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全军前列#获批全国首批0数字化试点示范医院1#大大加

快了医院管理的科学化进程&

:

!

思
!!

考

通过探索实践#作者进一步认识到品质与品牌相联系#品

质与质量相一致#品质与内涵相符合,

HK

-

#品质与管理相适应#

品质与安全相挂钩#它既包容医护教研品质#又包含行政后勤

品质#还包括思想政治品质#各项工作和各项建设都与品质相

连&本院的探索实践还处在相对初级的阶段#还停留在品质管

理理念的移植+探索和实践阶段#还需要不断结合自身实际#挖

掘自身品质特色#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建立牵引医院发展

的有效举措#形成具有西南医院特色的品质管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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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应届高中毕业生超体质量和肥胖的防控干预

李
!

华!王国威!张
!

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体检中心!重庆
CKKKDK

%

!!

(")

"

HK0OIBI

%

T

0)%%'0HBLHAPOCP0DKHD0DH0KCL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HBLHAPOCP

"

DKHD

%

DHADDDJAKH

!!

DKKB

&

DKHH

年本院共对重庆市应届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

院校的
OHDKL

名考生进行了体检#其中超体质量学生
DLHB

名#

占总人数的
P0L\

&本文就应届高中毕业生超体质量的健康教

育+健康管理+健康促进进行了阐述#以探讨有效的干预措施&

!

!

对象与方法

!0!

!

调查对象
!

DKKB

&

DKHH

重庆市报考军队院校的全部应

届高中生&共体检考生
OHDKL

名#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颁布

的)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进行体检&

!0+

!

方法
!

体质量测量在晨起空腹将排尿后进行&体质量指

数'

[2Q

(的计算公式是体质量'

G

*

(%身高'

=

D

($按照)中国成人

超重和肥胖预防控制指南*中的标准
[2Q

在
HP0J

&&

DCG

*

%

=

D

为正常$

DJ

&&

DPG

*

%

=

D 之间为超质量$

+

DPG

*

%

=

D 为肥胖,

H

-

&

+

!

结
!!

果

本组超体质量学生共
DLHB

名&

[2Q

+

DPG

*

%

=

D 的学生

LP

名$

[2Q

在
DJ

&&

DPG

*

%

=

D 的学生
PKP

名$

[2Q

在
DC

&&

DJG

*

%

=

D 的学生
HPOK

名&见表
H

&

表
H

!!

DKKB

&

DKHH

年报考军队院校超体质量应届

!!!!!

高中毕业生统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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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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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超体质量与肥胖是现代经济发展而爆发出现的#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品种的极大丰富#

摄入能量的不断增加&加之网络迅速发展#代步工具普及#热

卡消耗的不足#体内能量积蓄#导致
[2Q

逐渐上升&

DKKD

年中国居民超体质量和肥胖率之和为
DO0D\

&世界

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到
DKHJ

年全球将约有
DO

亿成人超体质

量#

L

亿多成人肥胖,

D

-

&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

病+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且逐渐年轻

化,

O

-

&因此肥胖与超体质量的管理应从青少年做起,

C

-

&我国

正在经历着年龄结构+营养结构+生活方式以及疾病谱剧烈的

变化&应该认识到超体质量与肥胖的健康危害正在突显&健

康促进对控制超质量与肥胖的意义已被世界公认&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也证明减肥的益处&因此在全社会创

建多种控制超质量与肥胖的干预措施#对学生的体重进行综合

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保正常体重的维持&体质量防

控干预的主要措施有"'

H

(推广体重健康管理教育重要性的认

识#培养体重管理目标的知晓率#增强体重管理的全民意识&

'

D

(创造健康生活方式的大环境#倡导健康饮食#减少脂肪和高

热量食物的摄入&'

O

(积极推荐运动疗法&对超体质量与肥胖

的学生可通过增大消耗热能促进脂肪燃烧#促进体重减轻#有

助于体重的减轻和保持#推荐有氧运动&'

C

(对超体质量与肥

胖学生进行综合管理#建立体重管理互助小组#以同学+家庭为

单位相互监督$制订体重管理目标#实施体重阶段控制#分段达

标&'

J

(对食物+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分别按热卡进行

红+黄+绿等颜色标记#并对每天摄入量进行标记&此种方法简

单+醒目+易行&易被学生所接受&'

B

(提倡自我管理&个人行

为管理是最重要的内容#主要有每日的体重监测与记录+每日进

食和消耗热卡的监测与记录&运动量的监测'下转第
DDDP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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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颈
S

+肱
S

+桡
S

+股
S

的搏动$液路的建立及用药#可以看

出生命体征的变化#在模拟人身上能体现多项技能操作功能#

直观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使命感&

+0Q

!

实施有规划的检体诊断实验室开放制度
!

检体实验室设

有教学及临床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按课程进度有次序的多个

技能实验室开放学习制度#充分利用穿刺模拟系统#进行胸+

腰+腹及骨髓穿刺练习$心肺复苏实验室能体验模拟人通过直

接抢救#模拟人会给出成功与否的答复$心电图+

[

超+

_

线片

等#后期进行
<)=2+'

综合模拟人及虚拟诊断学网络实验室的

次序开放#加强了学生的临床联系和训练$同时建立进行体格检

查手法考试制度#如制作题卡#题卡分两类#必考'重点+难点+必

须掌握(#酌考'熟悉内容(这样做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避免高分

低能现象发生#为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P

-

&

:

!

加强临床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医学诊断学是训练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确立诊断的桥梁课程#要加强临床内+外+

妇+儿科的思维平衡化#在实验教学中将涉及的各系统+各学科

的知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分析性思维训练#并逐渐

过渡到直接思维#由理性思考引导学生向判断和结合能力训

练,

I

-

&学院在传统实验检体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实验室实施

合理的开放制度#充分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和技术#结合改进后

的教学方法#将实验教学分为两个阶段&'

H

(检体诊断为主要

内容#使学生熟练掌握检体正确操作方法#阳性体征与临床疾

病相联系,

HK

-

&如#在模拟人触及肿大的肝胆时#引导学生向导

致的疾病联想&'

D

(涉及临床各学科的知识#在专职教师的主

导下#组织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思维训练&如#虚拟诊断实

验室和
<)=2+'

综合模拟示教与开班式训练#从患者的问诊+

检体+辅检及重病患者的救治等#到课堂教学+实验室+临床见习

的紧密联系#对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进行分析思

维训练$分阶段实验室的开放与各学科进展情况结合#有效的启

发了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临床见习过程中#让学生了解医院各项

规章制度#了解临床医生遵循的医德医风规范和工作职责#了解

临床实习时该做什么#如何与患者思想沟通$结合在科室的所见

所闻对学生进行医学法律意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另外黄河科技学院医学院还尝试学生去实习医院前#以班

为单位开展0诊疗技能1大赛#大赛分
S

+

[

+

!

+

3

组#各组有制

定的相应题卡#

S

组"各种疾病的病历书写$

[

组"系统检体'分

为小题($

!

组"各种穿刺术$

3

组"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如化验+

_

线片+心电图+

[

超等&学生在普遍复习的情况下抽取题卡#

根据提卡内容进行操作#各组均包括综合素质方面的提问#最

后由教学办+医疗系+教研室+带教教师组成的评委打分#提出

希望#不合格者留校继续练习&大赛结束后#分配学生到实习

医院#形成了实习前的在校大练兵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同时激励了带教教师的积极性#大赛收到了良好效

果&

总之#医学院校面对知识经济#要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在

提高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需要构建多层面的创新实验教学体

系#合理的实验内容安排与实现手段#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诊

断技能训练和诊断思维培训的实验自我训练平台#使学生学的

直接知识与书本紧密联系起来#获得比较完全知识#同时又培

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黄河科技学院医

学院尝试新思路的检体诊断实验教学#以创新临床技能训练为

主#从模拟训练#到虚拟训练#再到临床实训循序渐进#向临床

诊断技能教学和诊断思维培养发展#将临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紧密结合#从而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增加了

学生课外技能训练机会#提升了学生技能操作水平#增强了学

生毕业后的社会适应和竞争能力&但在实验教学中仍需完善+

稳定+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双师型实验教师队伍$

同时在医学生实习前应留有合理+足够的练习时间#为医学生

走出课堂#走进实习医院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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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记录&超体质量与肥胖是一种代谢性疾病#一种慢性疾

病&对人类健康和生命产生了重大威胁#正成为民族生存的大

问题&我国现有
D

亿超质量或肥胖人口且肥胖逐渐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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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对高中学生的超质量与肥胖给予足够的重视#采用积

极的防控干预#使高中学生健康得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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