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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研发贴合急诊医学临床教学特点的病例模拟软件，并应用于医学生急诊临床实习教
学，丰富急诊医学科等专科临床带教手段。方法／过程 利用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７平台开发软件并实现编辑病例
与模拟训练两大核心功能，导入自主设计的急诊典型病例。将该软件应用于５０名急诊实习医学生的教学实
践，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反馈意见。结果／结论 学生对该软件的新颖性和整体效果表示认可，赞同将其用于
急诊实习教学。软件的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功能有待提升。该病例模拟软件在急诊实习教学中应用前景广

阔，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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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信息化技术迅猛发展和医学教育改革持续深

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推进数字化教学平台建设已逐

渐成为医学教育发展趋势［１］。在新医科背景下，信

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不仅为新时代医学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提供了更为丰富、快捷、有效的教学

手段，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和健康中国的必然要求［２］。

基于计算机的病例模拟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ｅｄｃａｓ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ＣＳ）是新兴教学形式［３］，已开始被应

用于临床医学教学，尤其在培养医学生临床诊疗思

维［４－５］和评估其临床能力方面，如住院医师客观结

构化临床考试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ＳＣＥ）［６－７］、执业医师资格考试［８－９］等。而对

于急诊医学科，其临床教学特殊性在于：一是患者

随机性很大，在短期见习或实习期间，学生所接触

的患者差别可能很大，对临床教学同质化提出挑

战；二是不同于住院部，急诊科具有教学价值的病

例很大部分就诊于夜间，而学生临床学习一般安排

在白天，学习效果有限；三是急诊临床工作风险

大、时间紧迫，实习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询问病

史、查体和处理患者，难以培养急诊工作所需的临

床思维。因此，探索适应急诊医学特点的教学方法

和工具尤为重要。

基于急诊医学科临床教学的现状与挑战，亟须

融入临床常见的、有代表性的急诊病例，利用信息

化手段开发贴合急诊医学专业临床教学特点的病例

模拟软件。本研究结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医

学科临床教学经验，自主研发了一款贴合急诊医学

专业临床教学特点的病例模拟软件，并探索其在急

诊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价值，以期为模拟病例软

件在临床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提供参考，同时为急诊

医学科等专科丰富临床带教手段、优化医学人才培

养策略提供实践性意见。

２　急诊病例模拟教学软件设计与应用

２１　软件研发基础

软件开发基于微软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ＮＥＴ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框架下的 ＷＰＦ（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用户界面设计使用 ＸＡＭ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ｂｌ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ｕｐｌａｎｇｕａｇｅ），逻辑层编程使用 Ｃ＃语言，软件

集成开发环境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２０１７，运行环境要

求Ｗｉｎｄｏｗｓ７×６４ＳＰ１。

２２　模拟病例设计

设计编写 １０个代表性病例用于模拟教学，分

别为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左心衰、主动脉夹层、急

性肺动脉栓塞、哮喘急性发作、重症肺炎、消化性

溃疡并穿孔、急性胆囊炎、急性阑尾炎、输尿管结

石，涵盖常见的心血管系统急症、呼吸系统急症、

消化系统急症和泌尿系统急症。病例资料由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急诊科临床带教老师负责收集并在软

件内编辑保存。病例资料基于真实患者，但均根据

教学目标和课程要求重新编写。为防止泄漏患者个

人信息，纳入的病例资料均隐去真实姓名、籍贯、

住址、就诊日期、病历号和检查号。此外，所有编

写的病例均由科室教学秘书保存，教学时学生使用

科室电脑上机操作，病例不会拷贝给学生，确保病

例资料安全。

２３　软件功能

自主研发病例模拟软件，包括两大模块内容：

编辑病例和模拟训练。编辑病例模块仅授权教师

账号登录使用，为带教老师提供完整的病例资料

录入功能。在该界面中，教师可以逐条录入病例

的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资料，设置诊断、

鉴别诊断所需的关键条目，并在学生最后的训练

报告中体现，可将已编辑的病例资料保存为 ＸＭＬ

文档。模拟训练模块供学生使用，为学生提供模

拟急诊接诊环境下的人机交互式训练。在该界面

中，学生选择编辑好的病例训练，训练开始后根

据主诉，自行选择病史问诊内容、查体项目、辅

助检查项目并提交。各辅助检查项目所需时间和

费用参照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科临床工作实

际情况设定。提交后系统将保存其训练记录，后

期带教老师根据记录对学生训练情况进行复盘及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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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急诊病例模拟教学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
及效果调查

３１　研究对象与问卷调查

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急诊科临床实习生中募

集志愿试用者５０人，其中男生２６人，女生２４人，

年龄２２～２４岁，平均年龄２２９岁。所有志愿者在

为期２周的急诊实习期间，均接受急诊病例模拟教

学软件的上机操作培训，并完成３个病例的模拟训

练。实习结束时填写试用调查问卷，问卷设置 １０

个题项，用于了解学生对软件新颖性、实用性、有

效性的认可程度。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５分制量

表，５分表示完全认可，４分表示少许认可，３分表

示不确定，２分表示少许不认可，１分表示完全不

认可。

３２　统计学分析

统计所有题项得分，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评

估量表信度，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效

度。采用单样本ｔ检验评估各题项的评分与３分是

否存在统计学差异，若显著高于３分表示认可，低

于３分表示不认可，无统计学差异表示中立态度；

不同题项得分为配对等级资料，两个题项间的得分

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Ｗｉｌｃｏｘｏｎ检验。统计软件选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５０。

３３　结果分析

５０名实习学生均在急诊实习期间完成急诊病例

模拟教学软件上机培训和模拟训练，试用调查问卷结

果，见表１。量表总体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５２，

一致性较好。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２，

１０个题项均在单个维度上荷载大于０５，属于有效问

题。１０个题项可划分为４个维度，从内容来看，维

度１主要与考试相关，维度２主要与培训相关，维度

３主要与临床成本、效率相关，维度４与新颖性相

关。从学生对各题项的评分来看，急诊病例模拟教

学软件具有新颖性的认可度得分显著大于３分 （Ｐ

＜００１）；将软件用于实习带教比用于急诊实习出

科考试认可度得分高；在教学作用方面，软件在能

够补充急诊实习期间未见到的病种、训练对辅助检

查的选择、训练临床诊疗思维以及使学生关注急诊

接诊的时效性和医疗费用方面的认可度得分显著大

于３分 （Ｐ＜００１），而在训练病史采集和体格检查

技能方面的认可度得分显著低于其他项。

表１　急诊病例模拟教学软件试用调查问卷结果

题项 得分
Ｐ

（与３分对比）

１较传统实习带教模式而言具有新

颖性

４３６±０６９ ＜００１

２用于急诊实习带教 ４３６±０６６ ＜００１

３用于急诊实习出科考试 １７６±０７２ ＜００１

４补充急诊实习期间未见到的病种 ４２６±０７８ ＜００１

５训练病史采集 ２４６±０８９ ＜００１

６训练体格检查 １７４±０６３ ＜００１

７训练辅助检查的选择 ３６４±０８３ ＜００１

８训练临床诊疗思维 ４２８±０７３ ＜００１

９关注急诊接诊时效性 ４０４±０７８ ＜００１

１０关注急诊患者医疗费用 ３９８±０８２ ＜００１

表２　调查问卷量表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题项 维度１ 维度２ 维度３ 维度４

题项７ ０７０１

题项６ ０５７４

题项３ ０５７３

题项５ ０７４０

题项２ ０６６５

题项８ ０５７１

题项９ ０７３１

题项１０ ０６２１

题项４ ０５１６

题项１ ０８９２

４　问题及讨论

在新医科背景下，借助信息技术提升医学生专业

素养是医学教育领域的发展趋势。近年来随着计算机

硬件和软件技术不断发展，基于计算机的病例模拟教

学发展迅速，已开始被应用于临床医学教育。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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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一款适用于急诊临床教学的病例模拟软件并探

索其在急诊临床实习带教中的应用。该软件旨在助力

急诊轮转医学生深入了解急诊常见病、多发病的特

征，强化疾病诊断与鉴别能力，进而提升临床综合

诊疗技能。同时，学生也可在软件辅助下提高自信

心、激发深入学习和自主探究的兴趣。

该急诊病例模拟教学软件基于急诊临床工作特

点设计，具备以下特色和优点。一是录入的病例资

料较全面，而非注重某一类疾病或专科治疗策略，

符合急诊临床工作定位。二是以模拟接诊的方式呈

现病例资料。三是突出急诊环境的时效性要求，以

及急诊患者的医疗费用问题。该软件能较真实地模

拟急诊环境下的接诊流程。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试用者对急诊病例模拟教

学软件的总体认可度较高。首先，软件新颖性得到

认可，表明现阶段此类软件在国内急诊临床教学中

的应用尚属初探阶段；其次，试用者认可该软件用

于实习带教，但对用于出科考试持保留态度，表明

大部分学生仍倾向于常规考试方式及对软件考试不

熟悉；最后，从软件使用效果来看，试用者认可该

软件能够补充急诊实习期间未见到的病种、辅助训

练临床技能与临床诊疗思维，尤其强调了时效性和

医疗费用的意识培养，较好地实现了设计初衷，有

望改进实习中病例随机性强、参与感不足的问题。

此外，该软件还具有成本低、可操作性强、可重复

使用等优点。

然而，该软件仍具有局限性。试用者对病史采

集和体格检查的认可度较低，可能是因为设计缺乏

生动性，操作自由度受限。学生建议增加图片、影

像、视频等多媒体元素以丰富学习体验，为优化软

件设计指明了方向。由于实习带教师资力量有限，

本研究未设对照组，暂未分析 “使用模拟软件”和

“没有使用模拟软件”两组之间的统计学差异，未

来需进一步开展对照研究。

５　结语

本研究开发的急诊病例模拟教学软件展现出其在

模拟真实接诊场景、提升教学效果方面的潜力，为急

诊实习教学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未来工作将聚焦于软件改进、扩大试用范

围、探索与传统教学模式的融合路径，为新医科背景

下医学专业技术人才培养提供更多借鉴。

作者贡献：龚勋、姚硕负责软件开发、论文撰写；

林洁负责研究指导、论文修订。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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