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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是一种全新的医学人才培

养模式!从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对医学生提出更

高的要求!其培养目标是具有良好的敬业精神和职业

道德!较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较宽厚的自然科

学基础知识!坚实的医学科学基础知识!系统的群体

健康知识!良好的人际交流'信息管理'科学思维和终

生学习能力!较强的临床实践技能和初步的临床医学

科学研究能力!富有创新精神和发展潜能!能够从事

安全有效的医疗实践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素质的临

床医学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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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制医学生要具有坚实的预防医学知识和能

力!能从生物'心理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处理疾病和健

康问题$ 毒理学是现代医学和药学重要的基础学科!

与生命科学同步发展!具有集成性'多元性'创新性和

应用性等的重要特征$ 我校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前

期于国防科技大学完成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

基础教育!再返我校进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教育阶

段!毒理学基础作为预防医学的专业基础之一!于第

) 学年即第 * 学期进行!结合我校临床医学八年制毒

理学基础的教学实践!以期能进一步深入和优化!为

培养高素质的医学博士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理论基础与临床应用相结合*融合精化教学

内容

%A教材及课时安排*目前!我校学生的毒理学教

材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 版的%毒理学基础& "王心

如主编#!在此基础上!教师备课教材要辅以人民卫

生出版社的双语教材%毒理学基础& "黄吉武主编#$

学校分配的教学时数共 )* 学时!其中理论课 (O 学

时!实验课 %( 学时$ %毒理学基础&分毒理学原理和

靶器官毒理学两大部分!分别有 %% 和 ' 个章节的内

容!内容多'难度大$ 毒理学原理是传统的核心内容!

即毒理学的理论基础!靶器官毒理学则是随着毒理学

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讲述外源化学物与机体交互作

用导致组织器官损伤的基本原理'规律和评价方法$

(A理论课融合授课*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临

床医学八年制专业特点!理论课选择以(毒理学传统

核心内容为主!靶器官毒理学内容分散渗透)的原则

进行教学!比如!将皮肤毒理学内容渗透入一般毒性

作用的章节中!将生殖毒理学结合发育毒性与致畸作

用章节来学习!能够用实际的例子来更好地学习和理

解一般毒性及发育毒性!同时将其他章节的靶器官毒

理学相关内容也分别在毒理学原理中分散讲解等等!

如此!可以将全书以凝练的内容讲解!也便于学生对

全部内容的系统理解和掌握$

)A实验课验证与设计并重*毒理学作为一门实验

科学!实践技能与毒理学基础理论对高素质'创新型

医学人才的培养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实验学

时的限制!我们精选 ) 次实验内容进行学习!各 O 个

学时!包括实验动物的准备和操作及相应的电教内

容!经口急性毒性试验!及学生独立设计实验!既有经

典药物的急性毒性验证试验!如普鲁卡因的毒性试

验!又有学生独立设计的创新型试验!如三聚氰胺的

急性慢性毒性试验设计$

二%循序渐进双语教学*灵活改变教学方法

%A采用(渐进式)双语教学模式*学习专业英语

对适应当今的全球化趋势'未来的职业需求和学术交

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多数临床医学八年制学

生!英语基础与整体素质都较好!对学习专业英语的

热情很高!易于接受新观念!求知欲强$ 在毒理学基

础理论课教学中!我们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下!循

序渐进进行双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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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增加

教学幻灯片和英文讲解的比例!专业术语更多地强调

用英文表达!并加强学生熟悉'理解和记忆$ 学生使

用的第 , 版%毒理学基础&!每章节都附有本章的英

文摘要!涵盖了本章的主要内容!我们要求学生读懂!

进行英文互译!并试着用英文画出本章内容的(记忆

树)!便于学生掌握主要内容!进行融会贯通$

(A启发引导学生独立设计实验*设计性实验教学!

科研与教学相互融合!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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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八年制毒理学实验安排中!有 % 次学生独立

设计实验!安排学生分组来进行感兴趣毒物或药物的

急性毒性试验!根据可能的中毒途径!选择合适的染毒

方式$ 首先分组讲解其实验设计!同时回答带教老师

与其他组同学的提问!再进行各组试验设计优缺点讨

论!最后选择合适的染毒和分组方法来进行试验$ 这

样!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及其对实验的明确把握!提

高学生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和创新的能力$

三%注重学科交叉*积极引导科研与创新

毒理学基础已经从高度综合到高度分化发展!进

一步分化出药物毒理学!临床毒理学!分析与法医毒

理学等分支学科!既是基础科学又是应用科学!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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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既是临床和科研的基础!又具有交叉应用的

作用$ 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对其创

新能力和科研思维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A多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在毒理学基础的教学

实践中!首先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思考!

并提出他们解决的办法!比如!药物与毒物的剂量问

题!药物采用何种服用方法的原因!临床用药毒性不

良反应产生的原因!实行 70X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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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探

索问题的过程中!从毒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并注

重学科之间的关联!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以及

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科之间的交叉对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

(A创造创新教育环境*在毒理学基础的整个教学

环节中!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敢于质疑!敢

于提出自己的观点!积极鼓励学生创新!提倡创新性

学习!并给予认真的分析与肯定!为八年制学生内在

潜力的开发及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学习

环境$ 在化学致癌章节的学习中!鼓励学生探讨肿瘤

的发生发展过程!如何预防环境因素引发的肿瘤!以及

如何降低临床肿瘤的发生发展等等!为培养八年制临

床医学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

总之!毒理学基础教学实践应在本学科特色的基

础上!与生命科学同步发展!在有限的学时里!优化教

学内容!采用渐进式双语教学!灵活运用教学方法!积

极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潜在的创新性!从毒理学的角

度来思考问题!同时!注重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联系!加

强学生多学科知识的融合贯通!提高其多角度思考问

题的能力!为培养出适应现代医学发展需要的高素质

复合型医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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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代谢和葡萄糖的利用!从而使缺血心肌减轻损

伤!有明显的保护心肌作用+能提高细胞内 (!) N二

磷酸甘油酸"(!) N.7Q#含量!延长红细胞寿命!有助

于血红蛋白与组织氧的交换!从而增加缺血心肌收缩

力!射血分数"RS#提高!心排血量增加+还能抑制氧

自由基和组胺的释放!对缺血'缺氧和再灌注损伤的

细胞起保护作用$ 因此两者的联合应用有利于梗死

后心肌功能恢复和降低临床事件的发生$

尤其应用于高血流动力状态的患者 "如窦性心

动过速!无心力衰竭或支气管痉挛表现的高血压#和

心肌梗死发病 OC 内就诊的患者!无论是否采用溶栓

治疗都合适应用
!

肾上腺能受体阻制剂!除非有禁

忌证$

!

受体阻制剂应继续用于 594患者$ 此外!

!

肾上腺能受体阻制剂的使用指征还有*心肌梗死合并

持续的或再发性缺血性胸痛!提示梗死面积扩展的进

行性或反复血清酶升高!梗死后早期的心动过速$ 如

果选用者出现使用
!

肾上腺能受体阻制剂不良反应

或禁忌证!如心力衰竭'心脏传导阻制!应停止使用
!

受体阻制剂$ 本研究 O- 例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心源

性休克或心力衰竭 , 例!占 %&AOV!而对照组 )* 例患

者中出现心源性休克或心力衰竭 O 例!占 %%A%V!两

组均无死亡病例!此两项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p

&\&,#$ 考虑可能与观察时间过短及病例数少有关!

随观察时间延长或病例增加是否有阳性结果!有待进

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提示!在严格掌握
!

受体阻

制剂应用指征情况下!早期联合应用倍他乐克和果糖

二磷酸钠对 594溶栓治疗患者有明显的临床正效

应!值得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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