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的血管条件#还有利于今后对造瘘口进行保护#延长内瘘的

使用寿命(术后要求患者内瘘侧手臂抬高至水平以上
04l

#有

利于静脉血回流#术后让患者做空抓捏橡皮健身球等#可增加

内瘘口血流及血液循环#使其充分扩张与动脉化#加快内瘘成

熟时间及重组的血流量(动静脉内瘘是在皮下将动静脉直接

吻合#没有皮肤外露部分#可减少感染概率和血栓形成的发生

率$每次穿刺后压迫止血&是维持血液透析患者最安全'使用时

间最长的血管通路#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不可代替的永久性血

管通路)

B"C

*

(因此加强对患者动静脉内瘘的护理'建立一条稳

定可靠的血管通路#是顺利进行血液透析的基本保证#也是提

高患者长期生存质量的关键#同时为后期的血液透析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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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

M

6G?-=68?>)G?)>6!GE-+-G*E67*:-"

+*?-.+

#

YL#%

&由英国
A)+!66

大学
(*>!6+

等)

'

*于
'KB2

年率

先提出并付诸实践#其基本思想是,以操作为基础的测验-(

YL#%

又称为多站式临床考试#它由一系列模拟临床情景的考

站组成#受试者在规定时间内依次通过各个考站#对站内的标

准化患者$

8?*+!*>!-S6!

Q

*?-6+?8

#

LW

&进行检查和"或接受站内

考官的提问#提出诊断结果和处理方法#并获得测试成绩)

&

*

(

网络化
YL#%

是拟将各考试站点利用计算机局域网联结起来#

利用网络优化各站点#实现考试的统一'高效'有序管理)

0

*

(课

题组根据实验课教学大纲'考试大纲#以病例和局域网为基础#

设立
'&

个考站两种不同
LW

嵌入的
YL#%

模式#进行临床护理

学课程实践教学应用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1@

!

对象
!

&44D

级
3

个班级
'&'

名学生#均为本科护理学专

业统招生(使用统一教材授课#均已学习完健康评估'基础护

理学'护理心理学等课程(随机选取
&

个班$

D'

名&进入实验

组#另
&

个班$

D4

名&进入对照组(两组上学年综合测评成绩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A

!

方法

@1A1@

!

实验课前准备
!

$

'

&病例的选取与设计!根据本次实验

课选取与设计病例(通过时间发展'病情变化使每个病例都体

现护理技能操作'护理程序的应用'小组综合能力'职业态度与

评判性思维
3

方面$表
'

&%$

&

&实验组
L-:/*+

综合模拟人系统

的病例程序的编制与测试!按教学目标编制病例程序#输入

L-:/*+

综合模拟人系统$挪威
F*6>!*E

公司生产&并测试其运

行情况%$

0

&对照组学生标准化患者$

8?)!6+?8?*+!*>!-S6!

Q

*"

?-6+?8

#

LLW

&的准备!选取附属一院本科护理实习生
'&

名培训

为
LLW

#其中
0

名为男护生(根据病例设计反复模拟演练#要

求
LLW

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并在考试过程中尽可能保持稳定

性#最终经课题组验收通过(

表
'

!!

以病情变化为主线的网络化
YL#%

考站

项目 编号 考试名称 考站概况 考试时间$

:-+

&

护理程序
'

护理问诊考站 考核整体护理及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实验组!病史叙述采取

多媒体录像与录音相结合的方式#由教师操控
L-:/*+

综合模拟人

表现相应症状与体征对照组!

LLW

'4

&

护理体检考站
'2

0

病例资料整理考站
2

3

护理诊断考站
2

2

护理计划考站
'4

D

健康教育笔试考站
2

B

健康教育口试考站
2

2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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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以病情变化为主线的网络化
YL#%

考站

项目 编号 考试名称 考站概况 考试时间$

:-+

&

护理技能操作
C

护理技能操作考站 该病例涉及到的技能操作
'4

K

危重症抢救考站 心肌梗死'上消化道大量出血'大咯血'休克'呼衰等,

'4

小组综合能力
'4

小组综合能力考站 培养应对突发情况抢救时团队分工协作能力
2

职业态度与评判性思维
''

职业态度考站 从认知'情感'态度方面综合评价批判性地思考'分析'推理和论证
2

'&

评判性思维考站
2

!!

,

!若本次实验课未涉及危重症抢救考站#则进行巩固训练考试(

@1A1A

!

实验课流程
!

实验课
3

学时"次(前
&

学时以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病例分析
+

理论知识回顾
+

操作技术示教

+

分组分角色扮演$

D

例"组&%后
&

学时#实施
YL#%

#以病例为

基础#全面考核护理技能操作'应急应变能力'团队协作和协调

能力#临床思维'临床决策'健康教育和沟通交流等能力(以护

理程序贯穿始终#穿插技术操作#职业态度及评判性思维考

核)

3

*

(考站的顺序发生改变#并不影响考试成绩)

2

*

(

@1A1B

!

质量监控
!

实验组!由软件工程师与课题组共同开发

病例程序(与局域网和多媒体设备结合展现病史'体征等(每

位上课教师须熟练掌握病例内容及
L-:/*+

综合模拟人系统

运行程序%对照组!

LLW

具有一定的临场应变能力'表演和表达

能力#能对学生无关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回答#使表演忠于病例

的症状和体征#防止细节方面的遗漏给考生带来误导#避免使

用判断性语句#遵循,忠于剧本'有问才答'适度回馈-的

原则)

D

*

(

@1A1C

!

评分量表
!

评分量表均由课题组自行设计#经
2

位高

级职称人员修改通过(包括技术操作量表'护理程序量表'小

组综合能力量表'职业态度与评判性思维量表(

@1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采用软件
LWLL'014

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取
CIF

表示#分类资料采用率表示%采用
;

检验和
(

& 检验的方法比较组间差异#

!

$

4142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A

!

结
!!

果

A1@

!

教学满意度
!

课程学习结束后#向学生发放问卷#从病

史'体征'神态模仿
0

个方面调查学生满意度(对
L-:/*+

综

合模拟人和
LLW

满意度的比较#病史与神态模仿无差异$

!

%

4142

&#体征模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4'

&#见表
&

(

表
&

!!

学生对
L-:/*+

综合模拟人和
LLW

!!!!

满意度的比较$

$

%

组别
$

病史模仿

满意 不满意

体征模仿

满意 不满意

神态模仿

满意 不满意

实验组
D' 3C '0 2C 0 3K '&

对照组
D4 3K '' 3& 'C 3B '0

(

&

41'B '010 414B

!

%

4142

$

414'

%

4142

表
0

!!

期末两组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

平均成绩

$

CIF

&

K4

'

KK

分

)

$

$

J

&*

C4

'

CK

分

)

$

$

J

&*

B4

'

BK

分

)

$

$

J

&*

D4

'

DK

分

)

$

$

J

&*

实验组
D' C013'IK132 &4

$

0&1C

&

&'

$

0313

&

'&

$

'K1B

&

C

$

'01'

&

对照组
D4 C&1'CIK10C 'C

$

0414

&

&4

$

0010

&

'0

$

&'1B

&

K

$

'214

&

; 41B&

!

%

4142

A1A

!

考试成绩
!

技能考核从护理程序执行'技术操作'小组综

合能力'职业态度与评判性思维能力
2

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

试时间为
K4:-+

#分数以百分制计入期末成绩(两组期末考试

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42

&#见表
0

(

B

!

讨
!!

论

B1@

!

YL#%

和网络化
YL#%YL#%

考试需要大量评分表'考

试说明#层次不同#学生例数不同#考后表格丢弃#资源浪费%考

试后需要统计大量评分表#成绩录入'保存和分析工作量大%前

期准备工作极其繁琐'易错%培训
LW

使考试成本加大(网络

化
YL#%

创建评分量表#利用计算机答题#只需点动鼠标#节约

纸张%客观题自动批卷并分析成绩(减少考核前'后主观评价

误差#考后便于储存'检索和管理)

0

*

(前期需准备病例'

Z

光

片'化验结果'输入答案等#一旦设定#无需重复#节约时间(利

用计算机创建时间安排表#实现高效'有序#减少考试当天工作

人员数量及工作量(

B1A

!

YL#%

在实验课中的应用
!

将
YL#%

应用于临床护理学

实验课中(

YL#%

模拟真实的临床护理任务#在安全和可控的

虚拟临床情境下考核综合能力#没有使用真实患者可能带来的

潜在风险#而且能在考察技能的同时#通过改变虚拟情境#考察

受试者在相似情境中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最终提高受试者将理

论知识应用到临床实践的能力)

B

*

(每次课通过考试让学生进

入到紧张状态#通过纠错
+

学生自评
+

教师评价#查漏补缺(

这一过程彰显了隐藏在实践课教学中的诸多职业教育因素#充

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学生的语言沟通'团队协作能力得到

体验和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到训练和培养)

3

*

(

B1B

!

L-:/*+

综合模拟人和
LLW

!

二者均有优点!病史'体征

等临床情境是标准化的#受试者在考站评估统一,患者-#接受

统一考官的提问#并在统一评分标准下获得评价#减小考试各

个环节的差异#使考试结果更加,客观-%每位受试者面对相同

的问题#可以避免传统,抽签-考试方式带来的公平问题%能有

效克服使用真实患者引发的道德和伦理等问题)

C

*

(

LLW

!培训实习的护理学生具有以下特点!$

'

&已系统的学

习完理论知识#且具有一定的临床实习经验#无需花费太多精

力和时间去培训%$

&

&与教师扮演的
LW

相比#有利于消除学生

的畏惧感#能够大胆放手去练习操作%$

0

&

LW

能否保持稳定的

状态#其表演是否真实和一致都会影响受试者的发挥%$

3

&在开

展大规模考试时#需要多种多样化的考试病例(但是由于前期

准备工作相当繁琐#目前使用大量多种病例的可操作性不强%

0

LW

能否按要求随时到岗(

L-:/*+

综合模拟人具备以下特点!$

'

&

L-:/*+

模拟人较为

逼真地表现出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它可模拟各种困难气道管理

情况%可触诊颈动脉'股动脉等搏动情况%通过不同方法可使模

拟患者说话!如叙述病史及痛苦呻吟%可模拟很多阳性体征#如

瞳孔变化'不同的呼吸音#心音和肠鸣音%伤口护理模块可以安

装在模型人上#使护理伤口操作更加逼真($下转第
&3KD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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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极易漏诊而带入老年(有资料显示#

D4

岁以上先心病占

年龄组构成比为
01&J

#其中房缺占首位)

&

*

(肺心病为老年常

见心脏病#多由慢阻肺发展而来(老年先心病房缺如出现心衰

和呼吸道感染也可表现为咳嗽'咳痰#后期同样出现发绀和浮

肿(两种疾病心电图和胸片都可提示右房室扩大#所以误诊为

肺心病的较多($

&

&室缺是小儿最常见先心病#缺损口大的多

在幼年时发病(本组室缺
&

例#

'

例位于膜周部#属于中型缺

损#但由于三尖瓣隔瓣遮挡部分室缺口#缺口相对变小直至老

年才发病#因为全心扩大被长期误诊为扩心病(如发现全心扩

大同时心脏杂音明显的老年人做超声心动图时须仔细观察室

间隔的连续性及有无异常血流(干下型室缺相对少见#本组
'

例女性患者曾多次晕厥#同时血压低#多次诊断为低血压性晕

厥#实则为左向右分流后缺血所致(对于有晕厥史'左室扩大

的老年患者不能忽视本病的存在($

0

&先天性主动脉瓣畸形以

二叶式和四叶式主动脉瓣多见#本组有
&

例为正常三叶#但瓣

叶发育不良#实属少见(老年人由于钙质沉积于瓣膜基底部的

固定线上而使瓣膜活动受限所致瓣膜关闭不全和$或&狭窄引

起心脏扩大'心肌肥厚甚至心衰称为老年瓣膜性心脏病#之前

本组
0

例先天性主动脉瓣畸形均诊断为老年瓣膜性心脏病(

但交界处粘连以及无典型的,

d

-字型闭合应引起重视#必要时

用三维甄别($

3

&本组
&

例
WAN

均因导管小而漏诊或误诊(

本组
'

例同时有房缺和
WAN

#既往多次心脏超声检查仅有房

缺诊断#但两个缺损口宽加起来并不大#难以解释巨型扩大的

右房室和明显增宽的肺动脉以及重度肺动脉高压(所以#当患

者的心脏改变不能用单一的先心病解释时#又排出了其他老年

合并症#须警惕两种先心病的同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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