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训基地
%

个#重庆市财政支持建设基地
$

个#

#

个生产性实

训基地#完全能够满足各个专业学生的实习需要#保证学生专

业素质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DHD

#

形成了一支高学历.高职称.高素质.高水平专兼教师队

伍
#

学校专任教师中硕士及以上学位占
P&]

#高级职称教师

占专任教师数
&$]

#,双师-素质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数
#&]

*

有市级教学团队.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重庆市中青年

学术带头人.重庆市高等院校教学名师.重庆市名中医.重庆市

师德先进个人#重庆市优秀女园丁*

P%

位教师承担厅.局级以

上科研课题#

%'

余名教师参加了各级教学指导委员会.专业指

导委员.行业协会*

DHE

#

创建了适应社会急需的特色专业#填补了重庆空白
#

学

校依托建立合作关系的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等国家示

范高职院校创建了生物制药技术.食品营养检测技术.医用电

子仪器管理与维护.药物制剂设备制造与维护
#

个专业#填补

重庆市空白*

DHF

#

深化课程.教材建设和教改成果丰硕
#

学校获国家精品

课程
$

门#市级精品课程
$

门#校级精品课程
U

门#担任全国

,十一五-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
#T

人次#参编
$#%

人次#与医

药卫生行业专家共同开发自编实训实验教材
T

本*全年立项

的省.厅级教改.科研课题
!

项*并荣获,重庆市高等学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先进单位-称号.教育部高职高专药品$药

学&类专业建设成果展优秀奖.教育部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

指委说课比赛一等奖等殊荣*

E

#

进一步加强)

CEGC

*校院"企#合作共育模式探索的思考

,十二五-期间#学校将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主线.专业

建设为龙头.课程改革为根本#充分依托行业办学优势#整合全

市医药卫生资源#构建院校$企&合作育人平台(

U

)

#组建校董会#

成立医护职教集团和医药职教集团#深化校院$企&合作办学体

制机制(

U

)

*推进重点建设专业校院$企&合作育人平台建设*

完善校院$企&,五联合-育人机制#构建人才培养共育共管的保

障机制.互利双赢成果共享的激励机制.管理风险社会责任共

担的约束机制和适应工学结合的教学组织与运行机制*为重

庆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统筹试点和,健康重庆-建设#为重庆卫

生事业改革发展服务#为重庆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重庆率先

进入小康社会做出贡献*努力将学校建成特色鲜明.社会服务

能力强.西部领先.国内知名的国家骨干医药高职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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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期刊导读文献质量的鉴别方法

娄
#

钦#黄维茜#陈
#

蕊#罗志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图书馆#重庆
#'''$U

"

##

:)*

'

$'HPTUT

"

S

H*..+H$U!$6"P#"H%'$$H%$H'$"

文献标识码!

I

文章编号!

$U!$6"P#"

!

%'$$

"

%$6%$$T6'P

##

医学期刊是医院图书馆的主要收藏#约占总藏书量的

"&]

以上*导读是图书馆读者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帮助读

者选读优秀文献.提高阅读兴趣与阅读效果.充分发挥藏书作

用(

$6%

)

*由于期刊文献优劣并存#质量呈下降趋势#如何鉴别文

献质量就成为导读研究的重要内容*本馆在近年来的导读实

践中#从医学期刊文献的特点.循证医学对期刊文献质量的划

分.评价期刊文献质量下降文献的重点进行鉴别#受到多名接

受辅导者的好评*特介绍于后#希望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C

#

从期刊文献的特点鉴别

CHC

#

基金资助论文
#

改革开放以后#科教兴国是中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从国家到地方资助科学研究的基金逐年增多#基金

资助论文就是这些接受资助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由

于基金资助论文是经有关科研部门对其选题.参与单位的科研

设备.参与人员的科研能力等进行了严格审查并认可后始给予

资金资助进行研究的#其研究成果撰写成文也要经专家评审.

认可才能发表*基金论文的数量是期刊质量评比中的一个重

要指标#也是各期刊非常重视审查的文献*因此#基金论文是

具有创新性.可信度高.实用性强等特点原始资料#对反映本学

科或本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水平#较期刊的其他论文有较高

的质量*

CHD

#

被引率高的论文
#

论文被他人引用存在
P

种情况'赞成

或反对其论点#引用文中部分事实或数据*这些都是该论文产

生的影响#因此有人用影响因子评价期刊#也有人用被引率评

价论文*通常论文的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被肯定的多于

被否定的#即被引频次越高#产生的影响越大#论文的价值越

大*陈建青等(

P

)整理了中国
$TT#

%

%''!

年的/中国高影响力

医学期刊论文0#对选读期刊论文有重要参考价值*从一些数

据库检索到的文献后#附有一些推荐的相关文献#后面也附有

被引率#提供选读参考*

CHE

#

述评
#

述评常常是刊物编辑邀请资深的专家就当前专业

的某一课题#撰写的对该课题具有指导性的文献#它的一般格

式为前言.主体和总结#通常放在栏目最前面#属于综述类文

T$$%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献#浓缩了大量信息#对科研.教学和中.低年资的专业人员而

言#应是必读的文献*

CHF

#

现刊
#

由于现刊较数据库资料约早
P

个月#是反映最新

科研成果的文献*阅读现刊要重视阅读专业期刊#因专业期刊

即使是非核心期刊#其中的相关课题文献#也要远远多于综合

性核心期刊$学报.各地医学等&*

CHG

#

合作度高的论文
#

当今科学相互渗透.交叉#加之互联网

发展迅猛#奠定与方便了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学科合作研究

的基础%特别是医学科学#分科越来越细#从器官.细胞到分子.

基因#研究越来越深入#但最终是要解决作为整体的人的健康

问题#即越来越细的分科#只有通力合作才能解决作为整体的

人的健康问题*临床上最常见车祸.高空坠落.地震等自然灾

害伤.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心.肺.肾等&的外伤等#都需要多科

专家协作完成*并由他们合作撰写论文#其可信度及实用性均

较高*

CHH

#

核心作者的论文
#

每一个学科或专业#都有其学科带头

人#这些人发表文章较多#或文章影响力较大#在学科或专业范

围内有一定声誉*许多课题的文献计量研究都根据普赖斯定

律分析了核心作者(

#

)

#他们的论文常为学科前沿的研究成果*

但这些作者是在不断变化的#应借助文献检索方式查找最新的

学科带头人*

CHJ

#

推荐论文
#

有的期刊推荐本期刊某篇论文#或对某篇加

,编者按-#都是应注意的*

D

#

从循证医学对期刊文献质量的划分进行鉴别

证据是循证医学$

=IG

&的基石#其主要来源是医学期刊

中的研究报告和临床随机试验$

41+:)@*A-:79*+*719/4*19

#

5M(

&

的研究成果#以及对这些研究进行的全面系统的评价*它根据

其来源.科学性和可靠性将证据分为
&

个级别#与其相应的文

献级别见表
$

*

表
$

##

循证医学证据的文献级别+

&

,

证据级别 文献类型

$

大样本多中心
5M(

或收集这些
5M(

所作的系统评价和"

或
G-/1

分析

%

单个设计良好的大样本的
5M(

P

单个设计良好的非
5M(

#如单组对照.前后队列或时间序

列对照

#

无对照组的系列研究

&

专家意见.描述性研究和病例报告

著名的日本/大肠癌治疗指南0$大肠癌研究会编#医师用#

%''T

年版#金原出版社&#与初版相同#采用基于科学根据的医

疗$

=IG

&概念作为原则#革新文献检索#力争收罗无遗*但日

本与世界对大肠癌的诊疗质量有差异#一方面对世界的证据充

分鉴定#另一方面#重视通过大肠癌研究会集聚日本独自的临

床数据$全国注册委员会#各种委员会!设计研究会&将证据的

水平#由高到低分类'$

$

&高水平的证据'

/

系统的评论"随机抽

样化比较试验%

0

荟萃分析%

1

随机抽样化比较试验%

2

非随机

抽样化比较试验%

3

病例对照研究#横断面研究%$

%

&低水平的

证据'

/

病例集聚研究%

0

病例报告%

1

专家意见%

2

临床经验*

以上分类在鉴别文献质量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詹文华(

U

)介绍'在发达国家#

5M(

论文在杂志文献中#具

有优先发表权#

5M(

项目在科研经费申请中也具有优先资助

权#英国外科杂志$

I4*/*.3b)84+19)?L84

0

-4

O

&自
%''$

年开始#

继,

E-1:*+

0

14/*79-

-$导读论文&和,

5-,*-2.

-$评论&栏目之后#

将
5M(

论文排在论著栏目的首位*提示
5M(

论文有较高阅

读价值*

E

#

从评价期刊文献质量下降文献的重点鉴别

早有统计表明#医学文献约
PU]

从未被引用过#

#T]

只被

引用过
$

次*管晓静等(

!

)在评价国内外关于应用血浆醛固酮"

肾素活性比值诊断原发性醛固酮症的文献时#从检出的
$$!

''T

篇相关文献中#仅有
$#

篇比较可靠#其他文献在病例选

择.金标准选择.盲法比较.偏倚控制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完

善*

I*)G-:M-+/419

公司出版的开放性期刊
(4*19.

刊登的一

项研究结果表明
$TT#

%

%''&

年#在一些中国医学期刊发表的

%%P&

个所谓随机对照试验中#

TP]

在试验研究方面存在缺陷#

这可能会使对医疗决策者产生影响的可靠性受到质疑(

"

)

*在

中国多数人认为
LM<

的文章质量较高#但汪晓东等(

T

)调查三种

LM<

收录的结直肠病专业杂志中腹腔镜随机对照试验$

5M(

&

的报告质量#结果共检出
%"

篇文献#

"

篇不符合纳入标准*

F

#

遵循
DN

%

KN

律进行导读

当今全球每年约有
%''

多万篇医学文献发表在
%

万多种

期刊上#并以每年
U]

%

!]

的速度增长*既有五千多年来积

累的大量文献#又有宛如,不尽长江滚滚来-涌现的新文献#使

任何医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读完这些文

献*有人曾计算过#内科医师每天大约要读
$T

篇医学文献#才

能基本掌握本学科最新进展*层出不穷的医学文献与医务人

员有限的精力.时间形成突出的矛盾(

$'

)

*另一方面#这些文献

中有的是人类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医学知识源泉#也有的是老化.失效甚至属于信息,垃圾-的

文献#读之只能浪费精力.时间*显然#选读其中的精髓.弃其

糟粕是阅读最明智的选择#但如何识别精髓与糟粕则是选读的

关键*

徐兴余(

$$

)明确提示',在任何特定的群体中#重要的因子

通常只占少数#而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大多数*只要控制了重要

的少数#就可以控制全局*-因此#选读其中
$

"

&

的文献#即可满

足工作.学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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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剖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的应用效果的调查分析

任
#

远$

#李振强%

"

#濮毅峰$

#熊
#

杰P

!第三军医大学$

$H

学员旅四队%

%H

基础部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PH

学员旅十三队#重庆
#'''P"

"

##

:)*

'

$'HPTUT

"

S

H*..+H$U!$6"P#"H%'$$H%$H'$T

文献标识码!

I

文章编号!

$U!$6"P#"

!

%'$$

"

%$6%$%$6'%

##

解剖学是一门研究正常人体的形态和构造的科学#是学好

其他医学基础课和临床课的重要基础*由于解剖学是一门形

态学科#器官结构复杂#内容多#信息量大#故仅靠课堂学习难

以很好地掌握专业知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校依托校园网

平台#构建了一个有丰富资源.方便共享的解剖学多媒体网络

系统*该系统有机地将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媒

体结合在一起#集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具有生动.

形象.直观.易用的特点#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

性#提高了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解剖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包括解剖网络教学系统和解剖

数码互动系统#两大系统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二者可通过

数据共享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该系统的构架如图
$

*

图
$

##

解剖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

解剖网络教学系统主要由网络教学资源库.教育技术中心

视频数据库.可视化人体数据库及教研室网站组成*其中#网

络教学资源库中储存了大量教学课件和经典习题#并开设了虚

拟教室%教育技术中心视频数据库有解剖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教

学录像%教研室网站上有解剖图片.

Q91.3

动画及经典解剖视频

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由学员课后在校园网的任何一个连接

网络的终端上使用#方便学员自主学习和复习巩固*此外#可

视化人体数据库则主要用于临床实验和科学研究#同时也对学

员开放#使学员了解有关的断层解剖.三维虚拟和数字化人体

的基本内容及最新研究进展#以培养学员的学习兴趣和科研

思维*

在局部解剖教学中#能看清教员示教标本的学员人数有

限#教员又因时间关系不能多次示教#而且一些有重要临床意

义的变异畸形.解剖良好的教学范例等知识的交流很不便捷#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校于
%''T

年组建了新型解剖数码互动系

统*该系统由
U

个教学实验室的数码互动装置和一个中央控

制装置构成*实验室的系统硬件包括
(Z6UP%'

云台摄像系

统.手持式摄像头.液晶显示器.

[1*9

教师微机工作站.

(̂ B̂ B

音响系统.

WM6$''

云台手动控制系统#主要软件包括无线图像

采集系统.教师终端图像采集系统.

WL6$'''

嵌入式终端控制

系统*中 央 控 制 系 统 主 要 由
j"%''

主 控 服 务 器 和
[6

E*+J$'%UN

交换机构成*中央控制系统一端与
U

个教学实验

室的数码设备连接#使
U

个实验室的数据可以相互共享#同时

另一端与校园网连接#可以与校园网之间实现资源共享*

C

#

资料与方法

为了了解学员对解剖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的需求情况#作

者在学员中开展了对该系统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

进行讨论分析#旨在指导学校进一步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提高解剖教学质量*

CHC

#

调查工具
#

自行设计满意度调查表#两个调查问卷的评

分方法相同#每个项目均设很好.好.一般.差
#

个等级#选择

,很好-和,好-者为满意#选择,一般-和,差-者为不满意*

CHD

#

调查方法
#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无记名式问卷抽样

调查#以本校
%''!

.

%''"

和
%''T

级临床本科五年制无军籍学

员各
%''

人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U''

份调查问卷#回收
U''

份#

问卷应答率为
$'']

%经审核#共有
&T%

份合格问卷#问卷有效

率为
T"HU!]

*

CH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KLL$"H'

软件#进行百分率统计描

述.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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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DHC

#

学员对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教学的满意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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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对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教学的

###

满意情况+

$

"

]

#,

项目
%''!

级

$

$g$TU

&

%''"

级

$

$g$T"

&

%''T

级

$

$g$T"

&

(

%

I

信息容量
$##

$

!PH#!

&

$#T

$

!&H%&

&

$#'

$

!'H!$

&

$H'&! 'H&"T

理解难度
$&$

$

!!H'#

&

$&"

$

!TH"'

&

$&U

$

!"H!T

&

'H#&& 'H!T!

学习兴趣
$"U

$

T#HT'

&

$!T

$

T'H#'

&

$"T

$

T&H#&

&

&H'&' 'H'"'

教学互动
$UT

$

"UH%%

&

$!&

$

""HP"

&

$UP

$

"%HP%

&

PH'P" 'H%$T

课堂效率
$U%

$

"%HU&

&

$!'

$

"&H"U

&

$!!

$

"THPT

&

PH!$U 'H$&U

DHD

#

学员对多媒体网络教学系统软硬件设施的满意情况
#

表

%

*由表
$

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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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各项指标的调查结果比较差异均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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