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和训练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的操作#拓宽了实验室的空间#

增加了学生的实验有效时数#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

率#对实现实验教学的远程教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生

还可以在网上留言给任课教师提出意见或问题#通过教师及时

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

C+B

!

采用虚实结合教学法实施临床生化检验教学
!

由于半自

动生化分析仪数量太少#不能满足学生人人上机动手操作训

练)采用虚实结合的教学办法#即先由老师在网络教学系统上

讲解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使用操作#学生通过虚拟仿真半自动

生化分析仪操作训练平台的/人机交互0功能#仿真训练半自动

生化分析仪的使用操作%然后让学生在真实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上训练操作#如此反复多次虚实结合教学)虽然临床生化检验

分析检测项目$血糖+血脂+转氨酶等&多达数十种%常用检测方

法又分终点法+两点法和连续监测法%每种方法涉及
*.

余种参

数设置)但经虚实结合教学#即使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数量不

足#学生仍能较快掌握仪器的操作技能)作者通过对
&..B

级

医学检验专业
*.=

名学生在虚拟仿真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操作

训练平台上训练学习后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该半自动生化分析

仪操作训练对学生有明显帮助作用为
,=

名$

,&X

&#有帮助作

用为
-.

$

AEX

&)可见运用训练操作平台教学#有助于学生的

操作技能训练#提高了临床生化检验实验教学效果)

C+C

!

用于教学中难点和重点的突破
!

连续监测法测定酶活性

及
W

值的计算是临床生化检验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本研究

以临床真实病例导入#学生按临床生化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要

求#在本操作训练平台上学习训练操作#实现了真实和虚拟的

结合#较纯理论教学更容易使学生理解学习内容)对
&..E

和

&..B

级医学检验专业进行对照比较#

&..E

级
&

个班仅理论讲

解学习连续监测法测定酶活性及
W

值计算$当时操作训练平

台尚未研发成功&%而
&..B

级
&

个班则采用/理论学习结合虚

拟操作训练平台0教学)

&..E

+

&..B

级采用同一套试卷测试学

生对连续监测法测定酶活性及
W

值计算内容的学习掌握情

况#结果
&..B

级平均成绩$

B*+E

分&高于
&..E

级$

DE+&

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B

级成绩明显提高)说明在虚

拟仿真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操作训练平台上进行理论结合实际

的教学方法#不仅对强化操作训练有帮助#而且有助于对理论

知识的学习和理解)

D

!

结
!!

语

虚拟仿真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操作训练平台是一种可视化

虚拟仿真和多媒体技术模拟真实实验#并提供实时指导的智能

化教学软件)具有创新性+交互性+智能性+仿真性+开放性和

安全性等优点)该操作平台可以将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分析检

测样品的全过程虚拟仿真再现)让学生仿真训练半自动生化

分析仪的使用操作技术+学习临床生化检验终点法+两点法和

连续监测法的参数设置+样品的检测+检测结果的计算等内容)

该操作训练平台结合了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在临床生化检验教学应用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学

生不受时间+实验场地限制#可反复操作训练+学习半自动生化

分析仪的操作技能)解决了因半自动生化分析仪数量不足+导

致学生上机训练操作得到不保障的困难#且无试剂耗损#节省

了教学支出#安全性高)有助于理论知识理解#作者提高了教

学质量#并推进了临床生化检验课程建设和教学手段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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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测量数据在医学研究中十分普遍#据对临床医学类杂

志的研究论著的统计#约占
*

"

-

)在审稿和统计咨询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重复测量的资料在进行分析时#作者常常采用独立

结构数据进行处理#例如
7

检验或者随机区组方差分析等)重

复测量的数据与独立结构数据主要的区别在于#重复观测数据

间存在相关性#其误差至少有两层#而独立结构数据的每个观

察值彼此独立#各观测点随机分配)因而若采用
7

检验或者随

机区组方差分析#就会损失数据所蕴涵的部分信息#不能较好

地解释观察到的现象#甚至得出错误的分析结论)现将本研究

对医学论文中重复测量资料分析常见误用举例辨析报道如下)

A

!

重复测量资料

A+A

!

定义
!

所谓重复测量设计就是同一个受试对象的同一测

E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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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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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指标#在
Q

个不同时间点进行的测量#得到结果称为重复测

量资料)

A+B

!

数据格式
!

重复测量资料的数据格式见表
*

)

表
*

!!

重复测量资料数据格式

组别 个体编号
测量时间

测量
*

测量
&

测量
A

3 测量
Q

处理
* * Y Y Y Y Y

& Y Y Y Y Y

A Y Y Y Y Y

7 7 7 7 7 7

处理
& * Y Y Y Y Y

& Y Y Y Y Y

A Y Y Y Y Y

7 7 7 7 7 7

A+C

!

与随机区组资料的区别
!

随机区组设计#将
Q

个非实验

因素相同或很接近的受试对象配成一个单位组#分别随机地分

配到
Q

个处理组#或同一受试对象作
Q

次不同的处理#为配对

设计的推广)其数据格式$表
&

&与重复测量资料非常接近#二

者的主要区别见表
A

)

表
&

!!

随机区组资料数据格式

个体编号
处理组

处理组
*

处理组
&

处理组
A

3 处理组
Q

* Y Y Y Y Y

& Y Y Y Y Y

A Y Y Y Y Y

7 7 7 7 7 7

表
A

!!

重复测量资料与随机区组资料的区别

区别点 重复测量资料 随机区组资料

分析目的 考察各个处理组间随时间变化趋势上有无差别%各个时间点

之间有无差别)

基于配伍设计#考察各处理组之间有无差别)

资料特点 观察值之间有随重复测量时间$或空间&变化的趋势) 用于配伍因素应当是影响实验效应的主要非处理因素)

独立性 $

*

&同一观察对象的不同观察值间往往存在着时间或空间上

的自相关性#观测点间隔越近#观察值间的相关性越大%$

&

&

不同观测对象之间相互独立)

$

*

&处理组间的测量值相互独立#非处理因素基本均衡%$

&

&

各区组之间相互独立#顺序随机排列)

随机性 重复测量的时间是不能随机分配给实验单位的伴随因素) 处理可被随机地分配给实验单位)

B

!

常见误用方法

对于重复测量资料#有很多研究者误用
7

检验或随机区组

设计的方差分析进行处理#现以某医学论文中典型的多处理组

$

A

组&的重复测量设计数据$表
-

&为例#对重复测量资料分析

的常见误用进行辨析)例如!将手术要求基本相同的
*=

例患

者随机分为
A

组#在手术过程中分别采用
"

+

'

+

UA

种麻醉诱

导方法#在
/

.

$诱导前&+

/

*

+

/

&

+

/

A

#

/

-

共
=

个时相测量患者的

收缩压#数据记录见表
-

)

表
-

!!

不同麻醉诱导时相患者的收缩压$

KKL

<

%

诱导方法 患者序号
麻醉诱导时相

/

.

/

*

/

&

/

A

/

-

" * *&. *.E **& *&. **D

3 3 3 3 3 3 3

" = *&D *&* *&D *AA *&,

' , *&* *&. **E *A* *AD

3 3 3 3 3 3 3

' *. **E **- **, *&A *AA

U ** *A* **B **E *A= *&B

3 3 3 3 3 3 3

U *= *&= *&- **E *-& *A.

B+A

!

7

检验误用
!

对于各组之间的差别#视为成组设计#在各

时相点上采用成组
7

检验的方法#每个时相点上会比较
A

次$

"

与
'

+

"

与
U

+

'

与
U

&#

=

个时相点共计会得到
*=

次
7

检验的结

果)对于各时相点之间的差别#视为配对设计#在各组每
&

个

时相点间采用配对
7

检验#每组
*.

次#

A

组共计会得到
A.

次
7

检验的结果)

7

检验所得
!

值见表
=

!

,

)误用
7

检验的后果

是#割裂了各时相点间的自相关性#更严重的是#对于同一个数

据集#进行多次
7

检验#必然会增大假阳性错误的概率)

表
=

!!

A

种检验方法组间比较结果$

!

值%

诱导方法 成组
7

检验 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和
' .+.&* .+... .+.E.

"

和
U .+... .+... .+..=

'

和
U .+*&B .+..= .+*,-

表
,

!!

A

种检验方法时相点间比较结果$

!

值%

麻醉诱导时相 配对
7

检验 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

.

和
/

*

.+..& .+..B .+...

/

.

和
/

&

.+... .+..E .+...

/

.

和
/

A

.+... .+... .+...

/

.

和
/

-

.+..= .+... .+...

/

*

和
/

&

.+B=B .+B,E .+B.*

/

*

和
/

A

.+... .+... .+...

/

*

和
/

-

.+... .+... .+...

/

&

和
/

A

.+... .+... .+...

/

&

和
/

-

.+... .+... .+...

/

A

和
/

-

.+*,- .+.-, .+..-

B+B

!

随机区组方差分析误用
!

更常见的误用是将该资料视为

随机区组设计#把每例患者当作一个区组#把诱导方法和诱导

时相作为处理因素#采用随机区组方差分析)检验
!

值见表
=

!

,

)这样做的结果是割裂了各时相点间的自相关性#组间比

较时不考虑时相点的排列顺序#只比较均数水平#若各时相点

均数相同#而变化趋势不同时#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检验

B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不出差异性)

C

!

结果比较

不管是
7%

检验还是方差分析#都割裂了时相点之间的自相

关性%

7%

检验更会增大犯假阳性错误的概率)对表
-

的例子进

行统计分析#应注意到同一患者在各时相点上的数据是有先后

次序#不能随机排列的#也就是说数据具有自相关性#属于重复

测量设计#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重复测量设计方

差分析与
7%

检验及随机区组方差分析的结果比较见表
=

!

,

)

可见
A

种方法的检验结果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D

!

重复测量数据的注意事项

D+A

!

重复测量数据在医学研究中十分普遍#据对临床医学类

杂志的研究论著的统计#约占
*

"

-

#而且统计表达和统计分析

误用情况严重'

*

(

)常常误用配对
7

检验和随机区组方差分析

进行假设检验#这样往往忽视了重复因素各水平间的自相关

性#

7

检验还会增大假阳性错误的概率)

D+B

!

重复测量数据的个体差异是每个观察对象的
F

次测量结

果#如果用均数曲线描述各时间点的变化特征#有时反而看不

出个体差异的特征)如青少年身高发育的追踪观察#由于有人

发育早#有人发育晚#如果按观察时间将每个观察对象身高值

平均后绘制/平均0生长曲线#将看不到青少年身高发育的所特

有差异#如生长加速期+平缓期等)另外#重复测量数据不满足

常规曲线拟合方法所要求独立性假定)常规的曲线拟合回归

模型分析只分解
TT

$组间&#而重复测量数据回归模型分析还

要分解
TT

$组内&)

D+C

!

重复测量数据方差分析有自身的前提条件#即方差齐性

条件和求对称性条件)如果不满足前提条件会导致统计方法

的误用#因为前提条件不满足时#所得到的概率都偏低#使得差

异容易显著#即犯
.

型错误的概率增大)只有满足前提条件#

才可以保证单变量方差分析的有效性'

&%A

(

)

D+D

!

重复测量设计与随机区组设计在形式上较为相似#尤其

是当随机区组设计的处理因素为时间或个体的不同部位时#与

重复测量设计更易产生混淆)重复测量设计不同于随机区组

设计#从本质上说二者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类型#应当特别

注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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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化的教育信息技术成为当前教

育发展的方向#在药理学教学中#学生只有具备主动获取信息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才能去创造性地学习)本文探讨在药理学

教学中应用网络技术的意义以及如何应用网络技术去实现药

理学教学改革)

A

!

药理学传统教学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模式有利于教师发

挥其主导作用#去掌控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但满堂灌和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忽略了学生主动性

和个性的发展#忽视了培养学生个人经验和能力在教学中的作

用'

*%&

(

)而教师的作用不仅应/授之以鱼0#更要/授之以渔0#使

其受益终身#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反而使学生对日复一日的枯燥

课堂感到厌倦#对知识的掌握也仅靠死记硬背去应付考试#在

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也完全不能做到学有所用)因此#有必要对

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基于网络技术的教学改革入手#

创建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主动

性的教学模式#以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

B

!

发挥网络教学的优势#使课堂丰富多彩

网络教学采用文+声+图+像等为主要教学方式#是多媒体

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教育方法有机结合的一种新的辅助教学

手段#具有各种媒体信息传递和人机交互功能#可实现网络多

媒体信息传递和资源共享#实现了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

组织形式的变革#体现了/以人为本0的教育思想'

A

(

)随着多媒

体和网络教学的迅速发展#教育正面临着一场巨大变革#如何

在网络环境下提高教育的质和量#更好地实现网络与教学过程

的整合优化#是当前教育研究中的热点'

-

(

)它的主要优势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B+A

!

创建新的教学方式
!

素质教育的目的在于/以人为本0#

充分创设学生自主学习的环境和氛围#使学生能够适应时代发

展和人才竞争的需要'

=

(

)在网络教学中#教学的主体发生转

换#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教学资源的配置以及教学设计都

从学生的角度去思考#不仅培养学生利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自

主学习的主动性#更要培养他们通过网络获取最新进展的能

力#还可通过网络进行自我测试#与老师或同学进行网上信息

互动或讨论)既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探究学习方式#又

扩充了学生的知识信息#培养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同时也

增强了师生互动#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

,

(

)

B+B

!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

网络将文字+图形+影像+测评集于

一体#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学习环境和交互系统)根据教学

目的和重+难点的要求#将抽象的概念和内容形象化#有利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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