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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带教老师是指接受教学委托#根据教学

大纲#在临床学习过程中对学生的身心施加特定影响

的护理专业人员'

$

(

)带教老师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发

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他们不仅为护生提供临床学习

素材#而且通过各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将书本上学习

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直接经验和知识#使护生尽快进

入专业角色)因此#临床护理师资质量对临床护理教

学质量有重要影响)报告显示#护理人员增长速率的

加快让各级医院护士及实际开放床位比得以上升#但

同样快速增加的实习护生数量及不断提升的优质护

理服务需求使得临床护理教学面临更大挑战%逐渐增

加的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占比让各级医院学历水平有

所改善#但学历结构的缓慢优化*临床教学承担的重

任都对带教老师的在职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1

(

)

本科与专科护生培养目标的差异对带教老师能

力有不同要求#然而#目前国内尚未见对带教老师进

行分层培训#同质化带教培训不能完全满足带教老师

能力发展需要'

'

(

)因此#本研究以本科护生带教老师

核心能力为培养目标#通过文献研究及
39<

;

?#

专家咨

询法构建带教老师培训内容大纲#并确定各项培训内

容的权重*学时及培训方式#以期为下一步规范开展

不同层次带教老师的培训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成立研究小组
!

研究小组由
6

人组成#包括!从

事临床护理带教培训研究的教授
$

名*从事护理教育

研究的副教授
1

名及护理教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1

名)研究小组的主要任务!文献查阅与研究#培训目

标及内容构建#确定符合纳入标准的专家#专家咨询

问卷的制作*数据回收与分析*研究实施过程的质量

控制)

@&A

!

拟定专家咨询问卷
!

经过文献研究及研究小组

讨论#根据核心能力培训目标初步拟定专家咨询问

卷)$

$

&文献研究)通过检索
QB#9,B93#=9B>

*

e9F"E

QB#9,B9

*

2HF@9!

*

TYQ4Z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

4[_N

&及万方数据库等了解目

前国内外临床护理带教老师的培训现状*问题及发展

趋势)$

1

&拟定核心能力培训目标)以本科护生的培

养要求*斯宾塞能力模型理论*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

及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文献研究及专

家咨询构建了本科护生临床带教老师核心能力体系#

作为临床带教老师的培训目标)$

'

&初拟专家咨询问

卷)经过讨论#研究小组初拟的专家咨询问卷包括
6

个部分!致专家信*核心能力目标*培训模块*专家意

见表*专家基本情况调查#主要向专家简述本次咨询

的目的*意义及方法#要求各位专家为各培训条目重

要性赋分#采用
a#P9=>.6

级评分法#从-不重要.至-非

常重要.共
6

级#计
$

"

6

分#同时提出修改*增加或删

除意见)

@&B

!

选择咨询专家
!

专家纳入标准!$

$

&具有
$%

年

及以上护理教育*护理管理或临床护理的工作经验%

$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

&副教授或三级甲等医院副高

及以上职称%$

0

&自愿参加本研究)研究指出#专家咨

询人数以
$6

"

'6

人为宜'

0

(

#经过筛选#本研究拟纳入

'1

名专家)

@&C

!

进行专家咨询
!

1%$-

年
0S)

月#以电子问卷的

形式对符合纳入标准的专家进行
'

轮咨询#每一轮咨

询等待时间为
1

周#截止日期前
1!

将以邮件形式提

醒专家填写问卷)每轮专家咨询结束后#研究小组围

绕各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讨论并修改*增加或删

除#同时#对重要性赋值均数小于
'&6

#变异系数

$

AV

&

%

%&16

或满分率小于
1%R

的项目予以删除'

6

(

#

整理问卷进行下一轮专家咨询)专家的积极程度用

问卷回收率表示'

)

(

)

@&M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2QQ1%&%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录入与分析)用均数*标准差*

AV

对资料进行描

述性分析#分别计算
'

轮专家的积极性*专家权威系

数*专家协调程度及
P9,!A<<

和谐系数)采用
T:.

B9<1%%'

表格及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

并检验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以一致性比率$

AM

&表

示#

AM

$

%&$%

#则无逻辑错#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

(

)

A

!

结
!!

果

A&@

!

专家一般资料
!

选择来自广东*上海*山东*西

安*安徽*辽宁*河南等
-

个省
$0

所医院*本科护理医

学院校的
1(

名护理教育*临床护理及护理管理专家)

1/'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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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1%$0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粤教高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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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本科护生临床带教老师培训内容一'二级指标权重'重要性赋值均数'

AV

及满分率'各主题培训学时及培训方式

培训模块$

5

&*主题$

Y

& 权重 重要性赋值$

GV?

&

AV

满分率$

R

& 学时$

0%@#,

"学时& 培训方式

5$

教学能力模块
%&$( 0&-6V%&06 %&%( $%% 01&6

!

Y$

护理教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 0&/$V%&0% %&%/ /$&' 6&%

讲授
^

讨论

!

Y1

教学组织
%&0( 0&//V%&'0 %&%- /-&6 (&%

讲授
^

教学实践

!

Y'

临床教学基地实践
%&1% 0&-6V%&06 %&%( -6 1/&6

讲授
^

观摩
^

带教实践

51

专业能力模块
%&'6 0&//V%&'0 %&%- /-&6 $'&%

!

Y0

护理专业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1 0&00V%&6$ %&$1 0'&/ '&6

讲授

!

Y6

护理及带教中的人文关怀实践
%&'1 0&-6V%&06 %&%/ /$&' 0&%

讲授
^

讨论

!

Y)

临床护理决策的思维
%&6) 0&//V%&'0 %&%- /-&6 6&6

讲授
^

讨论

5'

管理能力模块
%&$$ 0&6)V%&6$ %&$$ )1&6 $-&6

!

Y-

人际沟通管理
%&0) 6&%%V%&%% %&%- /-&6 6&6

讲授
^

情景模拟
^

讨论

!

Y/

时间管理
%&'% 0&//V%&'0 %&%- /-&6 '&6

讲授
^

讨论

!

Y(

冲突的管理
%&%( 0&'/V%&)1 %&$% )/&/ '&6

讲授
^

讨论

!

Y$%

压力的应对与干预
%&$0 0&6)V%&)1 %&$0 )1&6 6&%

讲授
^

情景模拟

50

问题解决能力模块
%&'6 0&//V%&'0 %&%- /-&6 $/&6

!

Y$$

解决问题的思维
%&0) 6&%%V%&%% %&%% $%% 1&%

讲授

!

Y$1

问题类型与分析
%&1/ 0&-6V%&06 %&$0 6% '&6

讲授
^

实践

!

Y$'

护理文献检索
%&$/ 0&)(V%&0/ %&$% )/&/ 6&%

讲授
^

实践

!

Y$0

护理科研设计与实施
%&%( 0&'$V%&)% %&$1 0'&/ /&%

讲授
^

实践
^

讨论

年龄
'/

"

))

岁#平均$

0(&60V6&((

&岁%相关领域工

作年限
$0

"

0/

年#平均$$

1(&()V/&0%

&年%学历!博

士
$%

名$

'0&0/R

&#硕士
$1

名$

0$&'/R

&#本科
-

名

$

10&$0R

&%职称!高级职称
1%

名$

)/&(-R

&#副高级

职称
(

名$

'$&%'R

&)

A&A

!

专家积极程度及权威程度
!

'

轮咨询分别发放

问卷
'1

*

1(

*

1(

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R

*

('&$R

*

$%%&%R

)专家权威系数$

A7

&用判断系数

$

A'

&与熟悉程度$

A?

&的算数平均值表示#本研究专家

的
A7

值为
%&('6

#

A'

值为
%&(66

#

A?

值为
%&($0

)

A&B

!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及协调程度
!

专家意见集中

程度用重要性赋值均数*

AV

及满分率表示#见表
$

)

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
_9,!A<<

和谐系数表示)

'

轮专

家咨询的一*二*三级指标
_9,!A<<

和谐系数分别为!

%&$$(

*

%&1%'

*

%&$'(

%

%&$6/

*

%&16-

*

%&1')

%

%&$(/

*

%&1%1

*

%&$-)

)经检验#

_9,!A<<

和谐系数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6

&)

A&C

!

指标修改
!

根据筛选标准及专家文字意见#研

究小组讨论后共删除二级指标
'

项*三级指标
$

项#

修改二级指标
$

项*三级指标
$%

项#增加三级指标
1

项)最终形成本科护生临床带教老师核心能力培训

内容大纲#包括!

0

个培训模块#

$0

个模块主题#

0/

项

培训内容#同时#专家对完成各模块培训所需课时及

每一项培训内容占相应模块的比例给出建议#共计

($&6

课时#每课时
0%@#,

#见表
$

)

A&M

!

各指标权重分析
!

经过层次分析#一级指标的

权向量值分别为
%&$$

"

%&'6

#最大特征值为
0&%$%0

#

二级指标的权向量值分别为
%&%(

"

%&6)

#最大特征值

为
'&%$/'

"

0&%/-'

#三级指标的权向量值分别为

%&%/

"

%&)-

#最大特征值为
1&%%%%

"

6&$%-'

#各判断

矩阵
AM

$

%&$%

#可认为各项判断无逻辑错误#具有满

意的一致性)一*二级指标结果见表
$

)

B

!

讨
!!

论

!!

不同学历护生教育目标及其带教老师培训需求

的差异均表明分级培训的必要性'

'

#

/

(

#目前#各医疗机

构所采用的统一培训内容无法满足本科护生带教老

师的需求'

(

(

#因此#本研究以核心能力为目标#构建了

适用于本科护生带教老师的培训大纲#在培训方式及

学时方面给出建议#并通过权重分析了解专家对不同

培训模块的重视程度#为今后各项内容的课时分配提

供参考)

B&@

!

咨询结果的可靠性
!

本研究共进行了
'

轮专家

咨询#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R

*

('&$R

*

$%%&%R

#

A7

*

A'

*

A?

值分别为
%&('$

*

%&($0

*

%&(66

#

_9,!A<<

和谐系数有统计学意义#代表纳入专家在本

研究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

$%

(

#参与咨询的积极性较高

且在各条目中的意见取得较好的协调一致性'

$$

(

)

1(

名专家来自
-

个省市*

$0

所医院及本科护理医学院

校#既包括本科护理教育经验丰富的教育专家#也包

括长期从事临床教学管理*临床护理管理及临床一线

护理的专家#工作时间为$

1(&()V/&0%

&年#其中博士

$%

名$

'0&0/R

&#硕士
$1

名$

0$&'/R

&#本科
-

名

$

10&$0R

&#高级职称
1%

名$

)/&(-R

&#副高级职称
(

名$

'$&%'R

&#表明咨询专家在地域和专业领域上有

一定的代表性#且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及实践经验)

B&A

!

培训内容的科学性
!

培训内容以本科护生临床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带教老师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为目标#以
_"<F

学习

理论*

_,"K<9+

成人教学理论及
2AH<

思维模型为理论

基础进行构建)研究者认为#学习是一个包含具体体

验*反思*概括*行动的体验过程#理论与实践需相互

融合'

$1

(

)因此#培训内容涵盖理论
.

演练
.

观摩
.

实习#

在理论学习中设置教学展示演练及临床教学基地实

践等内容#让每一位带教老师及时应用所学知识#并

接受培训导师和其他带教老师的评价#及时发现带教

中存在的问题#同时#将课堂拓展至教学医院#不仅让

带教老师学习先进的临床教学管理经验*观摩优秀老

师的教学组织与实施#还能在后期的带教实习中进行

反思后再实践)

_[ZeaTQ

指出#成人通常具有可供

学习的丰富经验#期望学习内容与工作或生活直接相

关*能够立即解决当下问题'

$'

(

)因此#培训内容中设

置讨论*观察及情景模拟环节#让带教老师在交流中

学习经验*讨论中发现问题*分享中找到解决路径#同

时#以
2AH<

的思维模型作为思考工具'

$0

(

#引导带教老

师反思其观点的形成过程并进一步思考这一思维过

程的合理性#以促进带教老师核心能力的提高)

B&B

!

培训内容的合理性
!

各级指标重要性在
0&16

"

6&%%

#

AV

在
%

"

%&$)

#表明各条目的重要性得到了专

家的认可#

0

个培训模块均是本科护生带教老师核心

能力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专业能力模块与问

题解决能力模块权重系数为
%&'6

#教学能力模块为

%&$(

#管理能力模块为
%&$$

)这与其他研究'

$6

(结果

一致#在需具备的能力中#带教老师的专业能力最受

重视)此外#问题解决能力是本科护生高层次培养目

标'

'

(

#带教老师作为临床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其思考

问题及应对问题的方式对护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

至关重要#因此#问题解决能力不仅是带教老师承担

护理职责的要求#也是带教老师言传身教*通过榜样

示范进行带教的前提)研究者指出#核心能力的培养

不仅涉及知识获取及技能训练#还应发展思维能力*

行动能力及态度*信念等特质'

$)

(

)鉴于此#培训从加

强带教老师专业发展动机及提高开展护理工作的关

键性行动能力着手#在培养带教老师临床护理决策思

维的同时#将有利于强化专业态度及职业发展信心的

相关内容纳入培训大纲%通过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过

程及影响因素*讲授思考问题的技巧及分享优秀案

例#引导带教老师理解提高思维质量以促进问题解决

效果的重要性#并掌握分析问题的思维方法)在带教

老师进一步开展护理相关问题的研究时#-护理文献

检索.-护理科研设计与实施.等模块还将在护理设计

策略及实施方法方面予以科学的建议)

教学能力是带教老师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

aNfN5

等'

$-

(研究一致)临床带教不仅是教学的过

程#更是学习的过程#对于带教老师来说#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并为其提供个体化教学是带教过程的核

心'

$/

(

)因此#教学能力模块将教学理念与教学知识*

教学技能并重#在增强带教老师基础教学"心理学知

识储备*提高理论教学与实践带教技能的同时#重视

培养-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等核心教学理念)

尽管管理能力模块权重系数相对较小#但仍是培

训框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以实践者为主导并兼任

教育者的带教老师必须具备有效管理护理*教学时间

及有效开展教学活动的能力%另一方面#临床教学环

境复杂#由于护理服务对象不同的性格特点及其病情

变化#加之护理工作中合作性与协调性的特征'

$

(

#使

得带教老师在承担繁重护理工作的同时还需应对应

急与交往带来的心理压力)为此#管理能力模块不仅

设置了时间管理主题#让带教老师交流时间管理经

验*学习时间管理的常用方法及评价原则#还对带教

老师开展人际沟通及冲突管理方面的培训#并教授应

对压力的方法)

B&C

!

小结
!

本研究专家咨询结果可靠#所拟定的培

训大纲具有理论基础及明确的目标#培训内容构建合

理且具有可行性#能够为带教本科护生的临床教师培

训提供科学依据)未来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实证培训

大纲的效用#并根据本科护生带教老师的培训反馈及

需求进一步完善培训大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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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教育之后#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都有提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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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系统性健康教育模式对老年冠心病心

脏康复患者是可行的)

本研究结合临床护理工作#针对不同年龄*不同

生活自理能力*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病情的患者实施

个性化的系统性健康教育#建立个体化心脏康复方

案#与患者共同管理其一般情况*高危因素和心理压

力#促使患者达到躯体*心理和情感的最佳状态#从而

显著提高了患者生活质量#因此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

作中#可采用系统性健康教育模式作为参照#提高患

者生存质量#降低患者疾病复发率和病死率)

!!

心脏康复已成为老年医学领域新的研究热点#由

于研究时间*病例数量的局限性#尚缺乏大样本数据

来进一步证实系统性健康教育的普适性和适用性#但

心脏康复小组会持续观察系统性健康教育对老年冠

心病心脏康复患者的应用效果#对研究对象术后并发

症的预防*护理措施等多方面进行研究#获得更深层

次的研究数据#从而为老年患者营造更安全的就医

环境)

参考文献

'

$

( 杜闻莹
&

冠心病患者心脏康复研究进展'

G

(

&

中国心血管

病研究#

1%$6

#

$'

$

1

&!

$%).$%(&

'

1

(

_N[h W

#

YN88[T7 f

#

GZQT2JQZ[ 7

#

9>A<&W9!#BA<

!#=9B>"==9+

;

",+#F#<#>#9+E"="H>

;

A>#9,>BA=!#AB=9?AF#<#>A.

>#",

"

+9B",!A=

I;

=9M9,>#",

;

="

D

=A@+

!

1%$1H

;

!A>9

!

A+>A>9.

@9,>E"=?9A<>?BA=9

;

="E9++#",A<+E="@>?95@9=#BA,5+.

+"B#A>#","E4A=!#"MA+BH<A=A,!2H<@",A=

I

79?AF#<#>A>#",

A,!>?95@9=#BA, J9A

'

G

(

&4#=BH<A>#",

#

1%$1

#

$1)

$

1$

&!

16'6.160'&

'

'

( 王海棠#任利民#刘瑶#等
&QX.$1

健康调查量表的评价研

究现状'

G

(

&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

1%$6

#

$0

$

-

&!

6-0.6-)&

'

0

(

Q5[3TQ5752Y

#

a5WYT7848

#

hZ73Z[ [X

#

9>

A<&4A=!#AB=9?AF#<#>A>#",A,!=#+P=9!HB>#",

!

>#@9>"

-

=9.

F=A,!A,!=9#,M#

D

"=A>9

.'

G

(

&G5@4"<<4A=!#"<

#

1%$6

#

)6

$

0

&!

'/(.'(6&

'

6

(

Za37N3hT [&T:9=B#+9.FA+9!BA=!#AB=9?AF#<#>A>#",#,

;

A>#9,>+K#>?B"=",A=

I

?9A=>!#+9A+9

!

@9>A.A,A<

I

+#+"H>.

B"@9+=9M#+#>9!

'

G

(

&XH>H=94A=!#"<

#

1%$1

#

/

$

6

&!

-1(.-6$&

'

)

(

dZJ5[[TQ5 W

#

3ZJT78d2

#

Y\[3d4

#

9>A<&8?9

<",

D

.>9=@F9,9E#>+"EBA=!#AB=9?AF#<#>A>#",",!9

;

=9++#",

#

A,:#9>

I

#

;

?

I

+#BA<AB>#M#>

I

A,!

U

HA<#>

I

"E<#E9

'

G

(

&G4<#,

[H=+

#

1%$%

#

$(

$

$(

"

1%

&!

1/%).1/$'&

'

-

(

QJT2JT734 e

#

eJNaT 5 T&4A=!#AB=9?AF#<#>A>#",

A,!

U

HA<#>

I

"E<#E9

!

A+

I

+>9@A>#B=9M#9K

'

G

(

&N,>G[H=+

Q>H!

#

1%$1

#

0(

$

)

&!

-66.--$&

'

/

(

254_i7

#

hZTa_

#

a5J7Y3

#

9>A<&2A=>#B#

;

A>#",#,

BA=!#AB=9?AF#<#>A>#",A,!+H=M#MA<AE>9=B"=",A=

I

A=>9=

I

F

I;

A++

D

=AE>+H=

D

9=

I

!

AB"@@H,#>

I

.FA+9!+>H!

I

'

G

(

&4#=BH.

<A>#",

#

1%$'

#

$1/

$

)

&!

6(%.6(-&

'

(

(

hZTa_

#

aT[[Z[7G

#

8NaY\7d78

#

9>A<&N@

;

AB>"E

BA=!#AB=9?AF#<#>A>#",",@"=>A<#>

I

A,!BA=!#"MA+BH<A=9.

M9,>+AE>9=

;

9=BH>A,9"H+B"=",A=

I

#,>9=M9,>#",#,>?9B"@.

@H,#>

I

'

G

(

&4#=BH<A>#",

#

1%$$

#

$1'

$

1$

&!

1'00.1'61&

'

$%

(

a5fNT4G

#

57T[57

#

X75[_aN[Y5&4A=!#AB=9?A.

F#<#>A>#",A,!?9A<>?

I

<#E9.+>

I

<9#,>9=M9,>#",+

!

=9B>#E

I

#,

D

;

="

D

=A@!9E#B#9,B#9+>"#@

;

="M9

;

A>#9,>"H>B"@9+

'

G

(

&G

5@4"<<4A=!#"<

#

1%$)

#

)-

$

$

&!

$'.$6&

'

$$

(孙卉丽
&

软坚通脉汤对
24N

术后
&

期康复患者心脏标志

物及生活质量研究'

3

(

&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

1%$)&

'

$1

(陆晓
&

心脏康复的演变与进展'

G

(

&

中国康复医学杂志#

1%$-

#

'1

$

$

&!

0.(&

'

$'

(白杨#肖瑜琦#修建成#等
&

冠心病患者对安卓系统心脏康

复风险评估软件应用的效果分析'

G

(

&

重庆医学#

1%$)

#

06

$

$/

&!

16%-.16%(

#

16$1&

$收稿日期!

1%$-.$1.10

!

修回日期!

1%$/.%1.%'

&

$上接第
1'/0

页&

'

$$

(郝薇#王志稳#张晖#等
&

居家痴呆老年人照护问题评估单

的构建研究'

G

(

&

中华护理杂志#

1%$)

#

6$

$

$1

&!

$6%0.$6%/&

'

$1

(

hZh\Q5

#

T78T_h&a9A=,#,

D

A,!

;

9=+",A<A>>=#FH>9+

"EH,#M9=+#>

I

+>H!9,>+#,

;

=9!#B>#,

D

A,!B<A++#E

I

#,

D

>?9

<9A=,#,

D

+>

I

<9+

!

_"<FC+,#,9.=9

D

#",M9=+H+E"H=.=9

D

#",

<9A=,#,

D

+>

I

<9+

'

G

(

&QB"B#A<Y9?AMQB#

#

1%$-

#

1$-

!

--(.-/(&

'

$'

(

_[ZeaTQWQ&5,!=A

D

"

DI

#,AB>#",

!

A

;;

<

I

#,

D

@"!9=,

;

=#,B#

;

<9+"EA!H<><9A=,#,

D

'

W

(

&$+>9!&QA,X=A,B#+B"

!

G"++9

I

.YA++

#

$(/0&

'

$0

(

5[37T5 Q\aaNf5[ T&4=#>#BA<>?#,P#,

D

#,B<#,#BA<

,H=+99!HBA>#",

!

A

;;

<#BA>#","E2AH<C+@"!9<"EB=#>#BA<

>?#,P#,

D

'

G

(

&[H=+9T!HB2=AB>

#

1%$1

#

$1

$

)

&!

'11.'1-&

'

$6

(潘靖菁#王惠珍#高钰琳
&

临床护理教师核心能力研究现

状及展望'

G

(

&

护理学报#

1%$-

#

10

$

)

&!

1'.1)&

'

$)

(

_[NQTadW7

#

X\a8Z[GQ

#

X7NTQ8JYW&29=B9#M9!

#@

;

"=>A,B9"E>9AB?#,

D

B?A=AB>9=#+>#B+#,B<#,#BA<,H=+9

+

;

9B#A<#+>

;

=9B9

;

>"=+

'

G

(

&G2="E9++<[H=+

#

1%$6

#

'$

$

'

&!

1%/.1$0&

'

$-

(

aNfN57W

#

eJN84ZWY_

#

475Nh3&N,>9=

;

="E9++#",.

A<"F

*

9B>#M9+>=HB>H=9!>9AB?#,

D

9:9=B#+9

$

#ZQ8T

&

>">=A#,

;

=9B9

;

>"=+

'

G

(

&4H==9,>+2?A=@A89AB? a9A=,

#

1%$-

#

0

$

(

&!

)%6.)$6&

'

$/

(

Wv78T[QQZ[h

#

atXW57_5

#

W5WJN3N75h

#

9>

A<&2=9B9

;

>"=+C=9E<9B>#",+",>?9#=9!HBA>#",A<="<9F9E"=9

A,!AE>9=A

;

=9B9

;

>"=

;

=9

;

A=A>#",B"H=+9

!

A

;

="+

;

9B>#M9

U

HA<#>A>#M9+>H!

I

'

G

(

&[H=+9T!HB2=AB>

#

1%$)

#

$(

!

$.)&

$收稿日期!

1%$/.%$.$%

!

修回日期!

1%$/.%'.$/

&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