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ents with undifferentiated hypotension? An internation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rom the SHOC - ED investigators[ J] . CJEM, 2023,

25(1) : 48 - 56

11　 Yaseen M, Kumar A, Bhoi S, et al. Point - of - care ultrasonography -

assisted nasogastric tube placement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 . Eur J Emerg Med, 2022, 29 (6 ) :

431 - 436

12　 卢骁, 应岚, 郑忠骏, 等. 超声技能提升对急诊科住院医师能力

提高的影响[J] .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2, 6(4): 362 - 365

13　 付帅, 陈文, 崔立刚, 等 . 以临床症状为主题的思维导图在急

诊超声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J] . 基础医学与临床, 2021, 41(2) :

304 - 307

14　 张彦, 董磊, 崔娜 . 超声医学科不同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教学模式的探讨 [ J] . 实用医药杂志, 2020, 37 (12 ) : 1148 -

1149, 1152

15　 涂小朋, 邹浩, 夏剑 . 基于 SimMan 3G 模拟人模拟创伤情景下

超声竞赛结果分析创伤急救中 E - FAST 超声应用现状 [ J] . 重

庆医学, 2022, 51(23) : 4126 - 4129, 4140

16　 李慧, 王科科, 黄应雄, 等 . 急诊科床旁超声的教育和培训

[ J] . 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 2021, 5(6) : 519 - 522

17 　 Pietroboni PF, Carvajal CM, Zuleta YI, et al. Landmark versus ultra-

sound - guided insertion of femoral venous catheters in the 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 an efficacy and safety comparison study[ J] . Med

Intensiva, 2020, 44(2) : 96 - 100

18　 Tripathi S, Kumar S, Kaushik S. The practice and complications of

midline catheters: a systematic review[ J] . Crit Care Med, 2021, 49

(2) : e140 - e150

19　 林增茂, 孔昊, 张锋, 等 . 模拟培训在超声引导区域麻醉教学

中的应用[ J] .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2022, 42(1) : 55 - 59

20　 余灵安, 韩颖敏, 吴鑫洪, 等 . 床旁超声可视化教学在内科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应用[ J] .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59(4) :

150 - 153

(收稿日期: 2023 - 01 - 20)

(修回日期: 2023 - 03 - 02)

　 　 作者单位:200433　 上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

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通信作者:章卫平,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信箱: zbtb20@ aliyun.
com

面向临床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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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教学是病理生理学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学生从整体水平直观地了解疾病,深刻地理解发病机制。
肝性脑病实验教学是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以往的教学中存在着手术操作繁琐、造模成功率不稳定、与临

床结合不紧密等问题,笔者通过对该实验的教学内容与课堂实施的重新设计与改进,达到了紧密结合临床、学生自主参与度高、
实验成功率高和重复性好等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目的,加深了学生对肝性脑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

能力,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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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功能和

代谢改变的规律及其机制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揭示

疾病的本质,为建立有效的疾病诊疗和预防策略提供

理论和实验依据 [1] 。 病理生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

医学间的桥梁学科,其教学内容分为理论课和实验课

两部分。 理论课讲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实验课则

观察疾病状态下机体的功能代谢变化,增强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 病理生理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实验课的

重要性。 病理生理实验课是直接针对患病个体的研

究,学生通过观察实验动物疾病的发生、发展及临床

表现,可以从整体水平直观地了解疾病,深刻地理解

发病机制。
肝性脑病是指在排除其他已知脑疾病前提下,继

发于肝功能障碍的一系列严重的神经精神综合征。
肝性脑病是病理生理学肝功能不全章节中的重点内

容,其发病机制复杂,涉及氨中毒学说、γ - 氨基丁酸

学说、假性神经递质学说和氨基酸失衡学说等。 不同

学说之间又有相互联系,其中氨中毒学说已成为解释

肝性脑病发病机制的中心环节,与其他学说之间的联

系越来越密切 [1] 。 而用家兔或大鼠复制肝性脑病动

物模型是病理生理学也是机能实验学唯一的一个消

化系统疾病整体模型的经典实验 [2] 。 但是原定的肝

性脑病实验教学存在操作繁琐、造模成功率不稳定、
与临床贴合不紧密等问题,需要进行教学内容上的调

整,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以病理生理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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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复制肝性脑病动物模型,探究氨在肝性脑病发

病中的作用”为例,介绍本教研室在肝性脑病实验教

学内容上的调整和探索。
一、调整前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

调整前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内容主要流程是将

大鼠麻醉后,做颈静脉的插管,打开腹腔,做肝叶大部

结扎,在十二指肠造肠瘘,经肠瘘注入氯化铵溶液。
观察大鼠呼吸、四肢肌张力及对针刺激的反应,出现

全身痉挛大发作时间,取颈静脉血测定血氨,记录氯

化铵总用量和大鼠出现痉挛大发作时间,实验分组详

见表 1。

表 1　 调整前的肝性脑病教学实验分组

组别 经肠瘘注入药物 肝脏处理 分组目的

对照大鼠 0. 9% 氯化钠溶液 假手术 实验对照

实验大鼠 1 氯化铵溶液 假手术 模拟血氨来源增加

实验大鼠 2 0. 9% 氯化钠溶液 肝叶大部结扎 模拟血氨去路减少

实验大鼠 3 氯化铵溶液 肝叶大部结扎
模拟血氨来源增加
同时血氨去路减少

　 　 通过比较对照组大鼠和实验组大鼠血氨浓度、肌
张力变化和出现全身痉挛大发作时间,来探究血氨升

高在肝性脑病发病中的作用。 调整前的肝性脑病实

验教学可以较好的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如颈静

脉分离与插管、肝叶大部结扎、肠造瘘等,并且通过对

照组与实验组的设立,分别比较了血氨来源增多与血

氨去路减少这两个环节在肝性脑病发病过程中起到

的作用。 但是调整前的实验内容有一定的局限性,具
体如下。

1. 造模成功率不稳定。 虽然通过肝叶结扎的方

式使得大鼠肝脏的左外叶、左中叶和右中叶不能行使

正常功能,但是肝脏的右上叶和右下叶功能不受影

响,依然具有一定的清除血氨的能力。 此外,不同组

别学生在进行大鼠颈静脉分离与插管、肝叶大部结

扎、肠造瘘等操作时所需要的时间差异较大,导致不

同组别大鼠的状态差异较大,使得通过肠瘘注入氯化

铵溶液后,大鼠血氨浓度的升高、肌张力变化和出现

全身痉挛大发作的时间波动较大。
2. 通过采用肝叶大部结扎的方式来模拟血氨去

路减少与临床实际相差较远。 临床上较为常见导致

肝功能不全的原因主要是生物性因素、药物及肝毒性

物质、免疫性因素、营养性因素、遗传性因素等 [1] 。
肝叶切除仅在肝脏肿瘤和肝内胆管结石的治疗中应

用,并不是临床上导致肝功能不全的常见原因。 通过

肝叶大部结扎的方式造成肝功能不全来模拟血氨去

路减少,与临床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3. 通过肠瘘注入氯化铵溶液来模拟血氨来源增

多也与临床实际相差较远。 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氮的负

荷增多主要是上消化道出血、过量蛋白饮食、输血等[1] 。
通过注入氯化铵溶液来模拟血氨来源增多,与临床实际

情况相距较远。 并且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很少直接接触

氯化铵溶液,口服氯化铵溶液则是更为罕有。
因此,原定的实验内容虽然能够很好的锻炼学生

的动手操作能力,但是其造模成功率不稳定,并且模

拟血氨来源增多与模拟血氨去路减少的方式均与临

床实际情况相距较远,不能让学生直观的了解到临床

上引起肝性脑病发生的常见病因,与临床结合不紧

密。 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二、调整后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

为了使得病理生理学教学实验“复制肝性脑病

动物模型,探究氨在肝性脑病发病中的作用”更加贴

近临床实际情况,本教研室对这一实验教学内容进行

了重新设计与改进。 调整后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主

要流程是:利用基因编辑的手段,本教研室已经建立

了诱导型的急性脂肪肝小鼠模型。 在小鼠成年以后,
由教师带领学生代表通过腹腔注射聚肌胞苷酸,诱导

基因编辑小鼠肝脏过表达转录因子碳水化合物反应

元件结合蛋白(ChREBP),该转录因子的过表达可以

促进肝脏脂质合成增加,形成脂肪肝 [3 ~ 5] 。
对照小鼠也注射同样剂量的聚肌胞苷酸。 在诱

导后的 1 周时间,基因编辑小鼠肝脏甘油三酯含量可

以从正常的 5 ~ 10mg / g 升高到 50mg / g 左右,血浆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含量可以从

50U / L 以下升高到 1000 U / L 左右。 对照小鼠的肝脏

甘油三酯含量和血浆转氨酶则没有明显变化。 一般

在诱导后 3 天,即可检测到基因编辑小鼠肝脏甘油三

酯含量和血浆转氨酶含量的明显升高。 由教师带领

学生代表在对照小鼠和基因编辑小鼠腹腔注射聚肌

胞苷酸 3 天后,开始给予对照小鼠和基因编辑小鼠高

蛋白饲料喂养,并继续喂养 4 天后开始正式的实验教

学,学生通过观察不同小鼠的行为学表现进行初步判

断小鼠的组别,之后麻醉小鼠,通过采血针进行眼眶

静脉采血,用离心机离心血液取上清,利用血氨检测

仪检测小鼠血氨,利用生化检测仪检测血浆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含量,并开腹观察小

鼠肝脏组织的颜色,称量肝脏重量,实验分组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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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调整后的肝性脑病教学实验分组

组别 喂养饲料 分组目的

对照小鼠 1 常规饲料 实验对照

对照小鼠 2 高蛋白饲料 模拟血氨来源增加

脂肪肝小鼠 1 常规饲料 模拟血氨去路减少

脂肪肝小鼠 2 高蛋白饲料 模拟血氨来源增加同时血氨去路减少

　 　 通过比较对照小鼠和脂肪肝小鼠在行为学表现、
血氨、血浆转氨酶、肝脏颜色和重量上的差异,来探究

血氨升高在肝性脑病发病中的作用。 相比于调整前

的实验教学内容,调整后的实验教学内容,优势如下。
1. 通过诱导脂肪肝的产生来模拟血氨去路减少

与临床实际比较贴近。 目前我们国家成人脂肪肝的

患病率已经达到 30% 左右,成为引起肝功能不全最

为常见的病因。 因此,通过建立脂肪肝小鼠模型来模

拟血氨去路减少,可以更加契合临床肝功能不全患者

的实际情况。
2. 通过给予小鼠高蛋白饲料喂养来模拟血氨来

源增多与临床实际比较贴近。 正如前文所述,过量蛋

白饮食是诱发肝性脑病的常见原因 [1] 。 通过小鼠自

由摄食高蛋白饲料来模拟血氨来源增多,更加贴近临

床实际情况。
3. 可以在整体水平观察肝性脑病小鼠行为学表

现。 小鼠肝性脑病可以表现出行动缓慢、运动失调、
不能沿直线行走、无精打采、行动减少、仰卧位无法恢

复等症状,加强学生在整体水平对肝性脑病的认识。
使学生认知到疾病是整体与局部的辩证统一,肝脏局

部的功能及其变化可对整体起到决定作用。
4.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通

过观察小鼠行为学表现,推测小鼠可能出现肝性脑

病,需要进一步检测血氨;知道了小鼠血氨升高,则需

要考虑血氨的来源和去路,血氨来源增多是由于高蛋

白饲料的摄入,而血氨去路减少的原因尚不清楚,因
此需要进一步检测血浆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天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来判断小鼠是否存在肝损伤;知道了小

鼠血浆转氨酶升高,则需要进一步寻找肝脏损伤的原

因,通过暴露小鼠肝脏,直接观察小鼠肝脏的颜色和

大小;最终明确是由于小鼠出现了脂肪肝,导致肝功

能不全,造成血氨去路减少,并由于蛋白摄入增多导

致血氨来源增多,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小鼠的高血

氨,引起相应的行为学改变。 以临床现象为主线推动

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步深入探究问题的本质,培
养学生逻辑思考的能力,为将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打

下一定的基础。

5. 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很高。 我国成人脂肪

肝患病率达到 30% 左右,不少学生的家人就是脂肪

肝患者,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很高,尤其是对于脂

肪肝小鼠的肝脏,学生乐意将小鼠脂肪肝的照片与家

人分享,提醒家人注意脂肪肝的危害,起到科普的

效果。
6. 促进教研相长。 本教研室在糖脂代谢领域进

行了系列研究 [6 ~ 8] 。 将科研中发现的这一诱导型的

急性脂肪肝小鼠模型用于实验教学,并给学生介绍相

关的前沿科研进展和相应的基因编辑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这样既有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又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

为了进一步评估调整后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的

教学效果,笔者对本校的临床专业本科学生进行了问

卷调查。 调查对象分别是本校 2019 级临床专业本科

学生 242 名,其上课内容是调整前的肝性脑病实验教

学,和本校 2020 级临床专业本科学生 248 名,其上课

内容是调整后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 通过“问卷星”
的方式向学生发放问卷,回收 2019 级临床专业本科

学生 21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 5% ;回收 2020 级

临床 专 业 本 科 学 生 225 份 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为

90. 7% 。 调查结果显示,调整后的肝性脑病实验成功

率大大增加,并且对于理解和掌握肝性脑病知识更有

帮助,详见表 3。

表 3　 肝性脑病教学实验问卷调查的结果[n(% )]

问卷内容 调整前 调整后

实验成功率 194(88. 6) 223(99. 1)
实验课对理论知识学习有帮助 184(84. 0) 204(90. 7)

　 　 三、讨 　 　 论

实验教学在病理生理学课程教学中占据重要的

地位,如何提升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效果以及使得实

验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临床一直是病理生理学教师实

验教学的努力方向。 在原来的肝性脑病实验教学中,
存在着手术操作繁琐、造模成功率不稳定、与临床结

合不紧密等问题。 笔者从临床实际出发,结合自身学

科特色,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建立诱导型急性脂肪肝小

鼠模型,进行高蛋白饮食,并通过检测血氨和肝功能

的变化,全程模拟、观察肝性脑病的发病过程。 通过

对该实验的教学内容与课堂实施的重新设计与改进,
达到了紧密结合临床、学生自主参与度高、实验成功

率高和重复性好等病理生理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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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了学生对肝性脑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培养了学生

的临床思维能力。 以病理生理学的临床问题为基础

开展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学习巩固病理生理知识点的

过程中,对于相应的临床问题有更加直观深入的了

解。 既锻炼了学生独立实验能力,又培养了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实验效果。 总之,在病

理生理学实验教学中进行面向临床的实验教学,既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
今后的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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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

董凯元 　 庄 　 囡 　 李星美 　 胡葵茹

摘 　 要 　 目的 　 研究医学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和影响因素,提出改进策略。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研究

对象的基本情况、职业倦怠情况及相关的影响因素数据。 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找出职业倦怠影响因素。 结果 　 共

131 名行政管理人员参与了调查。 调查对象整体年轻化,45 岁及以下占比 85. 5% 。 以女性为主(67. 9% ),学历层次较高,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行政管理人员占比达到了 95. 4% 。 职业倦怠测量工具信度、效度均可。 调查对象中有 108 人不存在职业倦怠,占比

82. 44% 。 有 23 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占比为 17. 56% 。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量大与是否出现职业

倦怠呈正相关(OR = 2. 786,95% CI: 1. 030 ~ 7. 533)。 结论 　 调查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职业倦怠现象,未来可通过合理分工、
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加强培训、提升个人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等方面,改善职业倦怠现象,促进高校和个人和谐发展。

关键词 　 职业倦怠 　 行政管理人员 　 影响因素 　 医学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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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家费登伯格于 1974 年提出职业倦怠

的概念,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拉池在职业倦怠概念

的基础上提出职业倦怠的定义,指个体在以人为服务

对象的职业中因不能有效应对工作中各种压力而产

生的一种负性心理反应 [1] 。 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主要

是指专职从事行政事务、行政管理、党务工作的人员,

是高校管理工作的执行者,是高校管理队伍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典型的“助他型”职业 [2, 3] 。 随着高等教育

的不断发展,高校管理面临新机遇与新挑战,高校基

层行政管理人员工作越来越复杂化 [4] 。 此外,大部

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在个人成长和发展以及职务

晋升、薪酬待遇、职称评聘等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忽视,导致这类人群职业倦怠现象严峻,影响了

行政管理水平和高校发展 [5] 。 本研究以某医学院

校为例,调查行政管理人员职业倦怠现状,分析其

·491·

　 ·医学教育· J Med Res,February 2024,Vol. 53 No.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