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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总论教学增加腹腔镜培训课程的初步探索

刘宏伟 　 林雯娟 　 王 　 坚 　 魏劲松 　 王志刚

摘 　 要 　 目的 　 探讨外科学总论实验教学增设腹腔镜培训课程的可行性及教学效果。 方法 　 选取 2021 年在广东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参加外科学总论实验课学习的 1237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腹腔镜理论及基本技能培训。 培训结束,随机选取

36 名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模拟腹腔镜下夹豆、套圈、穿孔及缝合打结等技能考核。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开设此类课程的必要

性、教学效果及教学满意度等。 结果 　 36 名学生经腹腔镜基本技能培训后考核成绩明显优于培训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医学影像、麻醉、儿科以及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的比例分别为 80. 68% 、84. 50% 、
93. 70% 和 95. 87% ,腹腔镜培训提升了学生的手眼协调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教学总体满意度分别为 99. 43% 、99. 38% 、97. 47%
和 98. 76% 。 结论 　 外科学总论实验教学增设腹腔镜培训课程切实可行,有利于早期培养学生的微创理念,激发学习热情,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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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科学总论是医学生掌握外科学基础理论知识、
操作规范以及无菌观念的启蒙课程,是外科学的基

石,其中外科学总论实践教学是培养医学生基本技能

的核心环节 [1,2] 。 近年来,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将出院患者微创手术占比作为国家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重要检测指标。 目前很多医院

的普通外科、泌尿外科以及妇科等科室均成熟开展腹

腔镜技术,微创理念及精细化操作对外科医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现在大部分医院为了提升外科疾病的

微创诊疗水平,将腹腔镜技能培训纳入毕业后继续医

学教育的范畴,主要培养对象为高年资住院医师、主
治医师等。 有教学医院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

设了模拟腹腔镜培训课程,有效提高了学员的腹腔镜

综合操作能力 [3] 。 然而在腹腔镜手术普及化的今

天,外科学总论教学内容较陈旧,与临床医疗现状脱

节严重,目前包括广东医科大学在内的大部分医学院

校尚未将腹腔镜基本技能训练纳入外科总论教学大

纲。 因此,有必要对医学本科生开展腹腔镜基础理论

知识及基本技能的规范化培训,培养学生的微创理

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腹腔镜基本操作技能。

2021 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

院)外科总论教研室根据目前外科手术的诊疗现状

对《外科学总论实验指导》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增加

了腹腔镜培训内容。 2021 年下半年,带教老师通过

腹腔镜模拟箱对医学影像、麻醉、儿科及临床医学专

业的本科生进行培训,课后通过超星平台发布问卷调

查评估教学效果。 本文拟就腹腔镜培训课程的实施情

况进行阐述,并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广东医科大学 2018 级医学影像、麻
醉、儿科及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共 1237 人。 其中医

学影像专业 8 个班级 255 人,麻醉专业 6 个班级 191
人,儿科专业 6 个班级 193 人,临床医学专业 18 个班

级 598 人。
2. 教学内容与方法:所有学生均由教学经验丰富

的临床医生带教,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

培训,具体如下:(1)课前线上预习:通过超星平台上

传腹腔镜器械设备介绍、腹腔镜基本技术相关教学视

频,提前 1 周通知学生线上学习。 (2) 课中线下教

学:通过实物展示与讲解,要求学生能够辨认腹腔镜

摄像系统、光源线、持针器、分离钳、剪刀等,讲解并示

范这些器械的使用方法。 然后通过腹腔镜模拟训练

箱进行基本操作的示教,如腹腔镜的扶持、夹豆、套
圈、穿孔、缝合打结等。 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 8 人

进行实操训练,老师对学生进行手把手教学,要求学

生掌握夹豆、套圈、穿孔、缝合打结等基本技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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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微信群、超星平台答疑。
3. 腹腔镜技能考核:在临床医学专业每个班级中

随机选取 2 名学生,共 36 名学生进行模拟腹腔镜下

夹豆、套圈、穿孔、缝合打结的考核,总分 100 分,4 个

项目分别设置为 15、25、20 和 40 分,根据唐敏等 [4] 制

定的评分表进行考核。
4. 问卷调查:在超星平台发布问卷调查,内容如

下:①您未来是否有从事腹腔镜手术相关专业的意

愿? ②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 ③
您对此次腹腔镜培训课程是否满意? ④腹腔镜训练

是否提高您的手眼协调能力? ⑤腹腔镜训练是否增

强团队协作能力? ⑥您认为腹腔镜基本技能中最难

的是哪项操作? 通过腹腔镜培训学到了哪些知识?
⑦您认为腹腔镜培训课程需要改进哪些教学方法?

统计分析外科学总论实验课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的

必要性、教学满意度等,收集腹腔镜教学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改进建议等。
5.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0. 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示,两组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

资料以例数(百分比) [ n(%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1.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培训前后腹腔镜技能考核

成绩比较:按照腹腔镜技能考核细则对 36 名学生完

成夹豆、套圈、穿孔以及缝合打结的考核,与培训前比

较,培训后学生的分数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01),详见表 1。

表 1　 腹腔镜培训前后各模块考核成绩比较 (分,x ± s)

项目 夹豆 套圈 穿孔 缝合打结 总分

培训前 7. 04 ± 1. 16 10. 67 ± 2. 61 9. 13 ± 3. 02 10. 00 ± 5. 22 36. 84 ± 5. 89
培训后 11. 04 ± 1. 29 18. 42 ± 3. 12 14. 55 ± 3. 89 20. 00 ± 5. 64 64. 01 ± 8. 57

t - 29. 065 - 10. 197 - 10. 037 - 11. 489 - 20. 209
P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 0. 001

　 　 2. 不同专业学生对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的必要

性及效果分析: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医学影像、麻
醉、儿科及临床医学专业的大部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在

外科学总论实验教学中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 腹腔

镜培训提升了学生的手眼协调能力,增强了团队协作

能力(表 2)。

表 2　 学生对开设腹腔镜课程的必要性

及教学效果问卷情况[n(% )]

项目 有效问卷 有必要开课 提升手眼协调 增强团队协作

医学影像 176 142(80. 68) 172(97. 73) 168(95. 45)
麻醉 161 136(84. 47) 158(98. 14) 155(96. 27)
儿科 159 149(93. 71) 156(98. 11) 152(95. 59)

临床医学 484 464(95. 87) 474(97. 93) 468(96. 69)

　 　 3. 不同专业学生对腹腔镜培训课程的教学满意

度:医学影像、麻醉、儿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对开设

腹腔镜培训课程的总体教学满意度分别为 99. 43%
(175 / 176)、99. 38% (160 / 161)、97. 48% (155 / 159 )
和 98. 76% (478 / 484),各专业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 0. 05),详见表 3。
4. 腹腔镜基本操作项目难度评价:医学影像、麻

醉、儿科、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认为腹腔镜下缝合打结

表 3　 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 (n)

项目
有效

问卷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体满意

度(% )
医学影像 176 101 59 15 1 99. 43

麻醉 161 69 73 18 1 99. 38
儿科 159 75 63 17 4 97. 48

临床医学 484 228 173 77 6 98. 76

难 度 最 大, 在 四 项 基 本 操 作 中 分 别 占 79. 55% 、
76. 40% 、77. 99% 和 77. 89% (图 1)。

图 1　 不同专业学生对腹腔镜基本操作项目的难度评价

　 　 5. 不同专业学生未来从事腹腔镜手术相关专业

的意愿情况:尽管医学影像和麻醉专业学生未来从事

腹腔镜手术相关专业的可能性较小,但问卷调查发现

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未来有意愿从事腹腔镜手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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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分别为 43. 75% 和 52. 80% 。 儿科和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未来从事腹腔镜手术相关专业的意愿分

别占 62. 26% 和 61. 98% 。
三、讨 　 　 论

随着医疗器械设备的更新换代和医疗科技的进

步发展,外科手术日益微创化、精细化、精准化,传统

的外科学总论内容和理念已远远不能符合医疗诊疗

现状,如何尽早将微创外科的理念、微创外科的技术

以及新的临床思维模式传授给医学本科生是目前外

科学总论教学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之一。 腹腔镜手术

具有术中出血少、手术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点,已
广泛应用于外科领域。 临床医学本科生早接触、早培

训、早训练的“三早”模式有助于学生了解外科手术

微创化的必然趋势,尽早树立微创的理念 [5] 。
目前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尚未将腹腔镜技能培

训作为本科生临床实践教学的必修内容,尚缺乏标准

化的培训流程和规范的培训课程体系。 有部分教学

医院采用腹腔镜模拟训练箱对医学本科实习生开展

了腹腔镜技能培训,激发了学习兴趣,增强了学习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了理论知识水平,取得了不错的

教学效果 [6 ~ 8] 。 此外,亦有单位采用虚拟仿真腹腔镜

培训系统对实习生进行规范化培训,提高了腹腔镜基

本操作技能 [9] 。 但鲜有关于医学本科生进入临床实

习前接受腹腔镜培训的报道。 笔者所在教研室在外

科学总论实验教学中初步探索了开设腹腔镜培训课

程的可行性,对医学影像、麻醉、儿科及临床医学专业

学生 进 行 腹 腔 镜 模 拟 训 练,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80. 68% ~ 95. 87%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设该课程。
通过开设腹腔镜培训课程,学生认识到腔镜技术是现

代外科手术发展的潮流,意识到微创手术的巨大优势

和重要性。
腹腔镜手术与传统手术比较,学习周期较长,缺

乏系统性和针对性 [10] 。 腹腔镜器械自由度小、灵活

性不足、触觉感有限,腹腔镜显示系统为二维画面,缺
乏深层次空间感,对外科医生的空间位置感、双手的

配合、手眼协调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 。 在学

习初始阶段,主要让学生适应腔镜的二维空间感,训
练腹腔镜下夹持、传递、缝合、打结等基本功,提升手

眼协调能力,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传统手术主要是手与

眼睛的直视操作,而腹腔镜技术变为眼睛 - 屏幕 - 手

的水镜面视线折角操作,双手的操作通过屏幕显示,
在锻炼触觉传感距离的同时,对初学者手眼的配合提

出了更高的挑战 [12] 。

本次课程主要是通过腹腔镜模拟箱训练夹豆、传
递、套圈、穿孔、缝合、打结等基本操作,问卷调查分析

显示,医学影像、麻醉、儿科、临床医学专业分别有

79. 55% 、76. 40% 、77. 99% 和 77. 89% 的学生认为腹

腔镜基本操作项目中缝合打结难度最大,培训前临床

医学专业 36 名学生的成绩仅仅为 10. 00 ± 5. 22 分,
培训后尽管成绩仍不甚理想,为 20. 00 ± 5. 64 分,但
较培训前有了显著提升。 此外,各专业绝大部分学生

认为腹腔镜技能培训有助于提高手眼协调能力、双手

协调能力和空间定向定位能力,同时增强了模拟手术

的参与感、获得感,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
教学总体满意度最高达 99. 43% 。

唐敏等 [4] 对 150 名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三年级

本科生进行腹腔镜技能培训做了有效的探索与实践。
通过腹腔镜模拟培训,学生掌握了夹豆、套圈、穿孔、
缝合打结等腹腔镜基本技能。 结合本研究充分说明

医学本科生早期接受腹腔镜培训是切实可行的。 此

外,尽管医学影像、麻醉专业未来从事腹腔镜手术的

可能性很低,但仍有近 1 / 2 的学生有意愿从事该专

业。 临床医学及儿科专业有超过 60% 的学生未来有

从事腹腔镜手术相关专业的意向,说明通过腹腔镜理

论学习及技能培训,激发了浓厚的学习兴趣,点燃了

学习热情,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为未来开展腹腔镜

手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笔者所在教研室在外科学总论教学中增设腹腔

镜培训课程,处于教学探索阶段,尚未建立针对早期

本科生的系统化的腹腔镜培训体系和严格的考核体

系,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不同专业学生对开设

此类课程的必要性、教学满意度、自身能力提升、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等,随机选取 36 名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进行了腹腔镜下夹豆、套圈、穿孔、缝合打结的考核,
做了有益的探索,未对所有专业及学生进行技能考核,
未能全面量化学生对腹腔镜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

综上所述,在外科学总论实验教学中融入腹腔镜

培训课程是微创外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医学本科生早

期接受腹腔镜培训切实可行,有利于树立科学的微创

理念,提升腔镜基本技能,为将来参加高阶腹腔镜技

能培训及开展腹腔镜技术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所

在教研室拟在以后的外科学总论教学实践中进一步

探索适合本科生的腹腔镜理论和技能培训体系、腹腔

镜技术考核体系,为社会培养更高层次的腹腔镜专业

人才,从而推动微创外科的发展。
(下转第 1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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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开展随机对照研究,为放射科规范化培训基地的

教学改革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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