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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耳科学的可视化教学研究

蒋成义,詹晓东,王文忠, 张明洁

[摘要 ]目的:通过对显微耳科学的可视化教学研究,探索一套提高学生对耳科学的认识和兴趣的方法。方法:在大量中耳 、内

耳手术病例和丰富临床资料的基础上,借助显微镜 、显微摄像及显影设备, 通过电子计算机的模拟成像等处理,将显微耳科手

术情况转化成图像, 使学生能即时观看手术中情况;同时制成各类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 (CAI)课件;利用网络, 实现继续教

育及交流和远程会诊 。结果:增加了学生对耳科学的认识和兴趣, 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保存大量有用的临床资料,方

便了继续教育及同行间交流。结论:显微耳科学的可视化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比较有效的方法, 可向耳鼻喉科其

它学科扩展, 并值得在有条件的教学医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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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visualizedteachingofthemicro-otology
JIANGCheng-yi, ZHANXiao-dong, WANGWen-zhong, ZHANGMing-jie

(DepartmentofOtorhinolaryngology-HeadandNeckSurgery, 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probeintoamethodofelevatingthestudents' cognitionandinterestinmicro-otologywithvisualized

teaching.Methods:Thedataoftheoperationsonthemiddleearandtheinnerearwereturnedintovideoimageswithaidofmicroscope,

micro-videocamera, visualizationequipmentandmodelingimagingofelectroniccomputertoenablethestudentstowatchtheoperation

processvisually.Meanwhile, manykindsof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coursewarewereproduced, socontinuingeducation, longrange

consultationandcommunicationcouldberealizedbynetwork.Results:Asthestudents' recognitionandinterestinotologyincreased,

teachingqualityandefficacywereimproved.Withagreatquantityofvaluableclinicaldatamaintained, continuingeducationand

interchangeweremoreconvenient.Conclusions:Thevisualizedteachingofmicro-otologyisaneffectivemethodofimprovingteaching

qualityandefficacy.Itmaybeextendedtoothersubjectsofotorhinolaryngologyandspreadtoconditionedteaching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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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耳及内耳结构位置深在 、微小,耳科学需要借

助特殊显微器械才能开展此方面工作 。工作时只有

操作者能够观察到其中情况,对于非手术医师及实

习医师则无法观察,使得此方面教学抽象,临床实习

存在局限性 。我们将显微镜 、数码摄影 、数码监视 、

录像及计算机图像工作站组成多媒体数码摄录像系

统,并借助网络, 一同应用于显微耳科学的临床教学

中,取得满意效果,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4 ～ 2006年,我院收治有完整

临床资料的显微耳科学手术患者 176例。

1.2　数码摄像　应用 SONYP93数码相机,将显微

耳科手术患者 CT、MRI等影像资料置于观片箱上,

关闭相机闪光灯, 采用微距模式拍摄。拍出的数码

相片存储于计算机, 作为术前复读及术后制作 CAI

课件之用 。

1.3　显微耳科手术摄影　应用 JVC显微摄像机的

特制转接器与德国蔡司手术显微镜的示教镜接口连

接, 并连于 Panisonic40G硬盘录像机上 。此录像机

不依赖于计算机, 可直接按录像键录像 。同时通过

连接 SONY17英寸彩色显示屏, 将手术情况同期放

映, 手术医师或其它非手术教师进行同步讲解 、分

析 、扩展等即时教学 。另外, 此硬盘录像机轻便易携

带, 且可移动存储, 内存充足, 后期可与计算机工作

站交换数据后进行剪辑 、配音 、制作。

1.4　课件制作
[ 1]
　利用 PentiumⅣ CPU, 64 M

RAM, 40 G硬盘, 图像采集卡, 16位声卡, 17英寸彩

显等系统硬件配置, 以多媒体编辑工具 Authorware

为平台,编写课件的程序。文字信息主要通过中文

Word录入 。图片资料包括数码相片及手绘示意图,

以 Photoshop图形工具软件处理,存储为.jpg格式文

件。将硬盘录像机中的视频资料编辑, 采集, 压缩

为.mpeg格式的视频文件, 采用 ActiveX控件技术,

实现 MPEG视频文件的播放 。解说通过录音机和

声卡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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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继续教育及交流　借助网络方便 、快捷等特

点,以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网站 (http://www.

byyfy.com.cn)为平台, 将制作的手术录像 、CAI课

件及相关图片上传, 作为基层医院耳鼻咽喉科医师

继续教育及国内外有关单位交流之用 。

1.6　教学　

1.6.1　即时教学　在显微耳科手术同时, 借助手术

显微镜及显微摄像技术, 将手术情况进行摄像 、放

映,使手术情况在彩色显示屏上即时显示,教师同步

进行讲解 、分析 、扩展教学,这样学生理解容易,直观

性好, 易于接受。

1.6.2　课件教学　通过手术后对记录保存的录像 、

摄影资料进行编辑 、采集 、处理,配文字及语音说明,

制作成 CAI课件,对学生进一步深入教学 。加深其

印象及兴趣,取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2　结果

　　3年积累了 456张显微耳科学患者数码图像资

料,涵括急慢性中耳炎 、面神经瘫痪 、内耳迷路炎 、人

工耳蜗植入 、梅尼尔病 、中耳癌 、听神经瘤等多种中

耳 、内耳疾病 。制成鼓室成形术 CAI课件 5套,乳突

根治术 CAI课件 2套,面神经减压手术 、面神经吻合

手术 、面神经移植手术 、人工电子耳蜗植入手术 、内

淋巴囊减压手术及中耳癌根治手术 CAI课件各 1

套 。将制作完成的视频资料和 CAI课件上传至蚌

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网站 ( http://www.byyfy.

com.cn) ,进行网上的继续教育及同行间的交流和

远程会诊。

　　将制作完成的影像资料和 CAI课件, 应用于

854名临床医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课堂教学及 234名

临床实习医师的临床教学。通过 60名临床医学实

习医师的问卷调查显示, 对显微耳科学感兴趣的由

此研究应用前的 24名 ( 40%) ,提高到研究应用后

的 52名 ( 86.7%);有 53名 ( 88.3%)实习医师认为

此方法能提高他们对显微耳科学的认识, 使以往微

观的显微耳科学成为宏观影像,使显微耳科教学从

抽象到直观,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效率 。

3　讨论

　　由于耳鼻咽喉的解剖位置隐蔽, 故耳鼻咽喉科

学是对形象化要求较高的学科。自 19世纪初叶以

来,耳科学的教学从绘画时期, 逐渐发展到照相时

期,显微镜下照相时期
[ 2]
。借助手术显微镜及摄像

设备的连接,使显微耳科手术资料能够被永久地保

留记录下来,但这仍只是手术后教学,学生的临床感

性认识仍不强。而且, 随着我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不

断健全和完善,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提高,知情

权 、隐私权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认识 。医学生临床

实习的病员资源正日益减少 。这对耳鼻咽喉科学这

样操作性强 、实践性强的临床课教学提出了挑战,可

视化教学将是解决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之一 。随着

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医学生可以

在互联网上直接获取医学教育信息, 建立可视化教

学模式也是显微耳科学教学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 。

对显微耳科手术中情况进行即时教学是现代医

学科研和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资料与方法,同时是总

结交流 、远程会诊的重要手段
[ 3]
。本文介绍的借助

手术显微镜 、显微摄像 、显影设备 、电子计算机及网

络等组成的显微耳科学可视化教学系统,实现了即

时教学的目标,利用大量资料,制备丰富详实的 CAI

课件, 完善教学内容 。同时,以医院网站为平台, 将

所制作的手术录像课件及图片上传至网络, 实现对

基层医师的继续教育,以及国内外单位进行交流和

远程会诊 。我们相信,随着此项研究的深入及完善,

有望实现将显微耳科手术在网络上现场直播 。年轻

住院医师及实习医师坐在教室中就能即时观看 、教

学。国内外其它有关单位即时进行观看,交流及远

程会诊,并通过网络对手术情况进行建议,对随之改

进手术,提高手术效果也是非常有利的 。

由于耳鼻咽喉科普遍存在 “孔小洞深 ”的特点,

检查及术野大多不易暴露, 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难

度
[ 4]
。此项研究成果成熟后, 可探索向鼻窦内镜 、

纤维喉镜 、支撑喉镜 、支气管镜等手术教学中应用。

使耳鼻咽喉科抽像的理论成为一张张美丽的图像,

一段段生动的影像,使医学生通过亲眼目睹手术所

见, 增加对耳鼻咽喉科学的认识和兴趣 。

总之, 可视化教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教

学质量和教学效率。使应用学科应用化 、临床医学

临床化 、理论教学实践化 。为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 、

为临床提供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 、富有创

新的高级医学人才服务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现代

化医学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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