果中

阐明了 F>k的感染路径'可能入侵部位以及病毒增

殖传播和引发宫颈癌的全部过程
(:)

$ 这一研究成

果为 F>k的检测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现阶段 F>k检测主要以分子生物学的方法为

主%以其蛋白质'核酸为研究对象$ 在临床医学中的

应用%主要表现在对 F>k的基因鉴定'核酸检测以

及其表达产物的检验分析
($)

$ 例如直接分子杂交

检测技术'>B@分子检测技术'新兴检测技术实时

荧光定量 >B@法$

%B直接分子杂交检测技术

原位杂交利用了核酸分子的碱基互补配对原

则%使探针 b&<和目的基因结合成杂交分子%可在

组织或细胞中定位到 F>k的 b&<$ 该项技术能定

位可疑 b&<的具体位置%具有特异性强'敏感度高

等优点%但是该检测方法对样本的质量要求较高%需

要耗费大量劳动力%还有高额的成本%因此现阶段无

法大量在临床中开展$

DB#9>分子检测技术

DC%BP̀ !测序法

b&<测序是对 >B@产物的碱基序列对进行分

析%然后将测序产生的结果与 b&<文库进行对比%

辨别 F>k的分型$ b&<测序能够避免多种交叉反

应%检测出不同 F>k型别%其特异性较好
())

$ 但是%

检测多重感染的不同序列%b&<测序法的检测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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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低%有时因混合型在测序时无法读出序列而

导致结果无法判断$ 虽然快速测序法可对临床标本

进行高通量的常规检测%但依旧耗时间久'费用

较贵$

DCDB限制性聚合酶链反应技术

该技术产生的大量片段%可以在凝胶电泳上辨

别$ 因为 F>k的分型不同%所以它们的序列也各不

相同$ 因各个基因的酶切位点不同%酶解产物不同%

所以在凝胶电泳上大小与位置不同$ 根据在凝胶电

泳上产生的片段来辨别高危型 F>k的分型$ 该技

术操作简单且分型时间短%但对引物的要求高$

DCEB共同引物 #9>

此技术基本可以通过一次反应检测同类所有相

关型 F>k病原体%与普通 >B@技术相比较%它具有

的快捷'高通量的优点更加明显$ 使 F>k的检出率

明显提高%确保了患者的及时治疗$

EB新兴检测技术

EC%B流式荧光杂交法$a?80/)Y&"!#%

此法能测出多种高危型 F>k%在检测的过程中

要先将含有寡核苷酸的探针!固定有多种荧光色的

乳胶颗粒"所属的微粒分散体系混合%然后根据碱

基互补配对原理%再加入 a4'X4H 标记的 >B@产物%

使得微球上的寡核苷酸探针与 >B@产物进行杂交%

最后加入藻红蛋白标记的 -XWMV<_4[4H$ 在反应过程

中结合为杂交体 !微球3寡核苷酸探针3>B@产

物3a4'X4H3-XWMV_4[4H3>1复合物"%测定时的微球

会经过两激光%一激光确定微球上的 >1%另一激光

确定微球上固定的探针类型%然后可以确定标本是

否感染了对应的 F>k亚型$ 在一些宫颈癌筛查试

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流式荧光杂交法%具有高速

度'高特异性'高灵敏度等优点
(, #%")

$

ECDB实时荧光定量 #9>法 $2).3$,08)_?./,0,.6

,0=)#9>&>'$#9>%

荧光实时定量 >B@技术是在寡聚核苷酸引物

作用下的模板 b&<%通过 /变性3退火3延伸3合

成0一周期的多次循环%扩增后的产物急剧积累%可

通过线性关系来进行分析
(%%)

$ 该法可对 F>k%: 和

%) 型进行定量分析检测%具有高特异性和高准确

性$ 该技术把基因扩增和结果分析放到单管密闭环

境中%避免了污染和不能定量的问题%是测定 F>k

的极好方式$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用此

法对 6!6 例门诊患者阴道分泌物中 F>k的 ) 个基

因型!F>k%:'%)'*%'**'6+'+!'+:'+) 型"进行了检

测$ 通过对数据的分析之后%发现这种方法操作简

练'反应迅速
(%!)

$ 目前%这种方法的应用较广泛$

FB结论

宫颈癌作为女性健康的第二大/杀手0%主要原

因就是由 F>k感染引起的%定期做 F>k的检测是

十分有必要的
(%!)

$ <HHMF322MW研究表明%F>k能

够在人子宫宫颈中建立潜伏期
(%*)

$ 周萍研究表明

F>k感染阳性率随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增高
(%6)

$

因此 F>k检测为宫颈癌早预防'早诊断'精准分型

和治疗管理提供了完整解决方案$ F>k可分高危

型和低危型$ 研究表明%高危型 F>k的持续性感染

引起的宫颈癌风险更高%所以对其检测更有意义$

宫颈癌检测最初使用的是细胞学检查%但其灵

敏度低%会出现漏诊现象%而 F>k分子检测能够检

测 F>k分型%因此 F>k分子检测技术正逐步取代

传统的细胞学检测$ 现在我国 F>k的分子检测技

术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技术%如高端的

液态芯片技术'荧光定量 >B@技术等%这些新兴技

术会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没有做过宫颈癌检测的

农村妇女进行免费筛查%加强对宫颈癌进行预防和

治疗$ 多项研究表明%使用免疫抑制剂的免疫缺陷

人群发生宫颈癌的风险会有所提高
(%+)

%更推荐这部

分人群进行检测筛查$

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

断成熟%使得更多的 F>k的高危分型得到检测并且

能够将其具体分型$ 另外%近年来实验室也对 F>k

的 @&<检测技术进行了不断的创新%极大的促进

F>k病毒检测的便捷与精准%大大的提高了临床检

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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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祖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及其临床应用意义

王;珂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6+*""""

摘要#;在现代细胞生物学的临床研究领域中%内皮祖细胞属于血管内皮组织细胞领域的前体细胞%它是一种多功

能生物学干细胞%在胚胎发育期%内皮及造血细胞系均由它增殖分化而来%能够创新地用于医治心脏血管疾病'骨损伤

疾病'血液病及肿瘤疾病等中去%所以引起了十分广泛的关注$ 基于此%本文综述了在生物学上内皮祖细胞的基本细胞

特征和临床治疗及评价意义%仅供参考$

关键词&;生物学#1>BP#临床意义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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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 XQM954H4935WMPM3W9Q Y4M5[ 'Y2'[MWH 9M55\4'5'I]%MH['XQM5435VW'IMH4X'W9M55P\M5'HIX'VWM9GWP'W9M55P4H XQMY4M5[ 'Y_3P9G53W

MH['XQM5435X4PPGM9M55P(AQM]3WM2G5X4YGH9X4'H35\4'5'I4935PXM29M55P(bGW4HIM2\W]'H49[M_M5'V2MHX%MH['XQM54353H[ QM23X'V'4?

MX499M5554HMP3WM[MW4_M[ YW'2XQM4WVW'54YMW3X4'H 3H[ [4YYMWMHX43X4'H(AQM]93H \MGPM[ 4H XQMXWM3X2MHX'Y93W[4'_3P9G53W[4PM3?

PMP%\'HM4HNGW][4PM3PMP%\5''[ [4PM3PMP3H[ XG2'W[4PM3PMPP'XQM]Q3_M3XXW39XM[ 35'X'Y3XXMHX4'H(a3PM[ 'H XQ4P%XQ4PV3VMWWM?

_4MZPXQM\4'5'I49359Q3W39XMW4PX49P'YMH['XQM5435VW'IMH4X'W9M55P3H[ XQM4W954H4935XWM3X2MHX3H[ M_35G3X4'H P4IH4Y493H9M%Y'WWMY?

MWMH9M'H5](

@)A 7-25:&;\4'5'I]#1>BP#954H4935P4IH4Y493H9M

;;在生物医学上%内皮祖细胞!MH['XQM5435VW'IMH4?

X'W9M55P%1>BP"属于血管内皮组织细胞领域的前体

细胞%这种细胞还是一种多功能生物学干细胞%可游

走'自我更新'分化增殖成内皮细胞
(%)

%且迟发性显

著'增殖潜能大'能定向归巢等$ 当前 1>BP以其取

材方便等%逐步被推广应用在再生血管'细胞治疗心

血管疾病'基因治疗等临床医疗领域$

%BU#9:细胞的基本生物学特征

%C%BU#9:的源头及其基本特性

在整个胚胎发育环节%1>BP就是源自中胚层的

许多种源位置十分邻近且可发育'直接分化成外周

血管壁及其血细胞的一种细胞功能群
(!)

$ <P3Q3?

W3

(*)

于 %,,$ 年%第一次分离出来并且描述了其为人

外周血中的一种循环人体成血管细胞$ 有实验表

明%在体外%这种细胞可以分化出成熟的人体内皮细

胞%并且可以在活体缺血后形成新的血管
(6)

$ 而很

多/囤积0类型的干细胞%也可以分化成内皮细胞

等$ 所以%1>BP的来源其实相当复杂%这种细胞群

异质性很明显%除了来源不一样外%细胞分化时期也

不一样$

1>BP在表型上%兼具成血及内皮细胞特点%而

且成份也非常复杂$ 在 1>BP的早期细胞中%典型

标记有 Bb*6'阳性 Bb%**

(+)

$ 伴随细胞的不断分

化%Bb*6!幼胞特征"及 Bb%** !成胞特征"也逐步

消失%并且被内皮细胞表征渐渐取代$ 在骨髓中%其

实 1>BP并不表达

k1'_iD%外周血中的 1>BP%也会逐步失去

Bb%** 抗原%但 Bb*6'k1/D@#! 依然有阳性表型$

同时%还表现为内皮血管细胞钙粘素'_i因子'>1?

B<=#%'1选择素'M&S-'与低密度乙酰化脂蛋白

胆固醇相结合的阳性特征$ 所以%Bb%** 抗原被认

为是 1>BP表型的一种标志
(:)

$

近些年%1>BP的功能变化对机体产生影响的机

制逐渐被人所重视%研究发现%细胞内的活性氧集

团%例如&F!S! 通过对特定蛋白质的半胱氨酸进行

氧化反应%进而影响转录因子的活性%从而使得 1>B

的功能发生变化
($)

$ 据其他研究还显示%1>BP亚群

具有不同的再生血管能力
())

%其通过分泌 k1/D'

D/D等细胞活性因子%促进增殖并以出芽形式在原

位形成新血管%且 k1/D还能进一步促使 1>BP迁

移'分化'形成'降解等
(,)

%而 D/D在促进内皮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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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的同时%还可导致毛细血管基底膜的降解$ 细胞

内活性因子 <HI?% 可调节 k1/D活性%在胚胎发育和

创伤愈合过程中还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作用
(%")

$

%CDBU#9:的源头及其基本特性

自体 1>BP在骨髓细胞及外周血单核细胞中占

比微小%故成功将 1>BP进行体外分离纯化培养是

获得大量 1>BP的前提$ 常用有以下两种分离方

法&

)

单核细胞培养 #免疫磁珠分选法&分离出单核

细胞后%再结合免疫 Bb%** 抗体磁珠%然后利用磁

性分离柱析出来阳性 1>BP#

*

单核细胞培养 #差速

贴壁分选法&分离出单核细胞层后%接种到人体纤维

蛋白包被的培养板上%在 *$c下浓度为 +C的 BS!

孵箱中%连续培养 6 天%洗去没有贴壁的细胞%更换

培养液继续培养 $ 天%再洗去没有贴壁的细胞%最后

收集贴壁细胞% 并结合标记的 k1/D@?! 抗体'

Bb%**'Bb*6 后%便能形成 1>BP阳性细胞$ 常用培

养体系包括胎牛血清'活性细胞因子等基本培养基

元素$ 但因胎牛血清内含有抑制元素%及代价较高%

有学者开发出无血清培养体系%体系内包括白细胞

介素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生成素等 + 种生

长因子%实验培养来自骨髓的 1>BP%七天内细胞数

量可以增加 !" 倍以上
(%%)

$

常用鉴定 1>BP的方法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

细

胞形态学鉴定&使用显微镜观察#

*

细胞表面免疫标

志鉴定&如 Bb*6'Bb%**'k1/D@#! 等%阳性表型的

就是 1>BP#

+

双荧光染色鉴定&摄取低密度'乙酰化

脂蛋白及凝集荆豆素 K%若都摄取阳性就是 1>BP$

DBU#9:临床治疗及意义

1>BP的临床治疗旨在新建原位血管%也即利用

原位分化 1>BP%形成新的血管$ 在这个过程中%主

要生成肌性血管%如心脏'大血管基'毛细血管网和

丛%并基于血循环%进一步分化成动静脉$ 在现代医

学临床应用中%常用以下 1>BP治疗方案&

)

加快骨

髓 1>BP增殖%通过分化'动员至外周血%辅以生长

因子'药物等在体内扩增 1>BP#

*

从外周血将 1>BP

分离出来%再在体外扩增并回输自体#

+

通过体外基

因修饰后%再将经修饰后的 1>BP回输体内$

DC%B心血管疾病中的 U#9:应用

在心血管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有些病人情况特

殊%无法使用常规的药物或手术治疗%1>BP治疗便为

其带来了一线生机$ 实验证明%1>BP可以更新损伤

的血管内皮%有助新生血管生成%有效降低动脉粥样

硬化等心血管事件发生
(%!)

%且有研究表明%1>BP能

提升血管内皮细胞数量及功能%从而预防动脉粥样硬

化
(%*)

$ 另外%使用 24@&<调控 1>BP%使得静脉血栓

溶解和再通%为慢性静脉血栓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6)

$

DCDB骨缺损疾病中的 U#9:应用

目前%广泛认为动脉血管的生成是骨损伤愈合

的基础%有实验证明%以小鼠和大鼠的胫骨骨折为模

型%发现其外周血与脾脏中内皮祖细胞%在骨折后数

量高度增加%并在骨折后第 * 天达到峰值%愈合后%

数值恢复至正常水平
(%+)

$ 将带有绿色荧光蛋白的

外周血 1>BP输送至骨折模型小鼠体内%结果发现

外周血 1>BP被动员聚集到骨损伤处%促进骨的愈

合$ 另有%=KDT&1等
(%:)

实验证明%大鼠骨折模型

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骨形成蛋白 !!a=>#!"表

达量的增加%证实了 1>BP具有使骨损伤区域内的

毛细血管和成骨细胞密度共同增加的作用$

DCEB血液类及肿瘤疾病中的 U#9:应用

目前研究发现%1>BP在高血糖'高血脂等内环

境下%其生理与分泌功能受到抑制$ 实验数据表明%

高糖内环境下%1>BP的移动能力变弱%并在葡萄糖

浓度为 !+ 22'5*J

#%

时抑制性最高
(%$)

%并且分泌

功能降低%细胞内活性因子如 k1/D'&S'组织纤溶

酶原激活剂等水平均受影响
(%))

$

EB结语

综上所述%1>BP具有很多明显的生物学特征%

而且在临床上%1>BP也具有很深远的研究意义$ 基

于 1>BP%除了能修复心脏血管结构'治疗骨损伤'预

防动脉粥样硬化外%还能促进血管移植及形成'抑制

血管肿瘤等%所以 1>BP疗法的发展前途非常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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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迎契机 (科技 h)成主要趋势

病毒最 (爱) 免疫力低下人群 中医抗疫显作用

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显示% 新冠肺炎重症及死亡风险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而在中国的死亡

及重症病例中% 老年人同样占据较大比例$ 另一方面% 根据治愈病例信息% 则是年轻人占大多数$

年长与年轻人群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免疫系统的强弱$ 在遇到病毒时% 免疫系统不佳的就相当于失去了

防线% 若是本身带有慢性病或是先天疾病% 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免疫系统较强的则与之相反$

这一点与传统中医理论中的 /正气学说0 不谋而合$ 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 指出& /正气存内' 邪不

可干# 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0 中医认为% 新型冠状病毒属 /邪气0% 形成传染性强的肺炎% 在防治上须

注重 /扶正与祛邪0$ 从这一点出发% 中医在本次抗疫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在近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全国除湖北以外地区% 中医药

参与救治的病例占累计确诊病例的 ,:(*$C% 在湖北地区中医药的参与率也达到了,%("+C$ 中医药参与

面之广' 参与度之深' 受关注程度之高% 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0

中医药大健康市场前景广阔 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 中国境内的疫情似乎已经趋于稳定% 人们对于健康的重视加上中医药作用的凸显% 使中医药大

健康市场颇具发展前景$

一方面% 大众对于健康的关注程度在近年来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 中医药在 /养生0 方面的功效让

大众有了新的认识$

相关数据显示% !"%) 年我国营养保健市场总额超过万亿元% 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健康食品市场$

!"%, 年由于 /权健事件0 的出现% 保健品行业受到监管部门严厉整治% 也导致市场对保健品信心的总体

下滑$ 长期来看% 在规范中发展依然是保健品行业的主命题% 优质的企业才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智能化趋势不可逆转 重视科技方能抓住机遇

除了以上提到针对保健品行业的问题% 目前在各行各业都在向标准化'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趋势

下% 对于中医药企业乃至整个保健品行业来说% 唯有实现全面现代化的转型才能脱颖而出$

一方面% 国内中医药企业的现代化程度并不高$ 另一方面%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 保健品行业竞争已

经不止步于国内$ 随着东西方产品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同台竞争% 企业科技实力可能成为市场考核的主要指

标$

据悉%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0 重点专项包括中药开发' 质量控制等多方面领域% 从基础' 临床和产业

等三个环节% 进行一体化设计和全链条$ 还把专利研究的任务% 分解成中医药理论的创新和传承% 其中还

包括中药资源保障' 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 中医药国际化' 民族医药的创新与传承'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科

技示范等六大任务$

这也是众多智能化生产企业的一个缩影% 对于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来说% 以信息化体系支撑产品生产等

全产业链条的智能化升级将是行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摘自# 经济观察网

$供稿人# 刘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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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资讯"

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刘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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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医药产业是生物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是保障国家安全'国民健康'生物安全的基石$ 近年来%全球范围

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众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为此%本文作者对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现状进行了调研%并撰文加以概括性介绍$

关键词&;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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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是当今世界最具潜力和最富活力的科

技领域之一$ 现代生物技术在医药'食品'化工'农

业'能源'环保等领域应用后%形成了以生物技术为

核心的生物产业$ 迅猛发展的生物产业已经成为我

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世界上众多国家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生物产业由生物医药'生物

制造'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服务等

六个产业板块组成%是技术密集度高'对环境友好的

高新技术产业$ 因此%抢占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

战略制高点%着力打造生物技术与生物产业的核心

竞争力%事关全局'事关长远$

在生物产业中%生物医药产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核心地位#是保障国家安全'国民健康'生物安全

的基石#尤其是在今年抗击/新冠疫情0斗争中%更

加彰显了生物医药产业的作用$ 为此%本文作者在

完成了大量调研工作的基础上%撰文对国内外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概括性介绍$

%B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国际上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包括药品'保健品'诊

断与检测试剂'医疗器械'诊断和医疗设备'医用材

料与辅料'制药装备等产业门类%近年来产业发展呈

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C%B药品市场持续增长

全球药品市场以每年 +Cd)C的速度递增%

!"%, 年已超过 !!""" 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药品生

产和市场消费仍居主导地位%但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在 +(+C左右
(%)

$ 以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印度为代

表的/金砖国家0%药品生产和市场消费发展迅速%

近年来以 %"Cd%$C的速度增长$ 由于 /金砖国

家0人口众多%已成为拉动全球药品生产和消费增

长的主要力量$

%CDB并购重组频繁

近年来%世界上大型跨国制药公司为了优化产

品结构'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应对新药研发的

高投入'高风险%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对制药企业进

行并购重组$ 使得大规模的并购交易不断出现%产

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研发投入不断增加$ 该现象已

成为当今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趋势$ !"%, 年 %

月 * 日%百时美施贵宝以 $6" 亿美元收购了新基公

司%历史上最大的药企并购案由此诞生
(%)

$ 全球性

药企并购使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愈加巩固%且掌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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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高端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此外%由于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污染问题%

发达国家正在加紧将原料药的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中国'印度成为首选$ 目前%全球排名前 !" 位的

制药公司均在我国投资兴建了生产企业%!"%: 年我

国医药行业的外资企业已达到 %!"" 多家%占医药工

业企业的 %+(*C$ 这种产业转移既给我国生物医

药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民族医

药产业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和挑战$

%CEB新药品种不断诞生

大量资本及人力的投入促进了全球生物医药技

术不断突破%新品种药物不断诞生$ !"%* 年至 !"%)

年%全球在研新药年复合增速为 )("C%!"%) 年比

!"%$ 年增加了 *,+ 种新药
(!)

$ 全球新药研发主力

军为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其中美国具有绝对优

势%占据了新药上市 +"C左右的市场$

%CFB通用名药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通用名药!即超出保护期的非专利药品"在原

料'配方等方面与原研药相同或近似$ 由于其价格

低%疗效与原研药一致或十分接近%深受消费市场欢

迎$ 近几年%全球将有 %+" 多种原研药专利到期或

即将到期%其市场份额将在 %""" 亿美元以上%并以

每年 %"C #%+C的速度增长%市场前景广阔$ 如广

州白云山制药仿制的西地那非药物!伟哥"上市后%

第二年就实现销售收入 %) 亿元%与进口药物相比%

价格下降了一半$ 因此%未雨绸缪'抢抓机遇%积极

开展通用名药的研发'生产%将大幅度减少患者医药

费用的支出%惠及百姓$

%CGB生物技术药品发展势头强劲

目前%化学药品约占全球药品市场 ::C的份

额%仍然是医药产品的主体$ 但由于化学药物毒副

作用大'新药创制难度大$ 因此%生物技术药品已逐

步成为创新药物的主体$ 目前%全球已有 %"" 多个

生物技术药品上市销售#另有 6"" 多个品种近期将

完成临床试验%投放市场$ 生物技术药品在癌症'糖

尿病等疑难病症的治疗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销售收入已连续多年保持了 %+C以上的增速%

是其他药品销售收入增速的两倍以上$ !"%, 年世

界前 %" 位畅销药均为抗肿瘤药物%其中有 $ 种生物

技术药品!+ 种单抗'! 种融合蛋白"%!"%, 年前三季

度全球销售量最大的阿达木单抗药物的销售额已超

过 %6! 亿美元
(%)

$ 目前%生物技术药品占全部药品

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成为生物医药产

业新的经济增长极$

%CHB疫苗与诊断试剂产业发展迅速

%CHC%B疫苗;!"%, 年%全球疫苗市场的规模已达

到 6"" 多亿美元%并以每年 %$C的速度递增$ 在全

球疫苗市场份额中%美国约占 *6C%欧洲约占 *"C%

中国占 %*C$ 疫苗市场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中

国和印度两个人口大国经济的发展和政府对国民健

康的投入加大$ !"") 年中国政府已将免疫规划的

种类扩大到 %6 种%预防的病种从 $ 种扩大到 %% 种$

%CHCDB诊断试剂;体外诊断产品是用来诊断'监

测'预防疾病的重要工具%产品种类繁多$ 其检测方

法涉及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学科%

制造技术涉及医药'机械'电子'复合材料等多个领

域$ 近年来%随着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和微电子学

等学科的发展进步%有力的推动了诊断技术的发展$

!"%) 年全球体外诊断市场!包括仪器与试剂"规模

已达 :+6 亿美元%!"%, 年已接近 $"" 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保持在 :C左右$ 慢性病不断增长'传染

病的流行是驱动体外诊断市场不断发展的主要因

素$

%C&B分工与协作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由于一种新型药物的面市和应用将涉及到研

发'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报批'市场销售'临床应

用等诸多方面%仅靠制药企业很难完成上述过程$

因此%委托研发'合同外包等分工合作模式应运而

生$ 这种分工合作模式缩短了从新药研发到产品上

市所需时间的三分之一#同时%还减小了企业风险$

DB国内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国内生物医药产业主要包括化学原料药'化学

药品制剂'生物生化药品'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卫生

材料与医用制品'诊疗设备'医疗器械'制药装备制

等 , 个产业门类%近年来产业的发展呈现以下主要

特点$

DC%B产业规模与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我国现有生物医药生产企业数万家%!"%, 年生

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已超过 *() 万亿元%年增长速度

%!C左右#其中生物制药和医疗器械的年增长速度

都在 %+C以上#中药年增长速度在 +C左右#产销率

达到 ,$C$ 目前%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

医药生产和消费国$ 随着我国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

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医药

市场将持续扩大%!"%) 年国家财政用于医疗卫生与

计划生育的费用已达到 %(+$ 万亿元%同比增长 )(

+C$ 因此%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

前景$

DCDB产业体系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我国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生物医药产业体

系%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也日臻完善$ 针对近年来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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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出现的问题%国家出台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对药品质量的监管%特别是对

药品生产过程的监管%提高了质量控制标准%增加了

以有效成分为控制指标的检测项目和先进的检验方

法$ 同时%还开展了仿制药与原研药的一致性对比

评价%确保了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

DCEB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十三五0期间%国家通过实施/重大新药创制0

专项%带动了大量社会资金投入医药创新领域#通过

产学研联盟等方式新建了以企业为主体的 $" 多个

国家级技术中心%使生物医药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 年国家共受理医药申报 $:"" 多例
(%)

%其中%生

物药占 %6C'仿制药占 *,C'申请上市的药品占

%)C$ 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成效显著$

DCFB并购重组步伐加快

近年来%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兼并和联合重组日

渐活跃$ !"", 年国药集团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

司重组%形成拥有 !! 家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三家上

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年销售收入达 :+" 亿元$

!"%% 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并购总金额约

为 !+: 亿元%到 !"%+ 年%并购金额已超过 %+"" 亿

元
(*)

$ 重组后的生物医药企业迅速扩大了规模%优

化了产品结构%实现了产业链整合和产业布局调整%

形成了一批规模大'实力强的龙头企业$

DCGB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我国的生物医药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增长%!"%$

年达到 :"" 多亿美元%同比增长 !6(:C%占整个生

物医药产业产值的 %+()C

(6)

$ 其中化学原料药和

医疗器械是出口的主力%约占出口总额的 ,+C%提

升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国际地位$

!"%) 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以来%对我国原料药出

口影响有限$ 我国原料药主要出口亚洲和欧洲%美

国市场原料药出口占比仅 %*(6$C$ 目前我国医疗

器械出口产品仍以低值耗材为主%高端医疗器械领

域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逐渐显现%但出口规模仍

然偏小$

从高端医疗器械的细分领域来看%影像类产品

国产占比约为 %"C #!"C%体外诊断类约为 *"C #

6"C%其中高端产品化学发光诊断试剂占比约为

%"C!见&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十三五0生物技术

创新专项规划,%!"%$ !"*"&%:("$ 因此%高端医疗

器械产品的进口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DCHB疫苗与诊断试剂产业发展迅速

我国现有疫苗生产企业 6" 多家%能够生产 66

种疫苗%企业数量居世界之首$ !"%, 年%国内疫苗

市场规模达到了 *)" 亿元%其中进口疫苗约 6" 亿

元%国产疫苗为 *6" 亿元$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积

极推动实施疫苗免疫规划%加强对传染病的控制%以

及国民健康费用支出的增长#成人疫苗 !狂犬'流

感'肺炎'宫颈癌'乙肝'带状疱疹疫苗等"已成为市

场和产业发展的主力%其市场份额已达到 +"

%

以

上$

疫苗产业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一是联合疫苗的研制$ 将更多的疫苗联合起来

!如 bA3>和麻腮疯三联疫苗"%减少注射剂次数$

二是成人疫苗的市场需求和规模不断扩大#主要原

因是近几年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主要人群是成人$

三是治疗性疫苗的研制$ 治疗性疫苗虽然目前尚未

进入临床应用%但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大规模

临床应用%在治疗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糖尿病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加大对基因工程减毒疫

苗'载体疫苗'反向疫苗和抗原筛选等新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力度%以满足传染性疾病的防控需要$

我国的疫苗生产技术和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相

比%虽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相对较小$ 近年来%我

国在新型疫苗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例如%在全球第一个生产了甲型 F%&% 疫苗%第一个

在全球获得了幽门螺旋杆菌疫苗的新药证书$ 在新

技术应用和新产品研发方面%实现了哺乳动物细胞

的规模化培养生产狂犬疫苗$

尽管疫苗产业的快速发展已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目前也仅有 6" 多种疫苗用于 !) 种传染病的

预防%在人际间流行的 6"" 多种传染病大多数无疫

苗可用$ 其次%新发和突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使得

疫苗的研发更加迫切$ 如 !"!"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大爆发%目前已造成 *""" 多万人感染新冠肺

炎%%"" 多万人死亡$ 要想从根本上遏制疫情的传

播%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但是%出于安全性考

虑%疫苗的研发'临床试验和获批周期较长$ 因此%

如何缩短研发周期和批准时间%加快有效性'安全性

评价%是疫苗产业和技术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

问题$

我国体外诊断产业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 年国内体外诊断试剂市场规模已达到 ::" 亿

元$ 目前仍以每年 %+C的速度递增$ !"%, 年国产

诊断试剂的产业规模已超过了 !%" 亿元%约占国内

诊断试剂市场的 *!C$ 在体外诊断试剂产品中%免

疫诊断试剂的市场份额占整个体外诊断试剂行业的

!,C'生化诊断试剂占 !:C'血液检测试剂占 %!C'

分子诊断占 ,C'其它诊断试剂占 !6C!见&前瞻产

业研究院编著%+!"%, 年中国体外诊断行业发展现

状及趋势分析,"$ 然而%我国的体外诊断试剂与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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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分子诊断试剂中低端

产品的比重仍然较高%诊断试剂产品的种类也比较

单一$ 而美国的分子诊断试剂目前已有 $"" 多个

品种$

EB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EC%B产业发展概况

河南省现有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卫生材料'医

药辅料'制药设备'诊断试剂等产业领域的生产企业

!:"" 多家#其中主板上市企业 : 家%新三板上市 !"

多家%产业门类和产品种类比较齐全$ /十三五0以

来%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呈良好发展态势%产业规

模'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一直快速增长%居全国第

+ 位%利税总额和利润总额居全国第 : 位%主要经济

指标居中部六省第 % 位$ !"%, 年%河南省医药产业

规模已超过 **"" 亿元%利润总额约 *"" 多亿元%位

居国内先进行列$

ECDB优势产业基本形成

河南省的抗生素原料药'血液制品'片剂'水针

剂'大输液'中药贴剂'中药丸剂等生产规模在全国

各省市区居首位%抗生素发酵吨位占全国的 *"C$

此外%异维生素 B钠'核苷系列医药中间体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到 6"C以上%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

*"C以上$ 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抗生素原料药'血液

制品'疫苗'中药制剂和中药材生产基地%部分产品

和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化学原料药进一步向产

业链高端拓展%头孢匹胺钠'阿莫西林已成为新的优

势产品#华兰生物进军疫苗领域%成为我国第一家获

得世卫组织认可的甲型 F%&% 流感疫苗生产企业$

辅仁药业'华兰生物'安图生物'宛西制药等大型企

业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

ECEB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迄今%河南省生物医药产业领域拥有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 $ 家'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 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 多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多家%!" 余家企业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目

前%郑州市的生物医药创新平台已达到 %+" 多家%包

括 !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个国家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 %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6! 家

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以及 +) 家省'市级工程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

心"#新乡市拥有 + 家国家级研发平台%*+ 家省级研

发平台$

/十三五0以来%河南省医药行业的新药证书和

授权发明专利数量逐年增加%自主创新能力明显提

高$ 截至目前%河南省累计获批国产药品 **:: 件%

其中包括化药 !!)* 件%治疗用生物制品 ,$ 件%中药

):! 件!见&刘仲敏'屈凌波'石晓卫等+河南省生物

技术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省的生物医药制造企业不断加大研

发投入%如安图生物 !"%) 年研发投入已达到 !(%$

亿元%同比增长 6:($:C%研发人员数量已超过

!"C$ 多家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与省内外相关

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多层次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协

作开展研发与技术创新$

ECFB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

河南省现已形成了以辅仁药业'天方药业'安图

生物'华兰生物'宛西制药'羚锐制药'华星制药等为

代表的%年销售收入超 %" 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 形

成了郑州'新乡'驻马店'焦作'南阳'郑州航空港综

合实验区'新乡平原示范区'开封'信阳'洛阳'商丘'

周口'平顶山'许昌'汤阴等多个以生物医药产业为

特色的产业聚集区和产业园区%构成了河南省生物

医药产业发展的主力$

ECGB高端生物医药产品研发与生产已经起步

目前%华兰生物'辅仁药业等企业已进军现代生

物医药产品领域$ 如华兰生物已建成了基因工程和

重组蛋白技术平台#引进开发 6 个单克隆抗体%两个

重组凝血因子项目$ 并利用该平台开发肺炎结合疫

苗'重组流感疫苗'老年痴呆疫苗'宫颈癌疫苗'哺乳

动物细胞制备流感疫苗'重组凝血因子'单克隆抗体

等新型疫苗及治疗性药物%解决疫苗'重组蛋白'单

克隆抗体药物等研发过程中的关键共性技术%带动

和引领河南省高端生物医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

郑州航空港实验区生物医药园立足区域规划%

以企业落地和成长需求为导向%服务产业%参与产

业%形成三大核心竞争力333专业化物业和配套'生

物医药产业全流程支撑体系'生物医药企业全周期

金融支撑体系$ 同时%园区瞄准产业制高点%布局创

新药'细胞技术'医疗器械和第三方检测四大核心产

业%投资 $(+ 亿元建设符合 Db<'&=><标准的产业

化支撑平台3/新药筛选检测平台'药物临床前研

究动物房'小分子 B=B制剂生产服务平台'大分子

中试及大规模生产服务平台'细胞技术服务平台0

等%为入园企业提供全流程的创新'研发和生产支

撑#强力打造集研发'孵化'生产于一体的生物医药

产业基地$ 目前已落户的有赛默飞世尔'鸿运华宁'

嘉宝仁和等国内外生物医药领军企业$

ECHB医疗器械产业快速发展

河南省医疗器械产业共有生产企业 ):" 多家%

数量居全国第七位
(6)

%从业人员超过 %" 万人$ 在麻

醉耗材'体外诊断试剂'康复设备' 输注类医用产

*$"%*第 ! 期;;;;;;;;;;;;;;;刘仲敏&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现状



品'卫生耗材'义齿加工等产业领域优势明显$ 现有

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 件%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6"*! 件%一类医疗器械备案证 +!, 件$ !"%) 年河南

省医疗器械产业总产值突破 *"" 亿元%较 !"%$ 年增

长了 !"C!见&中商产业研究院编著%+河南省/十三

五0医疗器械产业规划分析研究报告,%!"%+ !"6"&

6"$ 河南的医疗器械产业拥有驼人集团'安图生物

!诊断试剂归属于医疗器械行业"'安阳翔宇'河南

曙光健士集团'圣光集团'华西卫材等龙头企业$ 该

行业现有/中国驰名商标0+ 家'省长质量奖 % 家!安

阳翔宇"'上市企业 % 家!安图生物"'国家重点实验

室 % 家!驼人集团"$ 在优势产品方面%驼人集团主

导产品麻醉包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6)C%输注泵占有

率达 !!C%中心静脉导管'气管插管'呼吸回路市场

占有率居国内第一%!"%) 年实现销售收入 6!(+ 亿

元%同比增长 !%C#安图生物的化学发光试剂国内

领先%!"%, 年实现营业收入 !:($ 亿元%净利润 $(*

亿元%同比增长 *$()!C$ 总体上讲%河南省医疗器

械产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研发能力不断加大%出口

产品不断增加$

EC&B资源禀赋得天独厚

河南省生物资源丰富%拥有动物 6!) 种%植物

*)*" 余种%药用植物 %,:* 种
(+)

$ 近年来%采用生物

酶解技术'超临界技术'亚临界技术'水提醇沉技术'

大孔树脂吸附技术等从天然产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

天然产物提取产业方兴未艾$ 目前%全省已有 :" 多

家企业从事从天然产物中提取药用有效成分和功能

性成分%用于生产食品'药品'保健品'香精香料和化

妆品#生产规模约 !" 多亿元%主要产品有多种天然

植物色素'多种植物精油'多种中药提取物'大枣多

糖'苹果果胶'不饱和脂肪酸等$

ECKB发展潜力巨大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 亿多人口的疾

病防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需要强大的生物医药产

业支撑$ 同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与新医改政策

的实施也为河南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带来了良好的

机遇$

河南省药用植物资源丰富%拥有四大怀药'金银

花'冬凌草'山茱萸'丹参'连翘'柴胡等道地'特色中

药材$ 加之交通便利%能源供应充足%适合生物医药

产品的生产和集散$ 因此%河南省不仅具备自主发

展生物医药产业的有利条件%而且具备了承接国内

外生物医药产业转移的优势$

FB展望

/十三五0以来%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

猛%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增速远高于同期工业

和高技术产业的平均增速%在部分领域与发达国家

水平相当$ 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北京中关村'上海张

江'武汉光谷'天津滨海'泰州医药城'本溪药都'苏

州生物纳米园等有代表性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以

及以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为核心的

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区%具备了加快发展的良好格局$

然而%我国生物技术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亟

待解决的问题&如科技创新质量和水平仍需提高%科

技支撑产业创新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原创性科学

发现和颠覆性技术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

疫苗'抗体等生物制品的市场竞争力薄弱%基础研究

向产业化转化的效率亟待提高%这些因素制约着我

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和快速发展$ 因此%迫切

需要创新驱动%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

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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