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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住院时间却明显延长，医疗费用也明 

显多于非 CBP治疗组。推测其原因在 

于：APACHE 1评分>25分时，MODS 

患者大多处于疾病的终末期，机体免疫 

功能极度低下，炎症反应和抗炎反应均 

处 于严重抑制 或“衰竭”状态 ，炎症介质 

和抗炎介质均较正常水平低，CBP治疗 

达不到清除炎症介质和抗炎介质的目 

的，不能阻断 M0DS的发展。对这类患 

者，CBP治疗可以延长部分患者的住院 

时间，也就是 可以在相对短时 间内，延长 

部分患者的存活时间，其代价就是明显 

增加医疗费用。但绝大多数患者的最终 

预后却改变不大。对这类患者是否值得 

· 循 证 医 学 · 

或有必要进行 CBP治疗 ，需要进一步深 

入探讨或采用更细致的评价方法。 

综上所述，APACHE I评分为 15～ 

25分时是采用 CBP治疗 MODS患者的 

最佳时机，可 以产生最佳 的效／价比。 

APACHE I评分可以作为 MODS患者 

是否选择进行 CBP治疗以及何时进行 

CBP治疗的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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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临床实习中开展以问题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学研究体会 

刘迅 娄探奇 赵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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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学教研室根据科 

室教学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内科实习学 

生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学方 

法，并对此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1 临床资料 

1．1 对象：2002--2003学年，将在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临床实习的学生 

共 6O人按照随机数字表分成实验组 

3组(共3O人)和对照组 3组(共 3O人)， 

每组8～12人。实验组在现行教学方法 

基础上采用以问题为基础的循证医学教 

学方法教学 I对照组沿用现行教学方法， 

即专科主任领导、区长(主治医师)负责、 

住院医师带教的教学法。两组学生内科 

学理论考试成绩经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1．2 循证医学教学方法：结合我国、我 

校临床实习教学的实际情况，参考国内 

外教改经验，将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和循证医学教学法相结合，充分发挥二 

者的优势，相互弥补不足，在实习大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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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进行教学。 

1．3 实验组研究步骤：①以学习小组的 

形式向学生集中介绍循证医学理念和原 

理I②学生根据各自分管患者的病史、体 

征以及检查结果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I 

③检索查寻现有最好的临床研究证据I 

④评价研究证据的真实性和临床重要 

性I⑤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学生自己 

的临床专业知识，归纳总结，并在学习小 

组讨论I⑥将循证医学证据应用于学生 

分管的患者，观察效果。每个实验组在内 

科实习期间共安排 3轮以问题为基础的 

循证医学训练。每4周 1轮(每周师生交 

流讨论1次)。第一轮在教师指导下进 

行，以后两轮由学生自行组织，教师提供 

辅导。 

1．4 评价指标：①考试成绩I②在实习 

结束后，学生填写不记名问卷调查表，对 

调查项目按“优、良、中、差”4级评分。 

1．5 结 果 

1．5．1 考试成绩：实验组平均(84．1士 

4．1)分，对照组(79．7士6．5)分，实验组 

成绩优于对照组(P—O．042)。 

1．5．2 实习后问卷调查情况(表 1)：结 

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内科实习内容的 

兴趣程度比对照组高(尸一0．015)，自学 

能力也比对照组高(P一0．035)。 

表 1 两组问卷调查结果 (̂一30) 

谓查项目 
良好以上所占人数(倒) 
— — P值 
实验组 对照组 

2 体 会 

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在临床实习的 

学生 ，在实施 以问题为基础 的循证 医学 

教学时，必须首先制定一个结合临床实 

际、操作性强的研究计划，适宜的计划能 

增强师生双方的信心。严格执行实验计 

划的各项要求是本教学法成功实施的重 

要保证，学生的积极主动参与是本教学 

法成功实施的关键。学生直接参与运用 

循证医学的全过程训练，在临床实际工 

作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并通过循证医 

学 的方法独立地解决 问题 。学生通过实 

践，切实体会到以问题为基础的循证医 

学学习对学生临床实践工作的良性推动 

作用，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强大动力。 

(收稿 日期 l2004—11—21) 

(本文编辑；李银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