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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尸检病例资料在病理实训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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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尸检病例为病理学提供了新的教学素材。通过结合案例式教

学、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使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采用大体标本和组织学图片讲解、临床病理讨论等教学形

式,将新冠肺炎尸检病例病理学改变、临床病理联系等内容融入本科病理实训课堂,帮助学生提高对病理学重

要性的认识,加深对呼吸系统炎症等相关疾病病理变化和临床结局的理解。同时,这部分新内容的加入也帮助

学生充分认识到新发传染病的严重危害和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的感人事迹,有利于病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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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病机制、阐明病理变化本质

的一门医学基础学科,是衔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

桥梁学科[1]。大学本科病理学课程着重于对疾病发

病机制、病理改变、结局和转归等进行分类讲解,具有

较强的理论性[2]。学生往往对发病机制与病理改变

的联系、大体病理改变和微观病理改变的联系、病理

改变和临床表现的联系等方面缺乏深入全面的理解。
因此,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实例一直

以来是病理学教学努力的方向。病理尸体解剖检查

(简称尸检)是病理学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

之一。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以来,我国病理工作者克服重重困难,及时进

行了数十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尸检[3]。这些尸检结

果在指导临床救治的同时,也为病理学教学注入了全

新的动力。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学研究

所(病理学教研室)尝试将新冠肺炎尸检病例穿插入

本科病理实训课教学中,更新现有教学内容,完善现

有课程体系。这些实例加深了学生对于呼吸等相关

器官、系统病理损伤改变和临床病理联系的理解,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为病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添砖加瓦”。

1 新冠肺炎尸检病例资料为病理实训课教学提供案

例素材

大学本科病理课主要包括理论课和实训课两种

教学形式。其中,实训课主要以观察标本切片和临床

病理讨论的形式进行[4]。本课题组充分利用前期新

冠肺炎科研攻关团队在抗击武汉疫情一线获取的尸

检病理结果等第一手宝贵资料,将新冠肺炎尸检病例

临床病理改变特征等以案例等形式有机地融入相关

实训课教学中,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1.1 新冠肺炎尸检病例可作为医学生了解病理学的

“入口”
尸检是人体病理学诊断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明确

死者病变性质和死亡原因的关键手段,对于验证患者

生前临床诊断的正确性、总结诊疗经验、提高临床救

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5]。因此,尸检可作为医学生了

解病理学的“入口”。在病理学实训课第一次课教学

中(共3学时),在第一学时利用20
 

min时间,结合团

队在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展尸检的图片纪实资料,讲解

新冠肺炎尸检的重要意义和获取尸检样本的艰难历

程,并观看央视纪录尸检工作事迹的公益短片《大体

老师》,帮助医学生迅速认识到病理学的重要地位,尸
检的重要意义和病理医生的职责使命,端正学习态

度,激发学生学习病理学的热情。

1.2 新冠肺炎尸检病例可作为炎症总论实训课的

案例

炎症是病理学总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病理学

实训课学习的重点。新冠肺炎是一种炎症性疾病,具
备变质、渗出、增生等炎症基本病理特征。新冠肺炎

病理改变表现为肺泡上皮细胞及支气管上皮细胞脱

落坏死,肺泡腔内见浆液、纤维蛋白性渗出物及透明

膜形成,渗出细胞主要为单核和巨噬细胞;Ⅱ型肺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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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增生,后期可有炎症机化和间质纤维化形成[6]。
在炎症章节实训课,本课题组使用多媒体手段展示新

冠肺炎尸检病例肺部大体和组织学图片,结合使用以

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problem-based
 

learning,)[7],
请多位学生先根据理论课所学知识描述新冠肺炎病

理学变化,并推断患者可能出现的临床症状,然后由

教师进行纠正。这种做法有效地帮助了学生加深对

炎症的病理表现、病变性质和结局转归的理解。

1.3 新冠肺炎尸检病例可作为呼吸系统疾病临床病

理讨论的案例

临床 病 理 讨 论(clinical
 

pathologic
 

conference,

CPC)是病理学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的重要手段,是病

理实训课的重要教学形式。本课题组主要采用案例

式教 学 法(case-based
 

learning,CBL)和 翻 转 课 堂

(flipped
 

classroom)组织CPC教学。案例式教学法是

围绕具备启发性、针对性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主动

进行深入、开放的思考和讨论,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全面准确分析问题的能力[8]。而翻转课堂则是强

调学生在课堂外开展自主和合作学习,课堂主要进行

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培养创造

性、批判性思维[9]。在CPC讨论课上,针对特定的具

有完整临床、病理信息的尸检病例,将学生分为小组,
每组6~8人,让学生自主开展讨论和分析。课程流

程为课前组内讨论和准备讲解幻灯,课上分组上台讲

解,组间辩论交流,最后由教师针对学生讲解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这种教学方法让课堂的主角

从教师转换为学生,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掌握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理解偏差,并帮助学生建

立起病理知识联系临床知识的分析推论能力。然而,
既往在呼吸系统CPC课堂主要使用慢性支气管炎等

尸检病例,无法体现CPC案例与时俱进,而新冠肺炎

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呼吸系统病变严重,因此新冠肺炎

尸检病例将成为呼吸系统章节的优质案例。本课题

组精选了1例新冠肺炎尸检病例,收集了病例临床表

现、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治疗经过、尸检发现、
组织病理学改变等文字、图片资料,在实训课分小组

进行临床病理讨论,引导学生思考该例新冠肺炎患者

临床表现与各器官病理变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患者的

死亡原因。这种“精选病例+案例式教学+翻转课

堂”的教学模式明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课堂

效果[10]。
 

1.4 新冠肺炎可造成全身多器官损伤,可在相关病

理实训课举例讲解

新冠肺炎除以肺炎作为主要临床表现外,还可导

致全身多器官损伤,包括肾小管和肾小球坏死、心肌

变性坏死、生殖器官(如睾丸)损伤等[11]。因此,在开

展相关实训课教学时,可列举新冠肺炎尸检病例实

例,通过大体图片、组织学图片讲解新冠肺炎导致相

关器官损伤的病理变化,分析可能造成的临床结局。
这种教学安排一方面让病理学各论实训课教学内容

更加丰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让医学生充分认识

到新冠病毒对机体造成的多重危害。
1.5 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有助于了解传

染病传播特征和致病机制

传染病是一类严重危害人群健康的疾病,是病理

实训课最后一个章节。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
短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大流行。我们在病理

实训课利用团队采集的新冠病毒在肺部等器官分布

的透射电镜图片[12],讲解了新冠病毒的电镜下形态、
组织细胞分布、传播途径、致病机制,其中穿插互动教

学,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新冠肺炎的传染病学特征与病

理变化的关系,从而能够举一反三,更好地理解传染

病的基本特征。
2 新冠肺炎尸检病例资料有利于病理学课程思政

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我

国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13]。将新冠肺炎尸

检病例融入病理实训课并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可以

达到既更新病理学知识体系,又能立德树人的目的。
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成功实践体现了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投身抗疫工作,忠实

地履行“白衣天使”职责,体现医者担当;病理工作者

攻坚克难,揭示新冠肺炎病变本质,助力临床救治;遗
体捐献者及其家属为医学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值得

每一位医学生敬佩和学习[14]。这些先进事迹均为课

程思政提供了极佳素材。我们在病理实训课讲解新

冠肺炎相关案例过程中,以多媒体或口头讲述形式显

性或隐性地穿插以上课程思政相关内容[15],起到了

“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为病理实训课赋予新的积极

内涵。
3 展  望

病理学是医学的骨干课程。将新冠肺炎尸检病

例资料以案例等形式融入病理实训课教学过程中,体
现了病理学教学的与时俱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病理学教学质量。下一步,随着对新冠肺

炎病理学改变认识的逐步深入,新冠肺炎病理学有望

总结成为一个较为独立的专题,成为病理学教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病理工作者和广大医学生全面认识这

一新发传染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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