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通过腹壁应用较大的带线缝针贯穿膀胱全程进行

悬吊并固定Trocar以防止滑脱，Yueng曾报道因

Trocar滑脱而导致手术中转开放⋯。(2)Trocar的

置人目镜Trocar应在膀胱底的顶点以利于观察膀胱

三角视野，2个操作Trocar应在目镜Trocar与输尿

管开口的中点膀胱侧方置入，操作Trocar距离目镜

Trocar较近影响视野观察，而距离输尿管开口较近

则不利于手术操作。(3)术中应放置带气囊尿管以

防止CO：泄露并随时吸引尿液和术中电凝、电切所

产生的烟雾。(4)注意在游离输尿管的过程中保持

血运，防止术后输尿管坏死和狭窄。(5)不必常规

放置输尿管支架管，只有输尿管裁减后以及双侧输

尿管移植时需要放置输尿管支架H’51。本组13例

进行输尿管裁减后，7例为放置支架管，与其余6例

放置支架管在手术效果以及有无漏尿、狭窄等笋曾

症方面比较并无差别(P<0．05)，说明腹腔镜气膀

胱输尿管移植手术不放置输尿管支架管也可能是安

全的，但需大样本研究和远期随访证实。(6)游离

输尿管腹膜后部分时，有可能腹膜破损，此时应注意

有无CO：气腹导致腹腔镜并发症发生，如存在CO：

气腹现象应以较大注射器针头腹腔穿刺进行排气以

避免并发症的发生。(7)术后尿管放置时间，文献

报道[1．61为1～2 d，但本组常规放置5—7 d以防止

术后膀胱穿刺口漏尿。

3．4本组研究数据显示，早期手术者的平均年龄较

后期手术者稍大(P<0．05)，平均手术时间后期手

术组要短于前期手术组(P<0．05)。本组早期手术

病例选择了大龄儿，因其膀胱容量较大，视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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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大，利于手术操作。随着手术技巧的提高和

改进，应逐渐缩短手术时间和放宽手术年龄。进行

腹腔镜气膀胱输尿管移植术，需要具有丰富的开放

Cohen手术经验以及熟练的腹腔镜下分离、止血、缝

合打结等技术，并遵循该方法的学习曲线(1earning

curve)o

总之，腹腔镜气膀胱输尿管Cohen移植术可广

泛应用于A,JL输尿管末端畸形的治疗，其手术安全

性、可靠性高，是一个良好的膀胱内输尿管移植微创

手术方式，但由于其为近年开展，治疗效果有待于大

样本远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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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标准化病人”在高职护理健康评估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广西卫生管理

干部学院2006级护理专业学生2个班122人及2007级护理专业9个班483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标准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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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健康评估教学应用，并于课程结束之后进行成绩统计、比较、分析及问卷调查。结果2006级学生实验组

与对照组比较，健康评估考试成绩两组平均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使用了sP病人的实验组与对

照组比较，病历书写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7级护理专业学生绝大多数对于sP应用于教学持

肯定态度。结论sP应用于教学能明显提高学生健康史采集及护理病历书写的能力及成绩，大面积使用sP

和将sP的推广应用于健康评估教学中对教学有促进作用，可以提高健康评估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标准化病人；健康评估；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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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patient in health evaluation teaching of higher nurs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U Chun—bin，XIE Xiao-keng，HANG Hui-ping．Guangxi Medical Managment College，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8tud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patient in health evaluation teaching of

higher nurs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two students in 2 classes of 2006-grade of

nufising profession and Four hundmd and eighty··three students in 9 classes of 2007··grade of nurising profession in the

Guangxi Medical Managrnent College were chosen as the objects of study，and after end of eoul_se the statistic compar-

a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re separately performed．Results In comparison of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s score on health

evaluation test(P>0．05)，but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wo groups’8 SCOre on writing of holistic n峨-

ing easehistory test(P<0．05)．The most of students obtained the positive attitude to the effects of standardized pa·

tient in health evaluation teaching．Conclusion Apphc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patient in the teaching Can obviously

enhance the students’ability to interrogate the healthy history．This practice will not only push forwar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but also upgrade health evaluati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China．

[Key words] Standardized patient；Health evaluation；Teaching

在美国等国家所采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

ized Patient，SP)”进行的临床能力的评价，得到越来

越多的医学院校和医学教育家的认同¨．2J，“标准化

病人”即经过标准化、系统化训练后能以复制式的

方式准确表达实际临床问题的正常人或病人。1991

年，Stillman把这项方法引入我国，1993年国内培养

出第一批“标准化病人”，此后，各有关医学院校在

教学中着重加强了对学生病史采集与编写技能的训

练，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J。我院自2006年开始

在教学改革中，把“标准化病人”应用于高职护理健

康评估教学中，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选择广西卫生管理干部学院2006级护

理专业学生2个班122人及2007级护理专业9个

班483人作为研究对象。

1．2方法

1．2．1在2007-03一07期间，随机选取开设健康评

估课程的2006级护理专业两个班(一班59人，二班

63人，这两个班为同一大班授课)：一班作为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二班为实验组，在传统教学

方法的基础上，增加SP病人进行健康史采集训练2

学时。对2个班学生均在学期结束后进行健康评估

考试成绩及病历书写成绩的比较，并对两种方法的

教学效果进行问卷调查。

1．2．2通过对2006级护理专业学生2个班的教学

成绩比较，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后评价sP病人应用的

效果。另外，还通过问卷调查，找出SP病人培训中

存在的问题。

1．2．3 2008-03—07期间，在2007级护理专业9个

班的健康评估教学中全面推广采用sP病人，并要求

学生按照sP进行健康史采集训练，然后，由SP病人

及教师就学生采集健康史过程中的优缺点进行讲

评，并对护理病历的书写进行辅导。

1．2．4课程结束后，对实验班的483名学生进行

SP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问卷在参考有关文献的基

础上自行完善，再由专家审阅并作预调查)，共发放

问卷483张，回收465张，合格448张，有效率为

96．3％。

1．3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牙±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

义。

2结果

2．1两组健康评估期末考试成绩及病历书写成绩

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健康评估考试成绩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病历书写成绩

实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显著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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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见表1。

表1 两组健康评估期末考试成绩及病历书写

成绩比较(i±s，分)

2．2学生对sP的评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

数学生对采用“标准化病人”运用于教学持欢迎态

度，运用sP教学后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健康史的

采集能力有所提高。见表2。

表2 448名学生对运用标准化病人教学的

效果评价[n(％)]

评价项目 肯定 不一定 否定

熊霞罄寰蓑轰铭由 377(84．1)45(10．1)26(5z,01．．8)健康史采集的能力 ‘，”、‘， “7

璧雾曩意耋年的佶^ 353(78．8)59(13．2)36(8．o)
主动接触病人的信心

“， “， “，

馨囊孥鏖薏熹脾擗☆b由 325(72．5)82(18．3)41(9．2)
对病人病情的分析能力

。， 。， p“，

馨喜孥嘉学去l錾由亚位拍佛斗1 335(74．8)89(19．9) 24(5．3)对真实病人健康史采集的能力 “， 。， 。，

罂嫠害黎募艘堕 381(85．o)59(13．2)8(I．8)开展足否有必要
’v

7 —7 —7

嚣鏊嘉罄墓翟县苍右特 296(66．1)110(24．6)42(9．3)
提高教学效果是否有效

“， “， 。，

旱否席增加籀学次数日十牧 324f72．31 8f1．8) 116f25．9)

3讨论

3．1 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多数病人只愿意接受

自己信赖的医生诊治，不愿配合在校学生的实习工

作，使得原本就欠缺的问诊训练在临床实习中难以

得到有效的加强与提高。近些年来，我国医学院校

本、专科和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长，尽管国家对医

学教育进行了较多投入，但附属医院的床位数、可用

于教学的病人及病种数、有临床实践经验教师的数

量仍显不足，而这些都是决定临床实践教学水平的

关键因素HJ。传统的教学方式侧重于理论方面的

传授，不能全面满足对学生多方位的知识与技能的

培养"J，因而，在临床健康史采集的教学中，传统教

学模式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将健康史采集技能

训练引人SP病人培训模式，可使学生早期得到系统

的健康史采集训练，掌握健康史采集的内容及技巧。

本研究在2006级实验组与对照组健康评估期末考

试成绩及病历书写成绩的比较中，健康评估考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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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是，使用了

SP病人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病历书写成绩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在同一个大班教学

中，作为理论考试的健康评估期末考试两个班虽然

没有差异，但作为技能检验的病历书写成绩，使用了

SP教学的班级明显高于未使用班级，提示了sP教

学应用于健康史采集培训能明显提高学生的能力，

可以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是值得尝试并推广的一

种教学改革模式。

3．2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在SP病人培训中

的问题，如对于护理健康评估比较特有的Gordornl 1

种功能性健康形态的评估，涉及的内容比较多，而我

们的学生由于刚开始接触这些内容，对于内容的内

涵理解程度不一样。因此，在SP培训的时候应该将

这一部分内容加以细化设计及进行培训。另外，利

用SP进行健康史采集技能训练，学生所接触到的病

人都是口头表达能力较强的有典型病史的SP病人，

这部分病人并不具备有普通性和代表性。因此，应

强调学生在健康史采集技巧的学习及训练中，应注

意病人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个性与共性特点。

3．3本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SP病人还是实验生，

都对sP的应用表示认同，尤其是大多数学生对sP

的指导表示满意并愿意接受sP的指导。说明大面

积使用sP和推广SP的可行性。但也有不少学生对

SP应用于教学的教学改革效果和作用持怀疑甚至

否定的态度，主要原因除了SP人员自身素质外，培

训效果也是重要的因素MJ。所以，选择合适的sP

病人，教学、实习带教老师正确训练和指导十分重

要。

3．4 SP作为现代医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和技术，为

临床实践教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健康评估教学中使用“标准化病人”对教学有促

进作用，可使评估更趋于科学、合理，同时极大地缓

解了病人不配合教学的矛盾。SP的应用在我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广在健康评估

教学中应用SP，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在条件

成熟的时候，将sP的应用作为学生成绩考试和能力

考核的内容，以全面提高学生的临床基本技能和实

际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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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年轻妇女宫颈癌的发病趋势、l|缶床表现、病理特征和治疗特点。方法 对2003-01

—2008．12我院收治的年龄≤35岁宫颈癌患者38例(研究组)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随机与同时期

>35岁宫颈癌患者34例(对照组)作对照分析。结果年轻妇女宫颈癌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研究组孕

次、产次均较对照组低，但无统计学意义；临床表现研究组与对照组均以接触性出血为主，其次为不规则阴道

流血；在肿瘤类型方面，两组均以外生型为主，但是研究组以巨块型为主，占63．1％，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临床分期上，研究组和对照组均以早期癌(临床分期≤II a期)居多，分别占94．7％(36／

38)、91％(31／34)，两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与对照组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均以中分化鳞癌为主要病理类型。研究组38例，予手术治疗34例，30例保留

一侧或双侧卵巢并移位于同侧上腹部(P<0．05)，34例行盆腔淋巴结清扫，淋巴结转移率为20．6％，以闭孔

淋巴结为最常见。对照组34例，予手术治疗31例，10例保留一侧或双侧卵巢并移位于同侧上腹部(P<

0．05)，3l例行盆腔淋巴结清扫，7例有淋巴结转移，淋巴结转移率为22．5％，以闭孑L淋巴结为最常见，两组淋

巴结转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宫颈癌患者发病有明显年轻化趋势；研究组患者临床

分期以早期癌为主，接触性出血为年轻妇女宫颈癌的危险信号，淋巴结转移较少见，诊断上应提高对年轻妇女

宫颈癌的警惕性，尽量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主张提倡对已婚妇女的普查，及时发现及诊疗癌前病变和早期

癌。治疗时应注意保留早期患者的卵巢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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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38 young women witll cervical carcinoma ZHAO Ren-feng．LIU Yuan—yllZlll．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People’s Hospital of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f cero

vical carcinoma in younger women(≤35 years old)with invasive cervical carcinoma．Methods The clinical informa-

tions(clinical symptons，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metastasis of lymph nodes and treatments)of38 younger women

(≤35 years old)with invasive cervical carcinoma who were treated from January 2003 to November 2008(the study

group)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and compared with 34 women(over 35 years)with invasive cervical careinamoa

in the salne period(the control group)．Results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invasive cervical carcinoma in

women under 35 years old．In the study group，the pregnancy and delivery times were lower，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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