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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学研究#

河南省基层全科医生执业满意度调查分析

陈东明! 任维存! 李<佳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健康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了解河南省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依据人类发展指数抽取河南省 !/

个样本乡镇社区(于 !"&% 年对在职在岗的全科医务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 从总体满意度*执业状况*职业环境*职业支

持几个维度评价(依据 =5>?@?A五级赋分法对满意度赋分' 发放问卷 /0"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有效率为

%!9/B'结果<基层全科医生整体满意度评价!百分制"得分为 C*9+$' =;D5E@5:回归方法分析得出基层全科医生满意度

主要受年龄*学历和职称的影响!!F"9"0"' 结论<河南省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一般水平偏上' 中年基层全科医

生比青年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高(大学学历比中专以下学历满意度低(高职称基层全科医生比低职称满意度高(主

要工作职责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全科医生比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的满意度高'

关键词)<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河南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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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旨在保障公民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公民健康水平' +关

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家庭

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

定的健康管理服务' 全科医生作为家庭医生团队的

主要力量(充当了居民健康%守门人&(其工作满意

度直接影响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的质量和效率
-&.

一

定程度上决定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改革的成败
-!.

'

只有使服务基层的全科医生认同自己的职业(拥有

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评价(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才会落

到实处(健康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这也是研究全科医

生基层工作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价值所在'

?@对象与方法

?A?@对象<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方法' 依据人类

发展指数将我省区域分为 / 个层次(依此抽取 / 个

样本市(+ 个样本县区(!/ 个样本乡镇社区(C! 个样

本村站(于 !"&% 年对在职在岗的全科医务工作者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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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问卷调查'

?AB@方法<本研究采用自行设计的 +河南省全科

医生执业状况调查问卷,进行不记名面对面调查'

问卷分为基本情况*执业状况*职业期待或规划*职

业认知与职业素质*全科医学教育现状与需求 0 大

部分 !+ 个题目和一个满意度调查表' 其中和本研

究相关的内容有)!&"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学

历*职称*是否在编' !!"岗位职责(包括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服务*其他服务' !$"满意度评价项目(包

括政策管理*收入与福利*外部环境*工作内容' 事

先抽取 $ 个样本乡镇社区预调查(进行信效度评价(

问卷指标设计征求专家意见' 调查前对调查人员进

行规范化培训(并实行调查过程控制(回收的问卷实

行双录入校验'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 份(回收有效率为 %!9/B'

?AC@统计分析<采用 1Q5O4@4$9& 软件进行结果录

入(采用 ^Ẑ^!"9"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使用

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岗位职责全科医生间满意度的差

异$应用二元 6;D5E@5:回归分析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以 !F"9"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基本情况</&* 例样本中(男性全科医生 &0%

人(占 $+9!B$女性全科医生 !0C 人(占 *&9+B' 河

南省农村地区全科医生从业者绝大部分是中青年人

!占 %09%B"(年龄为 &+ #$0 岁的全科医生有 !"*

名(占 /%90B$年龄为 $* #0% 岁的全科医生有 &%$

名(占 /*9/B$而 *" 岁以上的全科医生有 &C 人(仅

占 /9&B' 半数以上的河南省农村地区全科医生从

业者未获得高等教育学历(其中具有中学学历的农

村全科医生有 &!/ 人!占 !%9+B"(具有中专_中技

学历的农村全科医生有 &$C 人!占 $!9%B"(具有大

专学历的农村全科医生有 /0 人!占 &"9+B"(具有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村全科医生有 &&" 人!占 !*9

0B"' 农村地区的全科医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职

称(本次调查中无职称者有 &*% 人(占 /"9*B$同时

受学历所限(获得医士职称者 &&% 人(占 !+9*B$按

照人数从多至少随后是医师*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

和主任医师( 分别占 &09%B* &&9$B* !9%B 和

"9CB' 在编与否的全科医生基本持平(在编者 !!%

人(占 00B$非在编者 &+C 人(占 /0B' 全科医生承

担的岗位职责以基本医疗为主(*+9$B的被调查者

对此岗位职责持肯定态度' 按照被调查者对于岗位

职责持肯定评价的比重从高至低排列(紧随其后的

是急 诊 急 救 !占 /*9*B"* 公 共 卫 生 服 务 !占

/09!B"和康复治疗!占 $+90B"'

BAB@工作满意度

BABA?@满意度现况<接受调查的 /&* 名全科医生

中(在政策管理方面(对职称晋升和政策落实很满意

的分别为 &&% 和 &!" 人(只有 ! 人感觉很不满意$在

收入与福利方面(对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很满意的

分别为 &"C 和 +$ 人(分别有 "9/+B和 "9!/B的人

感觉很不满意$在外部环境方面(对医疗设备*医患

关系*职业风险*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很满意的分别

为 +/* &!"* &$/* &!* 和 &!C 人(分别有 "9/+B*

"9/+B*&9!"B*"9/+B和 "9""B的人感觉很不满

意$在工作内容方面(对成就感*工作时间和工作量

很满意的分别为 &$&*%" 和 &0/ 人(分别有 "9""B*

"9C!B和 "9%*B的人感觉很不满意(见表 &'

表 ?@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情况表

维度 评价项目 很满意!B" 满意!B" 一般!B" 不满意!B" 很不满意!B"

政策管理 职称晋升 &&%!!+9*&" &*+!/"9$+" &&"!!*9//" &%!/90C" "!"9"""

政策落实 &!"!!+9+0" &$&!$&9/%" &/&!$$9+%" !!!09!%" !!"9/+"

收入与福利 工资收入 &"C!!09C!" &$/!$!9!&" &00!$C9!*" &+!/9$$" !!"9/+"

福利待遇 +$!&%9%0" !"$!/+9+"" &"%!!*9!"" !"!/9+&" &!"9!/"

外部环境 医疗设备 +/!!"9&%" &**!$%9%"" &$!!$&9C$" $!!C9*%" !!"9/+"

医患关系 &!"!!+9+0" &!*!$"9!%" &/0!$/9+*" !$!090$" !!"9/+"

职业风险 &$/!$!9!&" &!0!$"9"0" &!C!$"90$" !0!*9"&" 0!&9!""

社会地位 &!*!$"9!%" &$C!$!9%$" &/$!$/9$+" +!&9%!" !!"9/+"

工作环境 &!C!$"90$" &$+!$$9&C" &/+!$090+" $!"9C!" "!"9"""

工作内容 成就感 &$&!$&9/%" &/0!$/9+*" &$+!$$9&C" !!"9/+" "!"9"""

工作时间 %"!!&9*$" &!0!$"9"0" &0%!$+9!!" $%!%9$+" $!"9C!"

工作量 &0/!$C9"!" &"0!!09!/" &"/!!09""" /%!&&9C+" /!"9%*"

BABAB@不同职责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评价<工作

满意度量表的设计参照了明尼苏达工作满意度短式

量表(以及 ^Q?:@;A工作满意度量表(结合研究特点

设计为政策管理*收入与福利*外部环境*工作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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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维度 &! 项内容' 依据=5>?@?A五级赋分法(将很

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分别赋值为 0*

/*$*!*和 & 分' 结果显示基层全科医生整体满意度

评价得分为 C*9+$(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公共卫生

服务和其他的全科医生的满意度评价得分 !百分

制"分别为 C09*C*C+9/$ 和 C+9&" 分' 具体至各评

价维度(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政策管理方

面(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和其他的全

科医生的满意度评价得分分别为 C9*/*C9%% 和 +9

"! 分(且不同职责全科医生间的满意度评价存在显

著差异!< $̀9$9+C(! "̀9"$0"$在收入与福利方

面(不同职责的全科医生的满意度评价得分分别为

C90$*C9C* 和 C9*/ 分(满意度评价差异不显著!!a

"9"0"$在外部环境方面(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服务和其他的全科医生的满意度评价得分分

别为 &+9%&*&%9*C 和 &%90C 分(且不同职责全科医

生间的满意度评价存在显著差异!< $̀9"0"(! "̀9

"/+"$在工作内容方面(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公共

卫生服务和其他的全科医生的满意度评价得分分别

为 &&9$&*&&9*/ 和 &&9*! 分(满意度评价差异不显

著!!a"9"0"(见表 !'

表 B@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评价

一级指标 基本医疗 公共卫生服务 其他 < !

政策管理 C9*/ b&9$% C9%% b&9$0 +9"! b&9$! $9$+C "9"$0

收入与福利 C90$ b&9// C9C* b&9!+ C9*/ b&9$+ &9!C! "9!+&

外部环境 &+9%& b$9&* &%9*C b!9C0 &%90C b!9%$ $9"0" "9"/+

工作内容 &&9$& b!9&& &&9*/ b&9+! &&9*! b!9"* &9$"" "9!C/

总体满意度 /09/" b*9++ /C9"* b09%" /*9+* b*90% $9&&C "9"/0

总体!百分制" C09*C b&&9/C C+9/$ b%9+/ C+9&" b&"9%% # #

BABAC@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依据各指

标间关系(本研究应用二分类=;D5E@5:回归方法分析

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依据严重程

度将指标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和满意度的不同结

果分别赋值为 " 和 &(表 $'

表 C@变量结果赋值表

指标 赋值

性别 男 "̀(女 &̀

年龄 F$0 岁 "̀( a $̀0 岁 &̀

学历 大学以下 "̀(大学及以上 &̀

职称 中级及以下 "̀(高级 &̀

满意度 F+" 分 "̀( a +̀" 分 &̀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层全科医生满意度主要受

年龄*学历和职称的影响!!F"9"0"(性别对基层全

科医生满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a"9"0"(表 /'

表 D@基层全科医生满意度影响因素二分类 E*('%&'0

模型回归结果

指标 W ^91 K46E Z cG %0B .9M

性别 "9$&* "9!$* &9C%! "9&+& &9$C& "9+*/ !9&C+

年龄 #"90$0 "9!$+ 09"*$ "9"!/ "90+* "9$*+ "9%$$

学历 #"9/0C "9!!" /9$!/ "9"$+ "9*$$ "9/&! "9%C/

职称 &90!% "9*C* 09&&C "9"!/ /9*&/ &9!!C &C9$0/

常量 #"9!0$ "9+CC "9"+$ "9CC$ "9CC* # #

C@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发现(全科医生的工作满意度得

分为 C*9+$ 分!百分制"(余芳等
-$.

调查的全科医生

的工作满意度平均得分为!$/9&! b*90*"分!满分

00 分"(王健等
-/.

调查的全科医生的总体工作满意

度结果为!*%9*$ b&"9//"分(河南省工作满意度在

一般水平偏上(这和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河南省

在政策贯彻*优化资源配置*实施人才激励等方面密

不可分' 但不容忽视的是仍然有近三分之一的全科

医生工作满意度得分较低(存在工作积极性不高(职

业认同感不强(有人员流失可能性' 调查研究显示

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主要受年龄*学历和职称

的显著影响'

CA?@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分析<研

究对象以 $0 周岁为分水岭(结果显示 $0 岁以下的

青年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低于 $0 周岁以上的中年

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这和张廷建
-0.

的研究结果一

致'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的战略推进(国家加大对

基层的卫生资源投入(无论在硬件设施*人才资源配

置还是资金投入方面都较之前有明显提高(年龄越

大或工作时间越长的全科医生容易进行纵向对比(

会感到工作环境*政策趋势等明显改善(满意度会相

对较高' 而年龄越小或工作时间越短的全科医生自

由选择空间较大(个人牵绊的家庭等因素较少(信息

化接受程度和个人价值追求高(更容易进行横向对

比(无论是基层医疗机构和医院平台的比较(还是不

同行业之间的比较(基层医疗机构的优势都不是太

明显(尽管国家对基层加大了政策倾斜力度(但短时

间内很难实现持平或超越(尤其是基层吸引人才除

了行业因素外(还牵涉教育*工作环境*职业地位等

社会因素(因此满意度相对较低'

CAB@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与学历的关系分析<研

究对象以大专学历为分界线(研究结果显示大专以

上学历的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低于中专及以下学历

的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 这和邹宛均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学历越高就业期望值越高(而基层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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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很难满足其需求(导致高学历人才与职业环境

融合度低' 王立国等
-C.

研究表明(高职高专医学毕

业生愿意考虑到基层工作的仅占 /"9%B(张锦平

等
-+.

研究结果显示只有 !C9+B的医学本科生愿意

到基层工作(河南省医学类独立学院大学生基层就

业意愿调查结果亦显示基层就业意愿不强
-%.

(而孙

美娜等
-&".

关于订单定向医学专科生基层就业意愿

研究结果显示愿意到基层就业的也只占 0*9*0B'

因此(从高职高专学历到本科学历(从公办院校到独

立学院(从 &" 年前的研究到今天的研究(亦或是订

单定向生(基层就业的意愿都不强烈(其中还有一部

分到基层就业是因政策限制和抱着锻炼的心态' 而

学历层次较低的人群因就业形势严峻(就业期望值

相对较低(加上国家政策导向(满意度相对较高'

CAC@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与职称的关系分析<研

究结果显示职称与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有统计学意

义!!F"9"0"(高级职称比中级以下职称的满意度

高' 这和李姝洁
-&&.

*杨明荣
-&!.

*杨伟
-&$.

*邹宛均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 高职称的全科医生收入高*福利

好*社会地位和职业认可度都较高(加上基层本来就

缺高职称人才(单位领导比较重视' 这与职业期待

值比较相符(个人的成就感也会得到极大满足(因此

满意度相对较高' 而低职称群体由于业务熟练度不

够(忙于晋升职称(除了完成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兼顾

科研任务(收入及福利*社会地位等都难以满足需

求(综合导致压力较大(满意度偏低'

CAD@不同职责全科医生间的满意度评价分析<研

究数据表明(主要职责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全科

医生总体比主要职责为基本医疗服务的全科医生满

意度高(且在外部环境和政策管理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基层全科医生为主(这说

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发生了积极效用' 无

论在职称晋升*政策落实(还是医疗设备*医患关系*

职业风险*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等方面(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都存在满意度偏高的情况(这和国家对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视(职称晋升的政策倾斜(基层医

疗设备的加强都有一定的关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主要对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并且风险低$而医疗服务

需要付费并且风险相对较高(基层医疗水平不高(诊

疗装备不足(这也是导致满意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

因'

综上(河南省基层全科医生工作满意度整体处

于一般水平偏上(满意度与年龄*学历*职称等因素

密切相关(国家可针对学历提升*职称评聘等方面制

定激励政策(对医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切实

培养出一支愿意到基层农村社区执业并能够干得好

的全科医生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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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闫浚玮&

! 吴玉娟!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 新乡 /0$"""$!9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光明眼科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调查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现状(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杰弗逊共

情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对新乡市 0 所综合医院的 0$* 名低年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低年资护士共情能

力总分为!&!$9&+ b&C9C0"分(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其共情能力呈显著正相关!!F"9"&"(学历*聘用形式*工作满意度*科

室和一般自我效能感是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结论<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群体

内部差异性较大$护理管理者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其共情能力(进而提升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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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是指从别人的角度(对其情绪*需要与意图

的一种设身处地的体会和理解' 护士共情能力是一

种情感体验能力(指在临床护理实践中(护士能够正

确感知患者的情绪(识别和评价患者的情感状态(进

而形成有效的护理干预
-&.

' 根据+全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 #!"!"",(预期到 !"!" 年注册护士总

数将达到 //0 万
-!.

(新增加的护士大多数是低年资

护士' 由于缺乏共情能力和沟通技巧(临床护士因

护患关系紧张而被投诉
-$.

' 本研究中低年资护士

!以下简称护士"是指工龄在 $ 年以下的护士
-/.

'

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身能否利用所拥有的

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
-0.

' 有研究

表明(提高临床护士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可间接提高

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而提升护理质量(从而更好地

服务于临床护理工作
-*.

' 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新

乡市综合医院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现状(并分析其

影响因素(为日后提高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干预

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A?@研究对象

!"&+ 年 * h%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抽取新乡市 0 所综合医院!三级医院 ! 所*二级

医院 ! 所*基层医院 & 所"共 00! 名护士' 纳入标

准)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在岗护士(从事临床护理

工作(工作年限
!

$ 年(知情同意且自愿参与本研

究' 排除标准)护理实习生(进修护士'

?AB@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法对符合纳排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0$* 份(有效回收率为 %C9&B'

?ABA?@调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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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该问卷由研究者根据

研究的需要结合查阅文献自行编制
-C #%.

(包括性别*

学历*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结构*聘用形式*月收入*

所在科室*对工作的满意度*所在医院或科室是否开

展过共情能力相关培训等'

!!"杰弗逊共情量表 ! (̂1#)Z(@P?(?RR?AE;J

^:46?;R13Q4@P[#)?46@P ZA;R?EE5;J46E")由 );T4@

等
-&".

研制(用于评价医务人员的共情能力' 本研究

采用安秀琴
-&&.

汉化版的 (̂1#)Z(该量表内部一致

性 .A;JP4:PSE

!

系数为 "9C0(分半系数为 "9CC(重

测信度为 "9**(因子分析选出 $ 个公因子(累积贡

献率达 $C9$/B(说明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量表

包括 $ 个维度共 !" 个条目(分别为观点采择!&" 个

条目"*情感护理 !C 个条目 "和换位思考 ! $ 个条

目"' 采用 =5>?A@C 级计分法(每个条目依次记为 &

#C 分(得分越高则共情能力水平越高'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J?A46̂?6R#1RR5:42

:[^:46?(]̂ 1̂ ")由德国心理学家 ^:PY4Ad?A于 &%+&

年编制' 本研究采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王才康
-&!.

译制并修订的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该量表

内部一致性 .A;JP4:PSE

!

系数为 "9C* h"9%" 之间(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已在国内广泛使用
-&$ #&/.

' 量表

包含 &" 个项目(运用=5>?A@/ 级计分法(分数越高提

示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

?ABAB@资料收集方法<将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杰弗

逊共情量表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制成电子问卷(

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在问卷的开始界面告知研

究对象调查目的*完成问卷的预计时间及填写要求(

以取得其知情同意(接受调查者独立完成问卷后在

网页平台提交问卷'

?ABAC@统计学方法<利用 ^Ẑ^ !09" 软件进行数

据的录入和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单因素分析采用独

立样本 @检验及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分析(多因素分

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 Z?4AE;J 相关性分析等

进行统计分析' !F"9"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单因素分析

不同学历*家庭结构*聘用形式*平均月收入*所

在科室及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得

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而不同性别

和是否为独生子女的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得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9"0"' 见表 &'

BAB@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共情能力相关性分析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共情能力相关性显著!!F"9

"&"(一般自我效能感与观点采择*情感护理和换位思

考 $ 个维度分别存在显著性相关' 见表 !'

表 ?@不同一般资料的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得分比较$

"

! G"%分&

项目 人数 共情能力 +A< !

性别 男 $" &&*9*C b!"9%+ &9C** "9"+C

女 0"* &!$90C b&C9/%

是否独生子女 是 C* &!!9&! b&%9$C

否 /*" &!$9$* b&C9/+ "90*/ "90C$

学历 大专 $"! &&/9C* b&+9"* &"%9*/! F"9""&

本科及以上 !$/ &$/9"! b%90+

家庭结构 核心家庭 //+ &!/9"C b&C900 &09$C+ F"9""&

单亲家庭 !* &"/9+0 b&+9!%

祖孙三代家庭 *! &!/9// b&/9C%

聘用形式 人事代理护士 $!& &!C9+" b&/9%$ !%9+"* F"9""&

合同护士 !&0 &&*9$& b&%9/0

平均月收入!元" F&0"" &%" &&+9%! b&%9*$ *90!" F"9""&

&0"" h!/%% +/ &!$9!$ b&C90/

!0"" h$/%% *$ &!C9"" b&/9&C

a$0"" &%% &!*9"$ b&*9&*

所在科室 内科 !"0 &!%9/" b&$9"C

儿科 !* &!*9&0 b&09+/ &!9"$& F"9""&

外科 &"! &&+9%/ b&+9*%

妇产科 $0 &&C9*$ b&%90"

手术室 /& &&/9C& b&%9"!

急诊科 $/ &"+9/* b!&9+0

其他 %$ &!/9%C b&C9!"

对工作的满意度 不满意 $" &&*9!$ b!"9"C +9&** F"9""&

基本满意 &$& &&%9&* b&+9$&

满意 $C0 &!09&/ b&C9"&

BAC@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结果为基础(以 !F"9"0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将学历!大专 &̀*本科及以上 !̀"*家

庭结构!核心家庭 &̀*单亲家庭 !̀*祖孙三代家庭

$̀"*聘用形式!人事代理护士 &̀*合同护士 !̀"*

平均月收入 !&0"" 元以下 &̀*&0"" h!/%% 元 !̀*

!0"" h$/%% 元 $̀*$0"" 元以上 /̀"*所在科室!内

科 &̀*儿科 !̀*外科 $̀*妇产科 /̀*手术室 0̀*急

诊科 *̀*其他 C̀"*对工作的满意程度 !不满意 `

&*基本满意 !̀*满意 $̀"及经 Z?4AE;J 相关分析中

与共情能力呈正相关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作为自

变量(共情能力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学历*聘用形式*所在科室*对

工作满意程度及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影响低年资护士

共情能力的主要因素!!F"9"0"(且 B

!

"̀9$+"(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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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聘用形式*所在科室*对工作满意程度及一般 自我效能感可以解释共情能力的 $+9"B' 见表 $'

表 B@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相关分析$#值%$HICJ&

因素 共情总分 观点采择 情感护理 换位思考 一般自我效能感

共情总分 &

观点采择
"9%0$

4

&

情感护理
"9%&C

4

"9CC*

4

&

换位思考
"9+C!

4

"9C*$

4

"9C*%

4

&

一般自我效能感
"9/0"

4

"9/*C

4

"9$*!

4

"9$+0

4

&

注)

4

!F"9"&

表 C@影响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因素
!

"C + ! 标准偏回归系数
偏回归系数 %0B.M

下限 上限

学历 &09/"& &9/// &"9**$ F"9""& "9/$+ &!90*/ &+9!$+

一般自我效能感 "9$*" "9&$! !9C!$ "9""C "9&!& "9&"" "9*&%

聘用形式 #*9/&! &9$// #/9CC! F"9""& #"9&+& #%9"0! #$9CC$

工作满意程度 &"9C00 !9C%" $9+0$ F"9""& "9&$% 09!C& &*9!$+

所在科室 #"9+&C "9!!" #$9C"0 F"9""& #"9&!C #&9!0" #"9$+/

注)B

!

"̀9$+"

C@讨论

CA?@护士共情能力的一般情况

本研究显示低年资护士的共情能力总分为

!&!$9&+ b&C9C0"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卢美

玲等
-&0.

的研究结果' 护士共情能力因自身的学历*

对工作的满意度*聘用形式以及工作科室的差别而

存在变化(并且各因素内部之间相比共情能力存在

着差异性$护士共情能力与其一般自我效能感呈显

著正相关(通过提高护士的一般自我效能感可提高

其共情能力'

护士的共情能力虽然有差别性(但是整体普遍

偏高
-&*.

' 这与高校人才培养的要求有很大的关系'

医学院校在做好专业教育的同时(十分重视 %全人

教育&(护士的职业素质教育已初见成效$同时(随

着新医学模式的深入推进(疾病治疗不再是简简单

单的治病救人(而是全方位的从生理到心理再到社

会因素(良好的医患沟通与护患沟通是治疗的重要

环节(对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

院经营的激烈竞争(要求医护人员具备为病人提供

全方位服务的能力(理解病人的感情*需求以及行动

等的能力尤为重要' 共情是缓和与化解护患矛盾的

重要工具(临床工作一线的低年资护士的共情能力

是影响卫生服务效果的首要因素'

CAB@影响低年资护士共情能力的主要因素

CABA?@学历<在城市医院中护士的学历水平整体

较高(一般都在大学专科水平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

层次与专科学历层次的护士共情能力比较有差异(

与殷彩欣等
-&C.

报道的结果一致' 究其原因(多与医

学院校的学制与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设置(以及教

育教学方式有关' 本科生在校时间长(为综合素质

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时间' 同时(学校人才培养理念

与水平也是影响护士共情能力的重要因素' 因此(

护理管理者要鼓励继续教育(给低年资护士创造更

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人际沟通学

等其他相关边缘学科的学习(进而提高其人文素质'

CABAB@聘用形式<人事代理的低年资护士共情能

力比合同制的相对较高(这与颜丽霞等
-&+.

研究不一

致' 分析原因(聘用关系是体现职工与单位关系的

重要形式(同时也与职工退休后的待遇直接相关$聘

用形式不同(护士工作的稳定性和工作压力不同(所

以聘用形式决定着职工是否具有归属感与安全感(

这种心理感觉会影响护士工作中共情能力的体现'

CABAC@工作满意度<对工作满意的护士共情得分

较高(究其原因(共情能力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

一种态度
-&%.

' 热爱工作的护士(其职业认同感较

强(在工作态度上更积极主动(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

共情能力(更能够站在病人的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注重病人的情感体验(与病人很好地沟通交

流(表现出更高的共情能力' 因此(护理管理者可以

通过提高护士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措施来提高

护士的工作满意度(进而提高其共情能力'

CABAD@科室<内科护士的共情能力得分最高(可能

与内科病人大多都是慢性病病人(且住院的次数相

对较多(需要护士更加温柔*贴心和有耐心的护理有

关$儿科护士共情能力得分较高(可能与儿科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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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有关(患儿年龄小(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

受和需求(这就要求护士对患儿要有更多的感同身

受和情感照护$急诊和手术室的护士共情能力得分

相对较低(可能与其病人周转较快(以及其工作范围

与性质有关' 工作环境*服务对象*服务内容等因素

对护士共情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CABAI@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共情能力的相关性<本

研究显示(护士共情能力及其各维度与一般自我效

能感呈显著正相关!!F"9"&"(即护士共情能力越

高(其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反之(亦然' 这与张燕

贞等
-!".

的研究一致' 自我效能感代表了自我认同

感(自我认同感越强(其工作主动性与积极性就会越

高(进而其共情能力表现也会很高' 因此一般自我

效能感与共情能力存在着高度相关的内在逻辑关

系(这也是共情能力表现的心理学基础(一般自我效

能感是共情能力的风向标与晴雨表'

D@结语

本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看(城市医院护士的共

情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在该群体内部有一

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医院

的护理服务质量(也会加剧护患矛盾与纠纷' 因此(

在护士共情能力的培养上(既要注重护士学历层次

的提升(还应关注护士的劳动关系差别带来的影响'

对于不同科室护士共情能力的提高应因材施教$不

同工作满意度对共情能力提高也有一定的影响(同

时护士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也能够反映护士共情

能力水平的高低' 因此(护理管理者应针对护士共

情能力的影响因素(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和措施(有

效提高护士的共情能力(进而提高护理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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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 年河南省大中专院校就业创业课题!编号)(,W!"&+&$C" '

作者简介!衣志爽(女(硕士(讲师(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临床医学教育(123456)0%0/+$0*C7889:;3'

河南省医学本科生基层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衣志爽! 杜晨旭! 孙允芹! 姜晓花! 王<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探讨河南省医学本科生基层就业意向及其影响因素(为缓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荒和医学生就

业难提供新的视角与合理建议' 方法<通过采用自编的医学生基层就业意向问卷调查表(对河南省 0 所医学院校的 医

学生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结果<河南省医学生基层就业意愿与成绩排名*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对基层就业的态

度*对基层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学校对基层就业的宣传力度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9"0"' 结论<促进和引导

医学生到基层就业需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及个人等方面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方有成效'

关键词)<医学生$基层就业$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中图分类号)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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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我国启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

来(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的政策措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施条件得到明显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但基层医

疗卫生队伍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基层临床医学人才

匮乏*素质不高的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基层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的瓶颈
-&.

' 在此背景下(针对河南省

的具体情况(现对河南省医学本科生基层就业意向

进行调研(以期为学校*政府及相关部门促进和引导

医学生面向基层就业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A?@调查对象

本研究于 !"&% 年 0 月对河南省郑州大学医学

院*河南大学医学院*新乡医学院*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共 0 所高校的临床医学

专业大五年级的学生进行调查(采取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每个学校抽取 * 个班级约 !"" 人' 本次调查

共发放问卷 &""" 份(回收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9/B'

?AB@问卷设计

问卷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调查者的基

本情况(包括性别*学校*年级*专业成绩排名*生源

地*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等情况$第二部分是有

关基层就业意愿的调查(包括愿意或不愿意去基层

就业的原因$第三部分是促进基层就业(医学生希望

学校及政府应做哪些工作' 其中(对于医学生基层

就业原因*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学校应加强哪些教

育*如果去基层就业想得到的政府支持条件等项目

进行列表打分(并采用 =5>?A@五分量表法进行测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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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表示极不重要(0 表示非常重要'

?AC@分析方法

运用 1Q5O4@4$9& 对调查问卷进行录入建立数据

库(运用 ^Ẑ^ &%9" 进行相关统计分析(采用
"

!

检验

和二分类非条件 =;D5E@5:回归分析进行就业意愿影

响因素分析' 以 !F"9"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调查结果

BA?@基本情况

在被调查学生中(男生为 $$$ !$*9/$B"人(女

生为 0+&!*$90CB"人' 学生成绩排名在前 !"B占

&*9$*B(!"B h0"B占 009&0B(0"B以后占 !+9

/%B' 生源地主要以农业户口为主(占 $%9$/B'

政治面貌主要以共青团员为主(占 %&9$*B$中共党

员占 09CB' 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好占 &9*0B(一般

占 */9&0B(相对较差占 !&9++B(贫困占 &!9$!B'

BAB@基层就业意愿调查及单因素分析

通过对 %&/ 份合格问卷分析(性别*成绩排名*生

源地*政治面貌*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对基层就业的态

度*对基层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学校对基层就业的宣传

力度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9"0"' 学校与医

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

表 ?@基层就业意愿调查及单因素分析$"%L&

<<<<<<<<<<<<<变量 愿意 不愿意
"

!

!

学校 郑州大学医学院 C0!/!9/" &"!!0C9*" &9"C$ "90+0

河南大学医学院 ++!/*9+" &""!0$9!"

新乡医学院 +*!/*9!" &""!0$9+"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9/" &"$!0$9*"

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 +"!/*9+" %&!0$9!"

性别 男 &0$!/09%" &+"!0/9&" &90"" "9/C!

女 !%+!0&9$" !+$!/+9C"

成绩排名 前 !"B 0C!$+9"" %$!*!9"" &!9$C! "9""&

!"B h0"B !$0!/*9*" !*%!0$9/"

0"B以后 &$*!0!9$" &!/!/C9C"

生源地 城市 %0!/&9C" &$$!0+9$" !"9$!" "9"""

县城 &0*!/C9%" &C"!0!9&"

农村 !"$!0*9/" &0C!/$9*"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0%9*" !&!/"9/" /9/"* "9"0+

共青团员 /0"!0$9%" $+0!/*9&"

群众 &&!/"9C" &*!0%9$"

家庭经济状况 好 !!&$9$" &$!+*9C" &"9&"0 "9"&!

一般 !0"!/!9C" $$*!0C9$"

差 &C/!009*" &$%!//9/"

去基层父母态度 支持 +*!*"9&" 0C!$%9%" *09&*0 "9"""

反对 00!/&9/" C+!0+9*"

视情况而定 $&&!/+9C" $!C!0&9$"

对基层就业政策 了解 $!!*&90" !"!$+90" +9*// "9"&$

略有耳闻 !+*!//9$" $0%!009C"

一点不了解 %$!/!9%" &!/!0C9&"

学校对基层的宣传 强 /+!0%9$" $$!/"9C" %9/C& "9"!/

一般 !/&!//9&" $"0!009%"

弱 C!!/"9%" &"/!0%9&"

没有 //!$%9*" *C!*"9/"

BAC@基层就业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愿意到基层工作为因变量!将愿意去基

层设为 &(不愿意去基层设为 !"(以成绩排名*生源

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对基层就业的态度*对基层

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学校对基层就业的宣传力度有

关为自变量(结果表明(成绩排名在 !"B h0"B*县

城或农村户口*父母持支持态度*对基层就业政策了

解及学校对基层就业的宣传力度强的同学更愿意去

基层就业!!F"9"0"'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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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基层就业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D "C

K46O

"

!

?B %0E2F !

成绩排名!参照组 前̀ !"B"

<<!"B h0"B "9*C$ "9$$! /9&&* &9%0% &9"!$ h$9C0! "9"/!

<<后 0"B "9$+& "9!!! !9%0C "9*+$ "90/$ h&9"00 "9"+*

生源地!参照组 城̀市户口"

<<普通县城 "9C!/ "9!+$ %9&!/ !9&+C &9$!0 h$9*&+ "9""!

<<农村 "9C0* "9$&/ +9!0/ !9&!! &9!%$ h$9/C! "9""*

家庭经济状况!参照组 好̀"

<<一般 "9*C* "9"9$!"9!00 09$$C &9%C+ &9!&0 h$9/0% "9"!

<<差 "90+* /9%!0 &9+*0 &9&0/ h$9+%! "9"$C

父母对基层就业的态度!参照组 反̀对"

<<支持 &9//C "9!%+ !$9/%$ /9!/% !9$*C hC9*!* "

<<视情况而定 "9//+ "9!00 $9*0C &9*$ "9%++ h!9*+% "9"0*

对基层就业政策是否了解!参照组 一̀点不了解"

<<了解 !9&0$ "900/ &09!$+ +9*0! $9"/0 h/9!0C "

<<略有耳闻 "9$!! "9!/& &9C+/ &9$+ "9+*" h!9!&/ "9&+!

学校对基层就业的宣传力度!参照组 没̀有"

<<强 &9C!0 "9$*$ !!90C0 "9&C+ "9"+C h"9$*$ "

<<一般 "9/%/ "9!&! 09*"$ "9*!& "9/&/ h"9%!+ "9"&%

<<弱 "9**/ "9$*0 $9&&$ &9%"/ "9%$& h$9+%! "9"C+

BAD@基层就业原因分布

医学生愿意去基层就业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城

市竞争太激烈(工作难找*积累宝贵经验与基层工作

压力较小(这 $ 项对毕业生愿意到基层就业的影响

相对最大$而对于医学生为什么不愿去基层就业的

主要原因依次为)基层工作条件差*基层工作没前途

以及家长不同意' 见表 $(表 /'

表 C@医学生去基层就业的原因排序

原因 均值 标准差 重要性排序

相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9C% "9C+" /

基层工作压力较小 $9+& "9*!0 $

改变基层缺医少药面貌 $9*0 "9+*$ 0

城市竞争太激烈(工作难找 $9+0 "9C$C &

积累宝贵经验 $9+$ "9C%/ !

表 D@医学生不愿意去基层就业的原因排序

原因 均值 标准差 重要性排序

对基层工作没兴趣 $9/0 "9C0$ /

基层工作没前途 $9+C "9C0&

!

去基层没面子 $9&! "9C0* 0

工作生活条件差 $9%/ "9C00 &

家长不同意 $9C& "9+0& $

BAI@促进医学生基层就业%学校及政府应做哪些工

作

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学校应加强的教育依次

为)服务基层的观念教育*合作医疗保障教育*三农

政策教育*社情民情教育*传统美德教育$如果去基

层就业(想得到的政府支持条件依次为)优先培训*

晋升的机会*服务期满后按比例推荐到上级医疗卫

生单位工作*获得与城市同等工资待遇*一次性资金

补助' 见表 0(表 *'

表 I@促进大学生基层就业%学校应加强哪些教育

教育 均值 标准差 重要性排序

服务基层的观念教育 /9&0 "9*0" &

社情民情教育 $90! "9+&/ /

三农政策教育 $9C* "9C!/ $

合作医疗保障教育 $9%+ "9C&! !

传统美德教育 $9&! "9*+C 0

表 J@如果去基层就业%您想得到的政府支持条件是

条件 均值 标准差 重要性排序

优先培训*晋升的机会 $9%* "9+/! &

获得与城市同等工资待遇 $9CC "9+!& $

服务期满后按比例推荐到

上级医疗卫生单位工作
$9+* "9C*/ !

一次性资金补助 $9!$ "9C00 /

其他 !9++ "9C&% 0

C@讨论

CA?@完善基层就业优惠政策%加强基层建设

本调查发现(对国家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

层就业大多数医学生的态度是积极的' 工作生活条

件差*基层工作没前途*家长不同意是导致医学生不

愿意到基层就业的主要原因(这与李玉刚等
-!.

*张

培芳
-$.

*邵如月等
-/.

的调查结果一致' 而对于愿意

到基层就业的医学生来说(更看重的是基层工作和

/&&/第 & 期<<<<<<<<<<<<<衣志爽(等)河南省医学本科生基层就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生活压力小(能够积累宝贵经验(同时也是基于当前

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出的客观选择' 为有效引导医学

生%下得去*留得住&(政府应完善并修改相关优惠

政策(使之更切合地方*医学生实需(具有可操作性(

比如)优先培训和晋升的机会*服务期满后按比例推

荐到上级医疗卫生单位工作*获得与城市同等工资

待遇等$同时(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和扶持力

度(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基础建设(改善基层医疗机构

工作环境'

CAB@高校加大基层就业宣传力度%改革课堂设置

学校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及课堂教学(加大对

基层就业政策的宣讲和基层就业指导(让医学生对

基层医疗卫生现状和未来行业发展有全面的认识(

客观看待基层就业(而不是一味的排斥基层就

业
-0.

' 同时为保证优质实用型的基层卫生人才有

效输出(高校可以结合实情(针对性适当的降低一些

专业录取分数线*开展学费减免*独立办班等方

式
-*.

' 在改革课程设置方面(学校应加强服务基层

的观念教育*合作医疗保障教育*三农政策教育*社

情民情教育以及传统美德教育等(使医学生全面了

解国家和各地医疗卫生改革进展(宏观综合掌握卫

生系统运行规律和医疗卫生改革政策'

CAC@医学生自身及其家庭要转变观念

某些医学生或家长固守 %医学生精英就业&的

观念(无法接受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学生回到偏远落

后的基层工作之间的巨大落差' 所以(大多数学生

宁愿选择继续学业或者先待业(直至找到理想工作(

也不愿意选择基层
-C.

' 医学生要充分了解当前就

业形式(根据自身条件做好明确的职业发展定位'

其父母也要转变观念(认同基层工作也可有所作为

的观点(在思想上*行动上给予子女选择基层就业大

力支持'

虽然受基层待遇低*环境相对差等诸多因素影

响(医学生仍热衷于到大型医院就业(但对基层并不

完全排斥' 畅通医学生到基层医疗机构就业道路(

要靠政府*社会*学校*学生本人及家庭等多方力量

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合力

共同推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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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天全封闭减肥训练营对超重少年儿童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与跟

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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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解决好少儿的超重*肥胖问题(关系到国民体质健康水平的%起跑&位次(关系到健身产业在某些线

路上的科学性*长远性(更关系到诸多由肥胖引起的少儿慢性病的研究价值' 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将有着丰富经验和

较高学历的体育教师*营养师*教练*少儿体能训练师*生活老师(和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不同 WiM区间的

学生建议和意见(融入到问卷当中$通过问卷调查(尽量减小不可抗力对于受试者的影响(减小研究结果误差$通过实验

观察(对五到八年级的 /"" 名超重学生进行为期 $" 天的全封闭减肥训练营模式干预(观察他们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在 &

年后进行第 $ 次追踪测试' 结果<除心肺功能*折返跑*0" 米跑 $ 项外($" 天的全封闭训练(对于超重少年儿童的其余

各项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测试结果有明显的提升作用$除多项已经明确的致胖因素外(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与他们减重

后的反弹有非常显著的相关性' 结论<全封闭减肥训练营对于少儿体质有很好的提升作用(现有训练营的运营模式(

并不能实现所有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测试水平提高的要求$解决超重*肥胖问题(除已知的运动(营养(还要注重少儿兴趣

爱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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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世界范围的儿童和青少

年 WiM指数不断攀升问题(日益引起各国重视
-&.

(

作为东亚地区少儿占比最大的中国(能否在大健康

时代(解决好少儿的超重*肥胖问题(关系到国民体

质健康水平的%起跑&位次(关系到健身产业在某些

线路上的科学性*长远性(更关系到诸多由肥胖引起

的少儿慢性病的研究价值
-!.

' 减肥训练营的主旨

是在亚健康的源头进行干预(防止其恶性延伸至只

有医疗手段才可以干预的阶段' 各个类型的减肥训

练营对于少儿的体成分*体质健康水平改善是否能

起到作用*起到怎样的作用*作用的持续性又是怎

样0 本研究通过对 /"" 名中小学生以 $" 天为试验

周期的出*入营 + 项测试数据的对比以及跟踪研究(

验证此模式是否会对超重少年儿童的体成分和体质

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研究对象与方法

?A?@研究对象

以中国体重指数分类标准
-$.

为参考(在北京市

平谷区 * 所中学*+ 所小学中选取 WiM处于超重标

准的 /"" 名学生作为受试营员(所有受试营员均为

在其年龄段 WiM标准当中的超重人员(其中五年级

&"" 名!男 0" 名(!"9$

!

WiMF!$9*$女 0" 名(!&9"

!

WiMF!$9$"*六年级 &"" 名!男 0" 名(!&9"

!

WiM

F!/9C$女 0" 名(!&9%

!

WiMF!/9!"*七年级 &""

名!男 0" 名(!&9%

!

WiMF!09C$女 0" 名(!!9*

!

WiMF!09*"*八年级 &"" 名!男 0" 名(!!9*

!

WiMF

!*9/$女 0" 名(!$9"

!

WiMF!*9$"' 同时(用入营

前体成分测量*体质健康测试和记名式问卷调查的

形式(做初期数据收集(并排除可能由于遗传*激素*

有系统训练经历*停训后至胖和伤病导致运动能力

受损等
-/.

(对于封闭式训练效果不可控的受试者(

最终确定 $/0 名接受入营前*后 + 项数据对比的受

试者(并将问卷存档(为后续跟踪测试做准备'

?AB@研究方法

?ABA?@深度访谈<此项研究计划历时一年半(在受

试者人员的确定上(以及超重*肥胖成因上(希望做

出更有价值的数据和结论(因此在入营前(就已经对

入营学生的自主能力(安全把控能力(运动能力做了

深入访谈调查(并根据训练内容*研究方向*跟踪需

求($ 个主要目的提前 / 个月设置了相应问卷(为保

证问卷的信度(价值(以及与所研究内容的相关性(

所以此问卷在设定过程中采用了深度访谈法(访谈

对象主要包括成人*少儿体适能训练师*体育教师*

心理咨询师*减肥营地生活老师*健身教练以及不同

年龄段的随机选取的学生$访谈的主要内容是对于

问卷内容的设计和修订(包括训练*生活*审美*心理

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各种渠道的反馈完善问卷内容'

?ABAB@问卷调查<受试者入营当天(需要完成记名

式问卷调查(对入营人员的超重原因*是否有伤病*

伤病是否影响运动*运动习惯*运动强度*是否可能

提前退营*个人兴趣爱好等方面进行统计' 在初期

将受试者进行分类(避免毕营时由于非单纯性肥胖*

伤病等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封闭训练干预模式不起

作用的结果'

?ABAC@实验方法<符合要求的 /"" 名受试者(根据

全封闭减肥训练营的运营需要(以及训练效果和安

全性(分为 &+ 个组(每组 !0 人(进行为期四周的封

闭训练干预' 封闭减肥训练营与普通减肥运动不

同(根据各年级放假时间和 !& 天法则(!"&+ 年 C 月

& 日开营(!"&+ 年 C 月 $" 日闭营(这期间每组在 !0

名专业教练负责训练指导的同时(还按比例配有营

养师(生活老师(心理咨询师(理疗师(营地主管等工

作人员(负责其他环节的运营' 以其中一组的日常

计划为例)早晨 C1$" 起床(+1"" 食堂就餐!营养

师按照营养成分和热量支出进行营养餐设计 "(

%1""开始按照课表进行 0" 分钟的有氧训练!操场

跑圈*跳绳*跑步机*动感单车*椭圆机等"(休息 &"

分钟后 &"1"" 开始周身力量循环训练!小重量(多

组数多次数的哑铃*拉力带*杠铃*垫上*.Gĉ ^2

-MN"(&"10" 结束(&&1$" 午餐(&!1$" #&$1""(

当天问题反馈和处理个人内务(&$1"" #&/1"" 午

休(&/1$" 开始下午训练(同样两小时(&C1$" 用晚

餐(&+1$" #!"1"" 由生活老师监督完成暑假作

业(!"1$"(加餐时间(可在提供的粗纤维水果*蔬菜

沙拉*小盒酸奶中任选其一(!"1$" #!&1$" 洗衣

服或和父母联系(!!1"" 熄灯睡觉(教练配合生活

老师巡视' 如此循环(固定每周日下午为调整时间'

经过 / 周时间(再对入营时的 + 个测试项目进行复

测'

?ABAD@数理统计<综合考虑不同性别*年龄少年儿

童所对应的+!"&/ 年修订版全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标准,*北京市中考体育项目类别(数据以 1X:?6

!"&C 软件进行储存(对测试数据采用 ^Ẑ^ !$9" 统

计软件进行处理(对于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测试的各

组数据以平均数 b标准差!

#

5b:"表示(同组入营前

后采用配对样本 @检验处理(!F"9"0(设为差异显

著性' 于 & 年后跟踪研究的体重反弹情况与兴趣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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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相关性(采用秩和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

因素非条件=;D5E#@5:回归分析(!F"9"0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B@结果

BA?@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测试

通过 / 周训练营生活(综合比较出*入营的体成

分和体质健康测试 + 项数据发现)所有受试者的

WiM数据(出营平均值 !"90 低于入营 !$9+(差异具

有显著性(其中女受试者 WiM平均值从 !$9% 下降

到 !"9$(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初级中学受试者

的变化同样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腰腹围度变化

普遍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女受试者数据从%%90 :3

下降到 %&9$ :3(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肌肉含量测

试(除女受试者外(均具有显著性差异$肺活量*!0 j

+ 折返跑*0" 米跑 $ 项数据无显著性差异$& 分钟跳

绳*& 分钟仰卧起坐二者各项测试数据显示均具有

显著性差异(见表 &'

表 ?@N 项实测数据出入营对比

测试项目
所有营员

入营 出营

男营员

入营 出营

女营员

入营 出营

小学营员

入营 出营

初中营员

入营 出营

WiM !$9+ b$9"

!"90 b!9/

$

!$9* b$9"

!"9+ b!9$

$

!$9% b&9C

!"9$ b&9%

$$

!!9% b&9%

&%9% b&9C

$

!/9C b!9C

!&9& b!9/

$$

腰腹围度!:3" %C9$ b!&9/

+%9% b&%9C

$

%+9% b&*9!

%!9$ b&09C

$

%%90 b&/9%

%&9$ b&$9/

$$

%09! b&/90

++9/ b&*9"

$

%%9& b&+9*

%&9& b&*9%

$

肌肉含量!B" !09% b%9&

!C9+ b+9+

$

!*9$ b09$

!+9% b/9C

$

!09C b%9"

!*90 b+9C

$

!09$ b+9C

!*9& bC9!

$

!*9! b*9/

!+9/ bC9C

$

肺活量!36" &%C*90 b*"$9" !&&"9/ b0C!90 &+$+9& b/%$9C !"$$9% b0"09* &C%*9& b0**9" &%"C9+ b$"C9C &+C/9C bC"09" !""*90 b*C"9* !""+9C b0*C9$ !&%*9/ b0*"9"

& 分钟跳绳!次" %/9* b$!9*

&&%9C b$$9/

$

%$9" b!C9$

&&09/ b!09"

$

%09% b$"9!

&!&9+ b!$9/

$

%"9* b!%9%

%+9+ b$$9!

$

%+9! b!/9*

&!/9C b!*9%

$

& 分钟仰卧起坐!次" !"9" bC90

$&9C b*9*

$

&C90 b*9*

!$9! b09/

$

!C9& b09C

$$9$ b09&

$

&%9C b/9/

!+9$ b09!

$

!"9C b*9&

$/90 b09!

$

!0 j+ 折返跑!秒" C&9$ b!"9" *C9+ b!/9+ *+9$ b&C9* */9% b&%9/ C!9/ b&+9+ C"90 b!&9& C&9! b&%9C *%9* b!$9" &C&90 b&+9/ **9* b!"9*

0" 米跑!秒" &&9$ b!9* &&9" b$9& &&9" b&9C

&"9C b!9"

$

&&9/ b$9" &&9& b!9C &&9$ b!9$ &&9! b!9C &&9$ b!90 &"9% b!9!

注)

$

表示 !F"9"0(

$$

表示 !F"9"&(数据均为出营与入营比较

BAB@反弹率与兴趣爱好的相关性

!"&% 年 0 月(对 !"&+ 暑期参加训练营的 $/0 名

受试者进行第 $ 次测试(最终 $!* 名受试者均测得

真实有效数据!其中 &% 名受试者由于变更手机号

码*转学等未追踪到"(结合入营留存的问卷调查发

现(&"* 名受试者高于出营 WiM(反弹率占 $!90B

!其中 +0 名受试者WiM高于入营数值"(&"* 名反弹

受试者中(现九年级受试者达到 /0 名(占反弹总人

数的 /!90B' 在对问卷调查中一个兴趣爱好的选

择*排序题进行数据处理时发现(体重反弹学生对于

手游*动漫*国学*军事*时尚运动(0 个选项的选择

和排序高度一致(于是将这些兴趣爱好的选择和排

序做了量化处理并进行了 =;D5E#@5: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以体重反弹为因变量(以 0 个兴趣爱好的选

择和程度排序为自变量进行分析发现非反弹学生的

数据处理结果虽然也存在一定相关性(!a"9"0$对

于体重反弹学生(手游*动漫两选项为反弹的主要危

险因素(剩余 $ 项与反弹呈负相关(属于保护因素(

!F"9"0$非九年级毕业生群体的相关性更为显著(

!F"9"&(见表 !'

表 B@少年儿童体重反弹与某些兴趣爱好的相关性$所有反弹样本'非九年级学生反弹样本&

变量 回归系数
K46O 卡方

统计量
!

cG值及 %0B

置信区间
变量 回归系数

K46O 卡方

统计量
!

cG值及 %0B

置信区间

手游*电竞 !9!C& C9$%% "9""C !9$/&!&9&*& #09+$/" 手游*电竞 !9$** +9%C+ "9""& !9!C*!&9&C! #09+*/"

动漫*:;EQ64[ &9+$/ 09%%+ "9""% &9"C+!"9+"& #$9"&*" 动漫*:;EQ64[ &9%*C C9*$% "9""$ &9&"*!&9"&& #!9%$C"

国学*古风 #&9&"/ !9*!/ "9"&/ "90"%!"9!!& #&9%&C" 国学*古风 #&9/!* !90"& "9"&C "90&!"9!!& #&9+&""

军事*国防 #!9/** $9*$0 "9"&$ "90&0!"9""C #"9%$0" 军事*国防 #&9&"& $9C% "9"&/ "9C$%!"9"&& #"9%C%"

时尚运动 #"9+!* 09/&! "9"&+ "9+!!"9"&$ #"9%+"" 时尚运动 #"9*0$ /9!!$ "9"&% "9*&!!"9"%C #!9&&0"

C@结论与建议

CA?@结论

$" 天全封闭减肥训练营对于 WiM*腰腹围度*

肌肉含量*& 分钟跳绳(& 分钟仰卧起坐 0 项干预效

果显著' 对于以往研究过程中观察得出的男性身体

形态在营期间的变化明显优于女性的结果
-0.

(提供

了看似相反的数据支持' 女性的脂肪含量和 WiM

较同年龄段男性偏高(再加上肌肉含量的变与男性

存在较大差距
-*.

(所以(即使腰腹围度和 WiM变化

显著性高于男性(依然从形态上会觉得男性优于女

性' 肺活量的变化需要有氧运动为主体(力量*柔韧

为辅助的长期锻炼(并不是短期可以达到的效果(另

外 WiM和腰腹围度的变化(可能会对跳绳!自身体

/0&/第 & 期<<<<<<<<<<<<<唐<华(等)$" 天全封闭减肥训练营对超重少年儿童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与跟踪研究



重减小"和仰卧起坐!核心部位围度"项目产生有效

干预(但是对于技术性(爆发力(灵敏度为主的体质

健康测试项目(短时间的非针对性训练效果不明显'

全封闭减肥训练营的反弹率是很多超重*肥胖少儿

家长们担心的问题
-C.

(追踪研究结果显示(以体重

反弹率为因变量(以少年儿童的五大类兴趣爱好为

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D5E#@5:回归分析(少

儿的兴趣爱好和反弹率有显著正相关性(特别是手

游*电竞(动漫*:;EQ64[是少儿减重后反弹的主要危

险因素(手游*电竞以 cG !̀9!C*(%0B.M̀ &9&C! h

09+*/ 绝对优势成为非九年级学生反弹率较高的最

主要相关爱好$而军事*国防(时尚运动(国学*古风(

对于成功减重后少儿体成分的优化和维持(有较好

作用(与少儿减肥后的反弹率呈负相关'

CAB@建议

!&"全封闭减肥训练营对于孩子良好生活习惯

的形成(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建议家长在选择时(不

要将减重放在首位(毕竟少儿正处在青春期的发育

过程中(代谢速率还没有固定(所以(一味追求在少

儿时期短时间内的体重下降(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少儿体成分和体质健康测试的优化(需要

多举措并行(体育课*课外活动*各类型的训练营*运

动习惯培养*体适能锻炼介入*膳食营养配合等都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少儿阶段的体质健康水平(

直接影响国民体质健康的现阶段水平和后续发展趋

势(校园的硬件和时间优势(成为学生首选的运动场

所(各界教育部口和学校应给予高度重视(保障使用

基础时间和场所
-%.

(政策方面予以干预(例如体育

课的实效(积极开展校园课外体育锻炼活动(有效实

施阳光体育政策(执行并普及小升初体育评价机制(

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比重(增加体育运动的过程性评

价(将体适能的评价标准与现行考试形式结合等等

既要考虑到执行*改革过程中的难度(又要看到推行

深入的价值(在磨合中找到与现行教育模式最为契

合的体育锻炼新途径(预防*消除超重*肥胖现象发

生'

!$"减重后的反弹(既说明减肥过程的失败(又

为可能出现的为下一次减重增加难度(除已知的运

动和营养两大因素外(此次跟踪研究的相关性结果(

让我们确定了意识形态与超重*肥胖的关系
-&".

' 意

识形态干预更多在家庭(陪伴*沟通*潜移默化的影

响(个人习惯的榜样力量(这些对于少儿良好兴趣爱

好的选择有积极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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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医学院校学生健康素养现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任维存! 马<倩! 李<佳! 王允允! 陈东明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健康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调查了解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健康素养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提供

参考和依据' 方法<于 !"&% 年 &" 月使用网络问卷进行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调查(了解河南省某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

健康素养状况(使用方差分析评价不同年级学生健康素养差异(应用二元 6;D5E@5:回归方法分析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结果<一*二*三年级学生的健康素养得分分别 C+9/C b+9!"*C%90" b+9"$*+&9$% b+9//(且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9"0+(!F"9"0"$不同年级学生在躯体健康知识知晓*饮食与运动行为和技能*药品使用技能方面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9*!&*$9"%+*/9C0%*$9!C0(均 !F"9"0"$年级*母亲学历和是否参与过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是大学生健

康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

!

"̀9C""*"9+C/*"90&/(均 !F"9"0"' 结论<学校生活可提升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健康素养(

且学校应鼓励学生参与更多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关键词)<民办医学院校$健康素养$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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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O5RR?A?J:?E!< $̀9"0+(!F"9"0"9I5RR?A?J:?E5J P?46@P >J;Y6?OD?( O5?@4JO ?X?A:5E?U?P4V5;AE( OALDLE?E>566E43;JD

E@LO?J@E5J O5RR?A?J@DA4O?EY?A?E@4@5E@5:466[E5DJ5R5:4J@!< *̀9*!&($9"%+(/9C0%($9!C0(!F"9"0"9̂@LO?J@ESDA4O?E(3;@P?ASE

?OL:4@5;J(4JO Q4A@5:5Q4@5;J 5J P?46@P2A?64@?O E;:546QA4:@5:?E;AJ;@Y?A?@P?345J 5JR6L?J:5JDR4:@;AE;R:;66?D?E@LO?J@ESP?46@P

!

!

"̀9C""("9+C/("90&/(!F"9"0"9<*"0,;%'*"<.;66?D?65R?:4J E5DJ5R5:4J@6[53QA;V?@P?P?46@P ;R:;66?D?E@LO?J@E(4J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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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QA5V4@?3?O5:46:;66?D?$P?46@P E@4@LE$5JR6L?J:5JDR4:@;A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

+健康 ** 条,

-&.

将健康素养界定为个体有能力获

得*理解和应用基本健康信息及服务(并能够做出正

确判断和决定来维持及促进自身健康
-! #/.

' 高校是

培养未来人才的摇篮(找寻影响高校大学生健康素

养水平的相关因素(并利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有针对

性地增强和改善大学生健康素养状况(是值得探讨

和研究的现实问题
-0 #C.

' 教育部在 !"&C 年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出了健康

行为*疾病预防和心理健康等大学生健康素养提升

的具体要求
-+.

' 刘环等
-%.

通过对健康知识*生活方

式和行为的调查分析综合评价了大学生健康状况(

张伟等
-&".

研究了江苏民办高校本科阶段的学生健

康素养的影响因素(朱晓飞等
-&&.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

生健康素养微信公众平台干预效果的评价(为制定

健康教育提升措施提供了依据' 我们应用网络问卷

从健康知识*健康技能和健康行为 $ 个方面调查了

解河南省新乡市某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健康素养

状况(并分析健康素养影响因素(为提高大学生健康

素养提供参考和依据'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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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A?@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河南省新乡市某民办医学院

校 $ 个年级的在校大学生(于 !"&% 年 &" 月通过%问

卷星&使用自制调查问卷从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和

健康技能 $ 个方面调查学生的健康素养状况' 在 $

个年级的临床*医技*护理和健康管理 / 个专业中分

别各随机抽取 & 个班级(共 &! 个班级 0+C 名学生'

由经过培训的健康管理专业本科生通过二维码向相

应班级内所有学生发放问卷(并确定被调查者在线

提交' 共回收问卷 0*" 份(其中有效问卷 0/! 份(有

效率 %*9C%B' 本研究已经过学校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批准(且所有调查对象均已被口头和书面告知

且同意参与调查'

?AB@方法

本研究借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问卷,

-&!.

*+中

国公民健康素养 ** 条,

-&$.

和+河南省居民健康素养

监测调查问卷,

-&/.

(构建了包括健康知识*健康行为

和健康技能 $ 个一级指标的大学生健康素养评价指

标体系' 问卷中每个问题的答案均采用 =5>?A@方法

被设置为 0 个等级(在分析时依据从低到高程度分

别赋值为 & h0 分' 为保证问卷内容可理解性*可读

性和信效度(问卷在初步编制后进行了 &" 人的预测

试' 依据测试结果修改了部分问卷问题的叙述(最

终形成包含 &! 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问卷的总

体 .A;JU4:PSE

!

系数为 "9+*C(内容有效性指数为

"9+/(均高于 "9+(信效度良好' 见表 &'

表 ?@BM?O 年河南省新乡市某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

健康素养评价体系

指标 内容

健康知识

<躯体健康知识 对健康和健康体检的认知

<日常饮食知识 对保健食品和食品的保质期等的了解

<疾病相关知识 对疾病的产生*发展和治疗等知识的掌握

<心理健康知识 对心理问题和人际关系的认知

健康行为

<日常健康行为 包括勤洗手*常洗澡和吸烟*饮酒等

<饮食与运动 适量运动(控制饮食(保持正常体重

<药品使用 催眠药和镇痛剂等成瘾性药物的使用

<人际交往 对自我人际关系和情绪控制的评价

健康技能

<自我保护技能 掌握常见的危险标识和急救电话等

<饮食与运动技能 合理安排膳食和熟练掌握多种锻炼方法

<药品使用技能 能看懂药品*保健品等的标签和说明书

<心理健康维护技能 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和自我情绪调控能力

?AC@统计学分析

采用 ^Ẑ^ !"9"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bE

进行描述(均数的比较采用 +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率进行描述(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采用

多因素 6;D5E@5: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以 !F"9"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基本情况

参与调查的 0/! 名在校大学生中(男生 &%+ 人(

女生 $// 人$户籍为农村和城市的分别有 $+* 和

&0* 人$独生子女有 &$* 人$父亲和母亲学历为专科

及以上的学生分别为 &"+ 和 +/ 人' 在经济压力方

面(感觉压力小*一般和大的学生分别有 *!*$/+ 和

&$! 名$在社会实践参与方面(!+/ 名学生参加过与

健康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健康素养平均得分为

+"9C0 bC9+$(与未参加过相关活动学生的得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9$!"(!F"9"0"' 见表

!' 一*二*三年级学生分别为 &*+*&C**&+" 人(其健

康素养总分分别为 C+9/C b+9!"*C%90" b+9"$*+&9

$% b+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0+(!F

"m"0"'

表 B@BM?O 年河南省某民办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基本情况

指标 人数!B" 健康素养得分!

#

5b:" <A+值 !值

性别 #"9C!C "9/*+

<男 &%+!$*90$" C%9&! b%90&

<女 $//!*$9/C" C%9%/ bC9*"

户籍 #&9/C/ "9&/!

<农村 $+*!C&9!!" C%9&C b+90&

<城市 &0*!!+9C+" +"9+& bC9+$

是否独生子女 "9*$% "90!$

<是 &$*!&09"%" +"9*" b%9!&

<否 /"*!+/9%&" C%90$ b+9!0

父亲学历 /9!&/ "9"&*

<小学及以下 %"!&*9*&" CC9"* b%9$+

<初高中 $//!*$9/C" C%9*& bC9+%

<专科及以上 &"+!&%9%!" +&9++ b+9$$

母亲学历 $9$"* "9"$+n

<小学及以下 &C!!$&9C$" C%9C! b+9*%

<初高中 !+*!0!9CC" C+9*% b+9&*

<专科及以上 +/!&090"" +!9$! bC9*+

WiM! >D_3!" "9!"" "9+&%

< F&+90 +*!&09+C" C%9%! bC9C$

<&+90 hF!/ $C"!*+9!*" C%9C/ b+9/&

<

%

!/ +*!&09+C" C+9%& b+9CC

经济压力 "9%&* "9/"&

<小 *!!&&9//" +&90$ bC9C*

<一般 $/+!*/9!&" C%9/0 b+9&0

<大 &$!!!/9$0" C%9!/ b%9"+

是否参加过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9$!" "9"!&

<是 !+/!0!9/"" +"9C0 bC9+$

<否 !0+!/C9*"" C+9/! b+9C$

注)WiM#体质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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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不同年级学生各健康素养指标得分分析

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健康技能掌握方面得分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9/&C(!F"9"0"(在健康知识知

晓和健康行为实施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

C"%*"9"%/(Za"="0"' 各二级评价指标($ 个年级

的学生在躯体健康知识知晓*饮食与运动行为和技

能*药品使用技能方面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F"="0"' 见表 $'

表 C@BM?O 年河南省新乡市某民办医学院校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健康素养情况

指标 一年级! - &̀+*" 二年级! - &̀C*" 三年级! - &̀+"" <值 !值

健康知识

<<躯体健康知识 $9*% b"9C/ $9+C b"9** /9"* b"9C$ *9*!& "9""!

<<日常饮食知识 /9!$ b"9C& /9&& b"9C! /9!* b"9+& "9C*% "9/*/

<<疾病相关知识 /9!" b"9%* /9!+ b"9%% /9!/ b&9&& "9&/0 "9+*0

<<心理健康知识 /9"% b"9+" /9!* b"9*0 /9!+ b"9C0 &9%0& "9&//

<<健康知识总分 &*9!" b!9$* &*90! b!9!& &*9+$ b!9*" &9C"% "9&+$

健康行为

<<日常健康行为 /9!/ b"9%$ /9!/ b"9+0 /9!% b"9+C "9"%* "9%"%

<<饮食与运动 $9+" b"9+! $9+* b"9C* $90* b"9+% $9"%+ "9"/+

<<药品使用 /9C& b"90C /9C& b"90+ /9C$ b"9*& "9"!+ "9%C!

<<人际交往 $9+/ b"9+$ $9C& b"9+/ $9++ b"9C! "9%&$ "9/"!

<<健康行为总分 &*90% b!9!" &*90! b!9"% &*9/* b&9+" "9"%/ "9%&"

健康技能

<<自我保护技能 $9%/ b"9+" $9%/ b"9+& /9&+ b"9C% !90%% "9"C*

<<饮食与运动技能 $9$+ b"9%/ $9/% b"9+% $9C% b"9%+ /9C0% "9""%

<<药品使用技能 $9$+ b"9+% $9*" b"9++ $9C& b&9"0 $9!C0 "9"$%

<<心理健康维护技能 $9*" b"9+* $9*$ b"9+$ $9+* b"9C$ !9C00 "9"*0

<<健康技能总分 &/9!% b!9%0 &/9** b!9%% &090/ b!9%0 /9/&C "9"&$

BAC@健康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大学生健康素养调查结果(应用多因素 6;2

D5E@5:回归方法分析学生健康素养的影响因素' 依

据单因素分析和现有大学生健康素养影响因素研究

结果(为避免假阴性(将健康素养总得分*年级*性

别*户籍*父亲学历*母亲学历*WiM和社会实践纳入

回归模型' 为保证模型拟合优度(本研究将父亲学

历*母亲学历和 WiM二分类化(将各指标结果分别

赋值为 " 或 &' 赋值情况见表 /'

采用进入法(模型拟合优度为 "9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大学生健康素养主要受年级*母亲学历

和是否参与过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

"

`

"9C""*"9+C/*"90&/(均 !F"9"0"(二年级*母亲拥

有专科及以上学历和参与过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

学生的健康素养得分分别是三年级*母亲拥有专科

以下学历和未参与过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活动学生的

!9"&*!9/" 和 &9*C 倍' 见表 0'

表 D@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健康素养总得分 F+" "̀$

%

+" &̀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

性别 女 "̀$男 &̀

户籍 城市 "̀$农村 &̀

父亲学历 专科以下 "̀$专科及以上 &̀

母亲学历 专科以下 "̀$专科及以上 &̀

WiM! >D_3

!

"

F!/ "̀$

%

!/ &̀

社会实践(无 "̀$有 &̀

表 I@河南省新乡市某民办医学院校在校大学生

健康素养的多因素 ,*('%&'0回归

变量
!

"C K46E !值 ?B值!%0E2F"

年级
$

<<一年级 "9$++ "9$"! &9*/0 "9!"" &9/C/!"9+&0 h!9**C"

<<二年级 "9C"" "9$/! /9&%% "9"/" !9"&/!&9"$& h$9%$*"

性别 "9$*& "9!*+ &9+&! "9&C+ &9/$/!"9+/+ h!9/!0"

户籍 #"9!0$ "9$&% "9*!% "9/!+ "9CCC!"9/&* h&9/0"

父亲学历 "90// "9/"+ &9CC! "9&+$ &9C!$!"9CC/ h$9+$*"

母亲学历 "9+C/ "9/$$ /9"*$ "9"// !9$%*!&9"!/ h09*"$"

WiM #"9!"% "9/&+ "9!0& "9*&C "9+&&!"9$0+ h&9+$%"

社会实践 "90&/ "9!0C $9%+" "9"/* &9*C&!&9""% h!9C*+"

常数 #&9*$/ "9*&" C9&+" "9""C #

注)

$

)以三年级为参照组$WiM#体质指数'

C@讨论

CA?@民办医学院校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总体中等

参与调查的大学生健康素养总体得分为 C%9

*/(与王大鹏
-&0.

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一*二三年级

学生的总体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0+(!F

"9"0"' 说明民办医学院校中医学相关知识的学习

能够提高在校大学生康素养水平(但大学生对医学

和健康相关知识了解和掌握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以继续提高自身健康素养'

CAB@不同年级学生健康技能掌握水平存在差异

不同年级学生在健康技能掌握方面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对饮食与运动和药品使用技能的掌握水平

不相同' 医学生经过长期的医学知识的学习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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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饮食和药品使用技能提升显著
-&* #&+.

' 学校应

把医学教育和健康教育相结合(将健康理念渗透至

医学课程教学全过程中(促进医学检验*治疗和康复

等技术*手段仅用于健康干预实践(以达到强化培养

学生健康素养的目标'

CAC@积极开展健康相关社会实践%提升学生健康素

养水平

结果显示(母亲受教育程度低和未参与过健康

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健康素养水平相对较低(

这与侯娅婕等
-&%.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母亲文化程

度较高够有效的向子女演示*传授健康知识(引导其

掌握健康相关技能(实施健康行为
-!" #!&.

' 同时(学

校应积极开展健康行为讲座*慢病现况调查和防治

宣传等健康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

主动参与(以提高自身健康知识和技能水平'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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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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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为后期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 ^.=#%" 症状自评量表和自编问卷(对我校 &!$/ 名医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国内大学生

常模进行比较' 结果<通过 ^.=#%" 测评分析研究(发现疫情期间医学生的强迫*抑郁*焦虑测评结果分值均明显高于

全国大学生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0"' 结论<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强迫*抑郁*焦虑

心理问题(高校及有关部门应对医学生进行精准心理健康教育'

关键词)<医学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心理健康$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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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岁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席卷荆楚大地(并迅速在全国蔓延开

来' 该病毒症状一般为发热*乏力*干咳*逐渐出现

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

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

碍
-&.

' 这是我国近年来继 ^\Ĝ 疫情后发生的又一

次影响范围较大(后果较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截止 !"!" 年 $ 月 &* 日(我国已有累计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 $!$&

-!.

'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

国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居家隔

离*延期开学等等' 这些措施最大程度的延缓或阻

止了疫情的扩散(但也严重扰乱了学生原有的学习

生活' 有研究表明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身心发展尚

未完全成熟(自我调节和控制能力不强(面对问题可

能产生强烈的心理波动和冲突
-$ #/.

' 各种内因和外

因的作用(使得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大学生易

处于较高的心理应激水平(出现焦虑*抑郁*强迫等

不良情绪(从而对大学生的心身健康造成有害影响'

本研究调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状

况(了解其心理压力(为后期提供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A?@调查对象

选择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三年级

及四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此次调查研究' 采用网络问

卷的形式(共回收问卷 &!/+ 份(其中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为 %+9++B'

?AB@问卷设计

测量工具)采用 ^.=#%" 症状自评量表(该量

表含 %" 个条目(每 & 个项目均采取 0 级评分制)

%无&为 & 分(%轻度&为 ! 分(%中度&为 $ 分(%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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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为 / 分(%严重&为 0 分' 结果归纳为躯体化*强

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

性等 % 个因子' 自编问卷主要包括学生基本情况

!性别*专业*年级*政治面貌*户口所在地"*疫情期

间运动*起居及疫情相关信息获取情况以及疫情的

其他影响' 调查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下发(于 !"!"

年 ! 月 !! h!/ 日组织学生集中进行(采用无记名方

式(由学生通过手机端自己独立完成'

?AC@统计学处理

采用 ^Ẑ^ &C9"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

5b:"表

示(采用 +检验(以 !F"9"0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结果

BA?@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收集的 &!$/ 份有效问卷中(其中男生

/*! 人!$C9//B"(女生 CC! 人!*!90*B"$三*四年

级学生分别为 C%C 人!*/90%B"*/$C 人!$09/&B"$

城市 $%&!$&9*%B"(农村 +/$!*+9$&B"$共产党员

C* 人!*9&*B"(共青团员 &&!! 人!%"9%!B"(群众

$* 人!!9%!B"'

BAB@疫情期间运动'起居及疫情相关信息获取情况

在疫情期间(/*9C*B的同学每天运动时间少于

半小时$运动强度以低强度为主(占 0+9%&B$生活

起居规律的同学占 /C90CB(有点不规律的占 /&9

C$B$每天阅读疫情相关信息时间在 "90 h& 小时的

同学最多(占 **9$CB$每天接收到正面疫情信息最

多的同学占 *$9"0B(负面信息最多的占 $9%CB(中

性信息最多的占 $!9%+B(见表 &'

表 ?@疫情期间运动'起居及疫情相关信息获取情况

变量 频数 构成比!B"

平均每天运动时间 F"90 小时 0CC /*9C*

"90 h& 小时 /+C $%9/C

& h&90 小时 %% +9"!

&90 h! 小时 !* !9&&

a! 小时 /0 $9*0

运动强度 低强度 C!C 0+9%&

中等强度 /C/ $+9/&

高强度 $$ !9*C

生活起居是否规律 规律 0+C /C90C

有点不规律 0&0 /&9C$

不规律 &"! +9!C

非常不规律 $" !9/$

每天阅读疫情相关信息时间 F& 小时 +&% **9$C

& h! 小时 $"% !09"/

! h$ 小时 *+ 090&

a$ 小时 $+ $9"+

每天接收到哪类疫情信息最多 正面信息 CC+ *$9"0

负面信息 /% $9%C

中性信息 /"C $!9%+

BAC@疫情期间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通过 ^.=#%" 测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医学生

的强迫*抑郁*焦虑测评结果分值均明显高于全国大

学生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9"0"' 其他因

子分值与常模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a"9"0"(见

表 !'

表 B@Q<EROM 各因子与全国大学生常模比较$

"

! G"&

因子
测评结果

! - &̀!$/"

全国大学生 -0.

! - /̀&/&"

+ !

躯体化 &90C b"90! &9/0 b"9/% &9&!! "9!*!

强迫 !9$! b"9+$ &9%% b"9*/ /90$& "9""!

人际敏感 &9%* b"9*% &9%+ b"9C/ "9*%" "9/%&

抑郁 !9&/ b"9C0 &9+$ b"9*0 $9!%+ "9"&"

焦虑 !9C! b"9+* &9*/ b"90% C9/!" "9"""

敌对 &9+* b"9** &9CC b"9*+ "9+%$ "9$*"

恐怖 &9/+ b"9// &9/* b"90$ "9%%$ "9$+&

偏执 &9++ b"9*C &9+0 b"9*% "9%$* "9$0/

精神病性 &9C$ b"9*0 &9*$ b"90/ &9&*! "9!/*

BAD@疫情的其他影响

因受疫情导致无法按时开学(/*9*B同学有一

些担心*焦虑(可以基本正常在家学习' 疫情期间看

到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甚至部分人员死亡(对医学生

将来的职业规划影响方面(0%9"B的医学生选择觉

得医护很伟大(将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见表 $'

表 C@疫情的其他影响

变量 频数 构成比!B"

受疫情导致无法按时开学(对学习有无影响0

<有积极的影响(在家学习效率更高 &*! &$9&$

<没有影响(在家学习效率和在学校一样 $0% !%9"%

<让我有一些担心*焦虑(可以基本正常在家学习 0C0 /*9*"

<让我非常焦虑*担心*烦躁(但是我还是能勉强在家学习 %% +9"!

<我非常焦虑*担心*烦躁(以至于我几乎没有办法在家里学习 $% $9&*

看到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甚至死亡(对你将来的职业规划有无影响

<有影响(毕业后坚决不当医生护士 !C !9&%

<有影响(觉得医护很伟大(将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C!+ 0%9""

<没有影响(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 $!! !*9"%

<我不确定有无影响 &0C &!9C!

C@讨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属性和严

重的社会危害性-*.' 有研究指出(这些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给人们造成的生理损害可能在短时间内恢

复(但对心理的影响却会持续很长时间 -C.' 在本

研究调查的 &!$/ 名医学生中(强迫*抑郁*焦虑测评

结果分值均明显高于全国大学生常模(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由此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应激状态下(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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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强迫*抑郁和焦虑情绪发生率明显上升'

针对以上问题(高校及有关部门应对医学生进

行精准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措施' 昌敬惠等
-+.

对

$++& 名广东大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年龄越大*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知越

高*日后将改变卫生行为越多的大学生焦虑和抑郁

情绪越少(现所在地农村*非医学专业*疫情信息中

负面信息接收量占一半以上的易产生焦虑情绪(女

性*现所在地近郊*有饮酒史*疫情信息中负面信息

接收量占一半以上的易产生抑郁情绪' 在分析医学

生心理问题原因的基础上(根据个体特点采取针对

性的措施' 通过个性化的沟通方式讲解疫情的病

因*治疗*预防及康复(进行有效的引导(消除医学生

焦虑*恐惧心理(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除此之外(为防止此次疫情升级(各高校延期开

学(大学生必须减少外出(导致其无法正常到校学习

和参与社交活动(不仅加剧了学生的强迫*抑郁和焦

虑情绪(而且对其学习进度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批批的医务工作者变

身战士(冲锋在前(面临被隔离*被传染*工作困难

大*生命安全处于严重威胁状况(承受着巨大的身体

和心理的双重压力' 而医学生是未来医务工作者的

接班人(看到有医务人员被感染甚至部分人员死亡(

对医学生将来的职业规划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所

以(在对医学生进行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的同时(也

应注意消除其他方面的影响'

在疫情期间(为相应国家教育部%停课不停学&

的工作安排(各大高校都采用了网络直播课的形式(

各高校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课堂(或者通过微信*kk

以及公众号等学生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广泛深

入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可以使学生正

确了解有关知识(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

能力
-%.

(提高学生群体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与自我

教育的能力(从而促进情绪稳定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政府相关部门和高校都应加强监测

和信息管理(及时针对大学生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

心理危机干预和健康教育措施(利用网络课堂开展

广泛深入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使大学

生正确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有关知识(提高自

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引导大学生采取积极健康的行

为方式(以减少疫情带来的心理损害和后续的心理

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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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酸甲酯对地黄毛状根次生代谢的影响

宋小锋&!$

! 原增艳&!$

! 刘婉莹!

! 朱紁昊!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0$""$$!9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河南 郑州 /0""/*$$9河南省

山楂综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初步探索地黄毛状根在茉莉酸甲酯诱导下的次生代谢产物积累规律(以期提高地黄毛状根中有效

成分的产量' 方法<将 "9! D毛状根接入 0" 3=的 &_!î 液体培养基中(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 培养至第 &! 天时向实

验组加入预实验效果最佳浓度 0"

#

i茉莉酸甲酯(分别在诱导后的第 "(!(/(*(+ 天收获' 梓醇与毛蕊花糖苷的含量使

用 )Z=.法测定(总环烯醚萜苷的含量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结果<毛状根中未检测到梓醇$毛蕊花糖苷含量在

诱导后的第 ! 天达到最大值(C&9/* 3D_DIK(约为对照组!0"9C! 3D_DIK"的 &9/& 倍' 总环烯醚萜苷含量在诱导后第

+ 天内变化呈现一定的波动性(但实验组与对照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论<0"

#

i的茉莉酸甲酯在毛蕊花糖苷合成期间

可显著增加其积累量(但积累量的增加也可能负反馈抑制其合成途径中关键酶的活性(使毛蕊花糖苷含量下降' 此外(

实验结果初步表明(0"

#

i的茉莉酸甲酯对总环烯醚萜苷积累的诱导作用可能不明显'

关键词)<茉莉酸甲酯$地黄毛状根$梓醇$毛蕊花糖苷$总环烯醚萜苷

中图分类号)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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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R"9! DY?A?5JE?A@?O 5J@;&_!î 658L5O 3?O5L3;R0" 3=4JO O5V5O?O A4JO;36[5J@;@P??XQ?A53?J@46DA;LQ 4JO :;J@A;6

DA;LQ9i?@P[6(4E3;J4@?Y4E4OO?O 5J@;@P?3?O5L3YP?J P45A[A;;@EP4O U??J :L6@LA?O R;A&! O4[E4@@P?;Q@5346:;J:?J@A4@?;R

0"

#

i9f6@534@?6[P45A[A;;@EY?A?P4AV?E@?O ;J @P?"(!JO(/@P(*@P 4JO +@P O4[4R@?A?65:5@4@5;J A?EQ?:@5V?6[9NP?:;J@?J@E;R

:4@46Q;64JO V?AU4E:;E5O?Y?A?O?@?:@?O U[)5DP Z?AR;A34J:?=58L5O .PA;34@;DA4QP[!)Z=."(4JO @P?QA;OL:@5;J ;R5A5O;5OE

Y4E@?E@?O U[L6@A4V5;6?@EQ?:@A;QP;@;3?@A[9:$%;,&%<)Z=.4J46[E5EELDD?E@?O @P4@@P?A?Y4EJ;:4@46Q;65J P4A[A;;@E;RG?P2

34JJ54D6L@5J;E49\JO @P?:;J@?J@;RV?AU4E:;E5O?A?4:P?O C&9/* 3D_DIK! O4[E4R@?A?65:5@4@5;J(A;LDP6[&9/& @53?E@P4@;R@P?

:;J@A;6DA;LQ !0"9C! 3D_DIK"9NP?@;@465A5O;5OEEP;Y?O 4:?A@45J R6L:@L4@5;J Y5@P5J + O4[E4R@?A?65:5@4@5;J(UL@@P?A?Y4EJ;

E5DJ5R5:4J@O5RR?A?J:?U?@Y??J @P??XQ?A53?J@46DA;LQ 4JO @P?:;J@A;6DA;LQ9<*"0,;%'*"<0"

#

i 3?@P[6T4E3;J4@?:4J E5DJ5R52

:4J@6[5J:A?4E?@P?4::L3L64@5;J ;RV?AU4E:;E5O?OLA5JD5@EE[J@P?E5E(YP5:P 34[46E;J?D4@5V?6[5JP5U5@@P?4:@5V5@[;R>?[?J2

d[3?E5J 5@EE[J@P?E5EQ4@PY4[4JO O?:A?4E?V?AU4E:;E5O?9i?4JYP56?(0"

#

ii?(\34[P4V?J;E5DJ5R5:4J@?RR?:@E;J 4::L3L642

@5;J ;R5A5O;5OE4::;AO5JD@;4V4564U6?O4@49

=$- >*1+%)<3?@P[6T4E3;J4@?$P45A[A;;@E;RG?P34JJ54D6L@5J;E4$:4@46Q;6$V?AU4E:;E5O?$5A5O;5OE

<<地黄是我国常用大宗药材之一' 用药历史悠

久(在+神农本草经,*+千金翼方,*+本草蒙筌,等

书籍中均有记载' 现代研究认为地黄块根中的药效

成分为环烯醚萜苷如梓醇*桃叶珊瑚苷*地黄苷 \$

以及苯乙醇苷类如毛蕊花糖苷*异毛蕊花糖苷等(其

是地黄发挥补血*解热*抗衰老*抗溃疡*抗肿瘤等药

理活性的物质基础
-&.

' 地黄的栽培目前存在严重

的连作障碍(重茬地黄因自毒作用无法形成可供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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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块根
-!.

(严重影响地黄药材的供应(同时致使地

黄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不稳定(药材的质量得不到保

证' 因此(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和手段大幅提高地黄活

性产物含量(已成为地黄资源及活性产物研究的重要

内容和新的发展方向' 地黄毛状根能够快速生长*不

需添加生长调节物质*能够合成原植物中全部或部分

次生代谢产物*遗传性质稳定等
-$ #0.

(适合离体培养(

是工业化生产植物有效代谢产物的理想材料' 然而(

一些毛状根中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远没有达到工业

化生产的要求(为寻求解决方法(很多报道通过添加

生物或非生物诱导子以刺激毛状根次生代谢产物的

合成)有学者使用黑曲霉与米曲霉菌制成混合诱导

子(可使新疆紫草毛状根总萘醌量增至对照组的 !9!+

倍
-*.

$晏琼等使用 0"

#

3;6/=

#&

.;

! e

使丹参毛状根

中丹参酮产量增至对照组的 /9& 倍
-C.

$另有使用青菜

炭疽病菌诱导子使人参毛状根中总皂苷含量增加的

报道
-+.

等' 然而(目前国内有关地黄毛状根诱导试验

的报道较少(本研究以前期诱导的地黄毛状根为材

料(以茉莉酸甲酯为诱导子(以初步探索茉莉酸甲酯

对地黄毛状根次生代谢产物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A?@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地黄毛状根(为由课题组前期%北京

$ 号&地黄叶片经发根农杆菌 \:::&""*" 诱导所得(

继代培养于 &_!î 固体培养基中'

供试仪器).&""" N;L:PZ.G仪 !美国 WMc#

G\I公司"*K4@?AE?!/+% 高效液相色谱仪 !沃特世

科技有限公司"*立式恒温震荡器!美国精祺有限公

司(型号)M̂#GIl$"'

供试试剂)植物基因组 IH\提取试剂盒!北京

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0"0 "*

IH\i4A>?A!Ii!"""(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批号)"&""$_$"/&""*1EN48 35X!北京康为世

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_$"$!0"*茉莉酸

甲酯!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

%0B(批

号)!"&+"&&+"*梓醇标准品 !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纯度
%

%+B(批号)&+"0"+"*毛蕊花糖

苷标准品!四川省维克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纯度

%

%+B(批号)&+"+!&"'

?AB@实验方法

?ABA?@毛状根的鉴定<样品中 IH\提取按照植物

基因组 IH\提取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根据发根农

杆菌 \:::&""*" 所携带 G5的 N#IH\区分布的

A;6W*A;6.基因序列设计 ! 对特异引物 A;6W#-

!].N.NN].\]N].N\]\NNN"*A;6W#G!]\\]]N2

].\\].N\..N.N]" 和 A;6.#-! .N..N]\.\N2

.\\\.N.]N."*A;6.#G!N].NN.]\]NN\N]]]2

N\.\"' 以地黄毛状根 IH\为模板(按照以下体系

对 A;6W*A;6.基因进行扩增)IH\&90

#

=$引物各 &

#

=$!g1EN48 35X&"

#

=$OO)!c*90

#

=' 反应程

序)%0 p预变性 / 35J$然后进行 $" 个循环)%0 p*

*" E(00 p*/" E(C! p**" E$循环结束后 C! p延伸

&" 35J' &B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Z.G产物'

?ABAB@毛状根的接种与诱导<配制 &_!î 液体培

养基(分装于 &0" 3=锥形瓶中(每瓶 0" 3=' 在每

瓶中接入 "9! D地黄毛状根' 锥形瓶在立式摇床中

以 !0 p(&&" AQ3/35J

#&

条件黑暗培养' 精密吸取

0C$

#

=的茉莉酸甲酯纯品(加入少量无水乙醇溶解(后

加入蒸馏水(并使用吐温 #+" 进行助溶(最终定容至

0" 3=(用 "9!!

#

3;6/=

#&

的微孔滤膜过滤除菌(备用'

在毛状根培养至第 &! 天时将其分为试验组与对照

组(试验组加入茉莉酸甲酯(使培养液中茉莉酸甲酯

达到项目前期预实验最佳浓度 0"

#

3;6/=

#&

' 对照

组中加入等体积按上述程序配置的不含茉莉酸甲酯

的蒸馏水' 对照组加入相同条件下培养(在诱导后的

第 "*!*/***+ 天收获取样(设置 $ 次重复'

?AC@项目测定

由于 !"&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以梓醇

!总环烯醚萜苷的代表成分"和毛蕊花糖苷含量作

为控制地黄质量等级的主要评价指标(因此测定梓

醇*毛蕊花糖苷和总环烯醚萜苷含量变化来评价茉

莉酸甲酯对地黄毛状根次生代谢的影响'

?ACA?@地黄毛状根梓醇和毛蕊花糖苷含量的测定

参照 !"&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使用薄层

色谱法进行梓醇的定性鉴别' 精密称取在 *" p干

燥后的 $ 种材料粉末 & D加入 &"" 3=锥形瓶中(加

C"B甲醇 &" 3=超声 /0 35J(补足质量(过滤取滤

液(定容至 0" 3=量瓶中(摇匀(精密量取 !90 3=于

0" 3=量瓶中(加 C"B甲醇至刻度' 摇匀(作为供试

液' 梓醇和毛蕊花糖苷的测定条件与方法(参照

!"&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梓醇测定用以乙

腈 #"9&B磷酸溶液 !&1%%"为流动相$色谱柱为

'cGW\g^W#\8 ! /9* 33j!0"9" 33( 0 #i52

:A;J"(柱温 $" p(流速 & 3=/35J

#&

$紫外检测波长

!&" J3' 毛蕊花糖苷测定以乙腈 #"9&B醋酸溶液

!&*)+/ "为流动相$'cGW\g^W#\8 !/9* 33j

!0"9" 33(0 #i5:A;J"色谱柱$柱温 $" p$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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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J

#&

$检测波长为 $$/ J3'

?ACAB@毛状根中总环烯醚萜苷含量的测定<总环

烯醚萜苷含量的测定采用二硝基苯肼显色法(测量

梓醇溶液在 /*0 J3下的吸光度
-%.

' 以纵坐标为吸

光度值(横坐标为梓醇质量浓度(绘制标准曲线' 求

得总环烯醚萜苷回归方程)[̀ &$9+!&X#"9""0(B

!

"̀9%%C $(线性范围)"9$0 h"9%! 3D'

?AD@数据处理

使用 ^Ẑ^ &C9"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中 =̂I法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F"9

"0 时存在显著性差异'

B@结果

BA?@地黄毛状根的鉴定

将电泳后的凝胶置于凝胶成像系统进行分析(

结果如图 & 所示'

图 ?@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

注)i9! """IiIH\34A>?A$&*!9地黄毛状根 IH\的 Z.G产物$$*

/9地黄叶片 IH\的 Z.G产物'

如图 & 所示(根据 A;6W和 A;6.引物对地黄毛状

根和叶片进行检测(地黄毛状根中可扩增出预期条

带(其中A;6W基因扩增长度约为 /!" UQ(A;6.基因扩

增片段长度为 *!" UQ' 与报道结果一致(证明农杆

菌中的 N#IH\已整合入毛状根基因组中(该试验

所使用的毛状根是由发根农杆菌诱导所形成的'

BAB@毛状根中梓醇的定性鉴别

薄层色谱法显色后如图 ! 所示' 地黄毛状根提

取液在相同位置处无明显斑点(因此认为供试品溶

液中不含梓醇或其含量低于薄层法检测限'

图 B@梓醇薄层鉴别

注)&(/9地黄药材提取液$!(09梓醇标准品$$(*9地黄毛状根提取液

BAC@毛状根中梓醇的含量测定

为进一步分析地黄毛状根中是否有梓醇的积

累(采用 )Z=.法对其进行了分析' 如图 $ 所示(梓

醇标准品溶液进样后(在约 &" 分钟处出现色谱峰(

而毛状根样品在该保留时间处未出现明显色谱峰(

进一步表明毛状根中可能不含梓醇'

BAD@毛状根中毛蕊花糖苷含量的测定

由图 / 可以看出(在毛状根样品中可以检测到

毛蕊花糖苷的存在' 在诱导后的 + O 内(试验组与

对照组毛状根中毛蕊花糖苷含量均呈现先升后降的

趋势!图 0"(毛蕊花糖苷含量均在诱导第 ! 天达到

峰值' 其中(试验组毛状根在诱导第 ! 天时达到最

大值 C&9/* 3D/D

#&

IK(约为对照组!0"9C! 3D/

D

#&

IK"的 &9/& 倍(具有显著差异!!F"9"0"' 但

在诱导第 ! 天后(试验组毛状根中毛蕊花糖苷含量

较对照组下降趋势更快(在诱导第 * 天 !!F"9

""&"*第 + 天!!F"9"&"时显著低于对照组中毛蕊

花糖苷含量'

图 C@梓醇高效液相色谱出峰情况

注)49梓醇标准品$U9毛状根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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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毛蕊花糖苷高效液相色谱出峰情况

注)49毛蕊花糖苷标准品$U9毛状根样品

图 I@茉莉酸甲酯对地黄毛状根毛蕊花糖苷积累量的影响

注)

$$$

(!F"9""&$

$$

(!F"9"&$

$

(!F"9"0 VE空白组(- $̀

BAI@毛状根中总环烯醚萜苷含量的测定

由图 * 可看出(在诱导第 ! 天时(试验组与对照

组中总环烯醚萜苷含量与第 " 天相比均出现显著下

降!试验组 !F"9"&$对照组 !F"9"0"(但在诱导第

/ 天之后其含量开始回升至原有水平' 而在第 + 天

时再次出现下降趋势!试验组 !F"9"0$对照组 !F

"9"0"' 即在诱导后的 + O 中(试验组与对照组中总

环烯醚萜苷含量变化有一定波动性(但试验组与对

照组间无明显差异'

图 J@茉莉酸甲酯对地黄毛状根总环烯醚萜积累量的影响

C@讨论

试验中先采用薄层色谱法进行梓醇的定性鉴

别(发现供试品中没有与梓醇标准品对应且显示相

同颜色的清晰斑点' 后由于高效液相色谱图中也未

出现与梓醇标准品相同保留时间的色谱峰(因此认

为毛状根中不含梓醇或仅含有很少量的梓醇' 该试

验中所测得的总环烯醚萜苷含量约占毛状根干质量

的 /9!%B hC9"&B(不低于部分地黄药材中的含量'

梓醇是地黄药材中环烯醚萜苷的主要成分(而地黄

毛状根中却检测不到梓醇的存在(这可能是由于毛

状根中梓醇生物合成的后修饰酶(如糖基转移酶*细

胞色素氧化酶 Z/0" 等的表达与其它组织不同(催化

梓醇合成最后几步的酶在毛状根中不存在(或者其

它酶继续将梓醇修饰成其它同类物质' 毛状根中主

要合成了其它环烯醚萜苷类物质' 这一结果在一些

报道中也有体现' 1K1=MH\等
-/.

使用质谱法在地

黄毛状根中检测到了梓醇的存在(但未在高效液相

中检测到色谱峰(说明梓醇含量极低(但同时检测到

了大量的梓苷(梓醇与梓苷结构十分相近(因此推测

梓醇在毛状根中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梓苷存在' 也有

在地黄毛状根中检测到较高含量梓醇的报道'

)K\H]等
-0.

在考察 C 种不同培养基对地黄毛状根

中梓醇产量的影响时(发现 KZi培养基 !含 /B蔗

糖"中毛状根的梓醇含量可达到干质量的 "90/B'

造成结果不同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影响

最大的因素可能是诱导毛状根所用农杆菌的株系不

同' 1K1=MH\等
-/.

选用农杆菌 \/ 株系进行诱导(

毛状根中未检测到梓醇或梓醇含量极低$)K\H]

等
-0.

选用的是 \N..&0+$/ 株系农杆菌(检测到了梓

醇的存在' 该试验中毛状根由发根农杆菌 \:2

::&""*" 诱导所得(结果经 )Z=.分析未检测到梓

醇' 这样的现象提示不同发根农杆菌诱导产生的毛

/C!/第 & 期<<<<<<<<<<<<<<<<<宋小锋(等)茉莉酸甲酯对地黄毛状根次生代谢的影响



状根之间可能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 另外(试验所

用毛状根的遗传背景!外植体的品系"也会对结果造

成影响' 刘冬青等
-&".

选择 C 种不同遗传背景的丹

参植株作为外植体进行毛状根诱导(发现个别品系

诱导率明显低于其它外植体$不同遗传背景的毛状

根在生长率和对特定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方面也显

示出显著差异(索艳飞等
-&&.

用 \/ 株系农杆菌侵染 0

个品种的地黄叶片(发现诱导率和毛状根中的毛蕊

花糖苷含量均因遗传背景的不同而出现显著差异'

茉莉酸甲酯是内源植物生长调节剂茉莉酸的衍

生物(可参与植物体在胁迫条件下的抗逆反应' 目

前茉莉酸甲酯作为诱导子已对多种植物毛状根或细

胞悬浮体系产生显著影响(且其作用范围涵盖多种

次生代谢产物' 孙际薇等发现 !""

#

3;6/=

#&

茉莉

酸甲酯可显著增加曼陀罗毛状根中莨菪碱的积累

量$王学勇等
-&$.

使用 !""

#

3;6/=

#&

茉莉酸甲酯诱

导 % O 后可使丹参毛状根中隐丹参酮和丹参酮
$

\

含量分别增加 !$9+ 倍和 /9" 倍' 在该研究中(试验

组与对照组毛状根中毛蕊花糖苷在培养的第 &/ 天

后达到最高(然后呈现下降趋势' 诱导初期茉莉酸

甲酯可显著增加其积累量(推测茉莉酸甲酯可能通

过调节相关基因的表达(增强了毛蕊花糖苷合成途

径中一个或几个关键酶的活性' 同时(试验组中毛

蕊花糖苷含量在第 &/ 天后下降速度明显高于对照

组(有人认为(在进行诱导处理时(之所以出现次生

代谢产物含量下降或先升后降的情况(原因可能是

茉莉酸甲酯虽然增加了次生代谢产物的积累(但产

物的增多可能负反馈抑制其合成途径中关键酶的作

用
-&/.

'

试验组与对照组毛状根中总环烯醚萜苷含量在

诱导后 + O 内变化有一定的波动性(但试验组与对照

组不存在显著差异' 1K1=MH\等
-&0.

认为(经茉莉

酸甲酯处理后(地黄毛状根中的苯乙醇类(尤其是毛

蕊花糖苷的变化比环烯醚萜类更为明显' 该试验中

使用的茉莉酸甲酯浓度较低(可能未达到影响总环

烯醚萜苷积累的水平' 总环烯醚萜苷属于萜类成

分(其生物合成与苯乙醇苷类合成通路不同(各自途

径中的关键酶也不同' 茉莉酸甲酯对这 ! 类化合物

生物合成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差异'

毛状根是 & 种动态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其次生

代谢产物的合成与代谢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特征' 茉

莉酸甲酯加入时间*浓度*诱导天数均有可能会影响

试验结果' 因此(若要较全面地掌握茉莉酸甲酯对

地黄毛状根次生代谢的影响(还需从地黄毛状根生

长动力学特征和次生代谢产物积累规律两方面考

虑(尝试茉莉酸甲酯的不同浓度梯度和处理时间(从

而比较得出最佳诱导条件' 此外(还应该将毛状根

中毛蕊花糖苷含量与已知关键酶基因的相对表达量

做相关性分析(寻找茉莉酸甲酯发挥作用的效应基

因(进一步理解茉莉酸甲酯对毛状根中次生代谢产

物合成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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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克隆地黄钙依赖蛋白激酶!:46:5L3#O?Q?JO?J@QA;@?5J >5J4E?E(.IZo"基因(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及其

组织特异性分析' 方法<以地黄为材料(设计特异引物(克隆地黄 B.2G!R基因全长序列(并使用在线软件进行生物信

息学分析(采用荧光定量 Z.G技术进行组织特异性分析' 结果<克隆得到的地黄 2G!R基因长度为 &CC" UQ(编码个

0+% 个氨基酸$通过同源性分析发现目的蛋白含有钙依赖蛋白激酶典型结构域丝氨酸_苏氨酸蛋白激酶区及 1-#手性

区' 组织特异性分析得出 B.2G!R在地黄叶中表达量最高' 结论<本研究成功克隆出地黄 2G!R基因(为以后深入研

究 2G!R在地黄连作障碍等生物及非生物胁迫中的分子机制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地黄$钙依赖蛋白激酶$生物信息学$组织特异性

中图分类号)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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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e

是植物细胞中重要的第二信使(当一些刺

激信号使胞内 .4

! e

浓度增加至阈值时(产生信号并

传递' 钙依赖型蛋白激酶!:46:5L3#O?Q?JO?J@QA;2

@?5J >5J4E?(.IZô "是一种普遍存的蛋白激酶(当

.IZo与 .4

! e

结合后(.IZo被活化发挥作用
-&.

'

.IZo在植物响应高温*干旱*紫外等非生物胁迫和

内生菌*虫害等生物胁迫中起重要作用(同时(.IZo

也在植物的生长与发育*胞内激素调节等方面都发

挥重要作用
-! #$.

' 2G!R基因具有 / 个典型的结构

域(依次分别为(H末端的可变区*催化区*自抑制区

和调控区' 调控区一般含有多个 .4

! e

结合的 1-手

型结构!1-#P4JO"' .4

! e

与 1-#P4JO 结合后(.I2

Zo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自抑制区的抑制作用解

除(促使 .IZo恢复其蛋白激酶活性(进而磷酸化下

游调控因子(将信号传递至下游调控网络(从而完成

对信号的响应
-/ #0.

' 地黄为玄参科植物地黄!G?P2

34JJ54D6L@5J;E4=5U;E:P9"的新鲜或干燥块根(具有

清热生津*凉血止血*滋阴补血等功效
-*.

' 地黄栽

培历史悠久(历代名医对优质地黄产地的认识几经

变迁(自明朝以来(即确立了怀庆地黄的道地地位'

怀地黄具有悠久的药用历史(用药需求不断增加(但

是在栽培生产上(地黄具有严重的连作障碍(每茬收

获后需要 + #&" 年后才能复种
-C.

' 张重义等
-+.

研

究发现(钙离子信号系统可能是地黄传递自毒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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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导致连作危害的罪魁祸首(其中 .IZo在其中

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杨楚韵等
-%.

在地黄中鉴定出

了 !& 个 .IZo可能参与了连作地黄感知*传导和响

应连作胁迫的进程' 本研究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从地黄转录组中查找到一条编码钙依赖性蛋白激酶

的基因(并分析了该基因编码蛋白的理化特性*结构

特征和亚细胞定位(检测了其在不同组织中的表达

特性(以期为深入研究其在地黄连作障碍等生物及

非生物胁迫中的分子机制提供基础'

?@材料与方法

?A?@实验材料

地黄!G?P34JJ54D6L@5J;E4"取自河南中医药大学

植物园(经朱紁昊副教授鉴定为玄参科地黄' 所用地

黄品种为%沁怀&(在 * 月份地黄开花时(挖取地黄植

株整株洗净后分别取根*叶*花组织(用锡纸包好(液

氮冷冻后置于 #+" p冰箱保存(以备后续使用'

?AB@:V5的提取及 0WV5的合成

取新鲜地黄叶片 "9& D(在液氮中速冻(用 NG2

Md;6试剂!NP?A3;-5EP?Â :5?J@5R5:"提取 GH\' 提取

的 GH\使用 &B琼脂糖电泳凝胶检测纯度(检测合

格后用于后续 :IH\的合成' 取 C

#

=GH\使用

NM\Ĥ:A5Q@:IH\第一链合成试剂盒!天根生化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AC@地黄 '()*基因的克隆

以地黄组培苗转录组数据库中一条注释为 .I2

Zo的 LJ5D?J?全长序列为参考序列(使用 ZA53?A

ZA?35?A0 设计特异性引物' Z.G反应体系为 !"

#

=(具体组分如下)模板 :IH\!9"

#

=*! j1EN48

35X&"

#

=*上下游引物!GD.IZo#-(GD.IZoG"各

&9"

#

=*其余用 OO)

!

c补足' 反应程序设计 如下)

%0 p($ 35J$%0 p(/0E(0+ p(/0 E(C! p(! 35J($0

个循环$C! p延伸 &" 35J' Z.G产物用 &B琼脂糖

凝胶电泳检测后(纯化回收得到目的片段(使用

QiI&% #N载体进行目的片段的连接后转化大肠杆

菌 I)0

!

感受态细胞(转化后产物于含氨苄青霉素

的 =W固体培养基上 $C p培养过夜后筛选白斑(菌

液经 Z.G验证后送至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测序'

?AD@地黄 '()*基因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使用 cG-R5JO?A! P@@Q)__YYY9U5;5JR;A34@5:E9

;AD_E3E!_;ARsR5JO9P@36" 进行开放阅读框查找$使用

W=\̂N! P@@QE)__U64E@9J:U59J639J5P9D;V_W64E@9:D5"

进行序列的同源性搜索$使用 ZA;@Q4A43! P@@Q)__

YYY9?XQ4E[9:P_@;;6E_QA;@Q4A439P@36" 预测蛋白的

分子量等理化性质$使用 ^5J46Z/9& ! P@@Q)__YYY9

:UE9O@L9O>_E?AV5:?E_̂5DJ46Z_"预测蛋白信号肽$使

用 NiQA?O ! P@@QE)__?3UJ?@9V5@46#5@9:P_E;R@Y4A?_

NiZG1IsR;A39P@36"预测蛋白跨膜区$使用 HẐ\

E?AV?A!P@@Q)__JQE4#QU5695U:Q9RA_:D5#U5J_JQE4s4L2

@;34@9Q60 Q4D?̀ JQE4sE;Q39P@36"预测蛋白二级结

构(使用 ẐcGN! P@@QE)__YYY9QE;A@9;AD_"预测蛋白

亚细胞定位$使用 ^i\GN! P@@Q)__E34A@9?3U6#P?52

O?6U?AD9O?_"预测蛋白功能域$使用 H?@ZP;E$9&! P@2

@Q)__YYY9:UE9O@L9O>_E?AV5:?E_H?@ZP;E_"预测蛋白

磷酸化位点$使用 i1]\*9" 构建系统和进化树(使

用 IH\i\H进行多序列比对'

?AI@荧光定量 4<:

根据荧光定量引物设计方法(用 ZA53?A09" 设

计引物 8GD.IZo#-*8GD.IZo#G(以 N5Z/& 为内

参基因' 参照荧光定量 Z.G试剂盒的步骤(配成 !"

#

=的体系)! ĵ ,WG]A??J Z.Gi4E@?Ai5X&"

#

=*

引物各 "9/

#

=*kHG;XG?R?A?J:?I[?"9&

#

6*OO)!c

C9&

#

=*模板 :IH\!

#

=' Z.G反应程序如下)预变

性 %0 p !" E$变性 %0 p & E$退火 0* p !" E$延伸

%0 p & E' /" 个循环' *" p !" E(%0 p & E进行扩

增' 反应结束后(根据得到的 .@值(利用 !

#

%%

.@

(分

别计算不同组织的表达量'

表 ?@引物序列及用途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 用途

GD.IZo#- ]\]\\\N]]]N\].N]NN 基因克隆

GD.IZo#G N.\.\\].]..NN.\\\\ 基因克隆

8GD.IZo#- N.N.\]\\\.\\]...]\.N 荧光定量

8GD.IZo#G NN.\..N..NN.N.]\\... 荧光定量

N5Z/& #- \NN]]]N\]\NN]..\]]\] 荧光定量内参

N5Z/& #G ..\NN].\]..\\NN.\N. 荧光定量内参

B@结果

BA?@%&'()*基因的克隆

提取后的 GH\经 &B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可

见 $ 条清晰条带(条带无降解及杂带(说明 GH\质

量较高(无降解(可用于后续实验' 如图 & 所示(特

异性条带长度约为 & +"" UQ' 将 Z.G产物克隆到

QiI&% #N载体后挑选阳性克隆双向测序' 测序结

果拼接后经 cG--5JO?A预测(该序列含有一个大小

为 & CC" UQ 的完整的开放阅读框(编码 0+% 个氨基

酸' 测序结果使用 IH\i\H软件与转录组序列进

行多序列比对发现(克隆所得序列与转录组所得序

列完全一致' 通过 W=\̂N程序检索(该片段与紫花

风铃木 !)4JOA;4J@PLE53Q?@5D5J;ELE(ZMH"+%"$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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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面花 !1A[@PA4J@P?DL@@4@4(gZs"&!+0C**& "*旋蒴

苣苔!I;A:;:?A4EP[DA;3?@A5:L3(o'l/"C%/9&".IZo

蛋白序列的同源性分别为 +%B*+*B*+!B'

采用 MJ@?AZA;̂:4J 在线工具预测对地黄 B.2GH

!R蛋白的保守结构域进行分析(B.2G!R具有 0 个

保守结构域(分别为在 &!* h$+* 位的丝氨酸_苏氨

酸蛋白激酶催化结构域和 / 个 1-#P4JO(钙离子结

合结构域 !/$$ #/*&(/C" #/%+(0&! #0/"(0/! #

0C""由此确定该序列为地黄 2G!R基因的 :IH\全

长序列(将其命名为 B.2G!R(将其序列提交至 ]?J2

W4J>(获得登录号为 iN"!/!$0'

图 ?@%&'()*基因扩增 4<:产物

BAB@%&'()*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BABA?@%&'()*蛋白质理化性质及疏水性分析<

B.2G!R基因的开放阅读框!cG-"为 &CC"UQ(编码

0+% 个氨基酸残基(B.2G!R蛋白质的相对分子质

量为 **9"*>I$理论等电点 !ZM"为 09%&(原子组成

.!%"+)/*!/H+$!c+%"^&+(总原子数为 %!C!(带负

电的氨基酸有 +" 个!\EQ e]6L"(带正电的氨基酸

有 +% 个!\ADe=[E"'

蛋白质稳定性分析发现 .E.IZo&C 的脂肪指数为

C$9"*(不稳定系数为 /0 蛋白(推测其为不稳定蛋白

质' 总平均亲水系数为 #"90+/(属于亲水性蛋白'

BABAB@%&'()*蛋白质特性分析<使用NiQA?O 软

件(预测 B.2G!R蛋白的跨膜区(结果显示(B.2GH

!R蛋白可能存在一个跨膜螺旋(位置为 $"% #$!C(

方向由外到内' 使用 ^5DJ46Z#/9& 分析 B.2G!R的

信号肽(结果显示无明显信号肽' B.2G!R可能定

位于叶绿体' 通过在线软件对地黄 B.2G!R蛋白

进行磷酸化位点预测(结果如下)B.2G!R蛋白整个

多肽链有 C& 个磷酸化位点! a"90"(其中丝氨酸 /!

个(苏氨酸 !$ 个(酪氨酸 * 个'

BABAC@%&'()*的结构预测<通过 HẐ\E?AV?A在

线软件对 B.2G!R二级结构预测(结果表明 B.2GH

!R蛋白由 /&9%/B的
!

#螺旋*&!9"0B的延伸链*

*9*!B的
"

#转角和 $%9$%B的无规卷曲组成' 使

用 ^Y5EE#3;O?6在线软件预测地黄 B.2G!R的三级

结构' 同源建模结果显示 !图 !"(B.2G!R与拟南

芥 .IZo!^iN=MI)$8059&"相似度为 $$9%/B(具有

较高可信度! a$"B"'

通过在线软件对地黄 B.2G!R蛋白进行磷酸

化位点预测(结果如下)B.2G!R蛋白整个多肽链有

C& 个磷酸化位点! a"90"(其中丝氨酸 /! 个(苏氨

酸 !$ 个(酪氨酸 * 个'

图 B@%&'()*蛋白的三级结构

BABAD@%&'()*的系统进化及同源性分析

使用 i1]\*9" 构建系统进化树' 拟南芥 2GH

!R基因包括
&

*

$

*

'

*

(

四个亚族(其中 \@.I2

Zo&*!*!* 属于
&

家族$\@.IZo&0*&%*!$*!%*$$*$/

属于
$

家族$\@.IZo&$*&/*!/ 属于
'

家族$\@.I2

Zo&**&+*!+ 属于
(

家族' 如图 $ 所示(B.2G!R与

\@.IZo!+ 处于同一分支(说明其可能属于 .IZo

(

家族(与拟南芥 \@.IZo!+ 同源性最近'

运用 IH\i\H在线软件(将芝麻 ^5.IZo&**

^5.IZo&+*^5.IZo!+*紫花风铃木 )5.IZo等与地

黄 B.2G!R进行多序列比对' 如图 / 所示(B.2GH

!R具有 / 个典型的 .IZo结构域)可变区*催化区*

自抑制区和调控区' 可变区位于 H端(同源性极

低$蛋白激酶区保守性较高(由约 $"" 个左右的氨基

酸构成(因该区含有其催化作用的 ^?A_NPA蛋白激

酶序列(主要起到与 \NZ结合的作用$在 .端有 /

个 1-P4JO 结构(此即为保守区(主要起促进 .4

! e

结

合的作用(末端保守性较差'

BAC@%&'()*的组织表达分析

使用荧光定量 Z.G技术分析地黄块根*叶*花

瓣中的表达特性' 结果显示 !图 0"(B.2G!R在地

黄块根*叶和花瓣中均有表达(其中叶中的表达量最

高(而在花瓣中的表达量最低' 在根和叶中的表达

量差异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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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的系统进化树

图 D@%&'()*同源序列比对结果

注)芝麻 ^5.IZo+!gZs"&&"%%+0$9&" *^5.IZo!+!gZs"&&"%C"0&9&" *紫花风铃木 )5.IZo!ZMH"+%"$9&" *猴面花 1D.IZo!+!gZs"&!+0C**&" *

咖啡豆 .4.IZo&+!gZs"&!+0C**&9&" *长春花 .A.IZo&*!\])!0"*+9&" *普通烟草 H@.IZo!+!gZs"&*0"C+!C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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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组织特异性分析

C@讨论

本研究克隆得到一条新的完整的 B.2G!R基

因(其开放阅读框大小为 & CC" UQ(共编码 0+% 个氨

基酸残基' 对 B.2G!R基因的结构及编码的蛋白进

行分析发现(其保守结构具有 / 个典型的可变区*催

化区*自抑制区和调控区(符合钙依赖蛋白激酶典型

结构特征' .IZo在植株中分布广泛(在根*叶*花*

果实及种子等各器官中均能检测到 2G!R基因的表

达
-&" #&!.

' 本研究通过荧光定量 Z.G对 B.2G!R在

地黄不同组织中的特异性表达结果进行分析(发现

B.2G!R在叶中表达量最高(其次是根(在花瓣中的

相对表达量最少' 铁皮石斛 I;.IZo& 也属于.IZo

(

家族(但其在叶片中表达量最高(其次是茎(在根

中表达量最低
-&$.

' 说明 B.2G!R的表达具有组织

特异性(且不同植物中的 .IZo即使属于同一亚家

族(其表达模式也可能不同' 本研究从地黄中克隆

到一条新的 2G!R基因(系统进化树分析发现(其可

能属于 .IZoI家族(与拟南芥 \@.IZo!+ 同源性最

近' \@.IZo!+ 缺失引起拟南芥 H4:6抗性降低(而

其超表达则增加拟南芥对渗透胁迫的耐受性' 同属

于 .IZoI家族的 I;.IZo& 在低温*\W\与盐胁迫

均可被诱导(因此推测其可能在地黄渗透胁迫等逆

境环境中发挥调节作用' 连作障碍是指连续在同一

土壤上栽培 同种作物或近缘作物引起的植物生长

发育异常
-&/.

(连作过程中植物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胁

迫' 已经有研究发现钙信号系统在地黄连作障碍形

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0.

(而钙依赖蛋白激酶

!.IZo"在地黄连作的生理响应中可能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 .IZo&& 基因在连作地黄膨大前*中*后 期

的表达量均显著高于头茬地黄(而 .IZo!" 在膨大

中期连作地黄中表达量显著高于头茬地黄(其他时

期均下调
-&C.

' 这可能是不同 .IZo蛋白通过相互

补充和相互增益在地黄连作障碍的形成过程中承担

不同的角色(从而介导地黄连作障碍的形成' B.2GH

!R基因作为地黄 2G!R基因家族中的一员(可能在

地黄连作反应中发挥一定的功能(但本研究未对其

在地黄连不同时期*不同组织中的表达特性进行研

究(因此其如何参与地黄连作障碍中 .4

! e

信号转导

及具体的转导途径等均并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进

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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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AJE@;:> ](^>4Q?Â I(\Q;66;J5̂ (?@469Z!g

C

G?:?Q@;AE).P4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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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提取工艺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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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研究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的乙醇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方法<在单因素实验基础上(以乙醇浓

度!\"*提取温度!W"*料液比!."*提取时间!I"为自变量(总黄酮提取率为因变量(运用正交实验探索乙醇回流提取荞

麦叶大百合中总黄酮的最佳工艺条件' 同时(测定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对 &(& #二苯基 #! #三硝基苯肼自由基!IZ2

Z)"的清除活性' 结果<荞麦叶大百合中总黄酮提取的最佳工艺条件为乙醇浓度为 C"B(提取温度 *" p(料液比为 &

1&" 和提取时间为 $" 35J' 此条件下(总黄酮提取率达到 &"9%" 3D_D(重复性试验结果表明(此方法稳定可靠(提取率

高(适于荞麦叶大百合中总黄酮的提取' 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和 l.对!IZZ)/"的半数清除率 1.0" 分别是 /9/$%*

&+9C/*

#

D/3=

#&

' 结论<乙醇回流提取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的最佳工艺条件(提取率高(且方法稳定可靠(由抗氧化

试验结果看出(荞麦叶大百合中总黄酮对于 IZZ)自由基的清除能力优于抗氧化剂 l.(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

关键词)<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正交实验法(抗氧化

中图分类号)G%$&9*

Q&;+- *"$U&1)0&'*"21*0$%%)"+)"&'*U'+)"&)0&'#'&- */&*&),/,)#*"*'+%'"0)1+'*01'";F 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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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AO5;:A5JL3:4@P4[4JL3$@;@46R64V;J;5OE$;A@P;D;J46@?E@3?@P;O$4J@5;X5O4J@4:@5V5@5?E

<<荞麦叶大百合 !.4AO5;:A5JL3:4@P4[4JL3"属于

百合科 !=5654:?4?"百合属 !=5L3"多年生单子叶植

物(是国家卫生部审批通过的第一批药食两用植物

之一
-& #$.

' 研究发现(百合具有抗氧化*消炎*抗疲

劳*抗抑郁*降血糖*改善呼吸功能等作用(百合主要

化学成分为黄酮*多糖*皂苷(生物碱物质
-/.

' 其中

黄酮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植物界的一大类天然产

物(酮类化合物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如抗氧化*抗炎*

抗病毒*强心*镇静*镇痛*抗衰老和抗肿瘤等作

用
-0 #&".

'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它能减少自由基形成

和清除自由基的抗氧化活性(还具有抗脂质过氧化

作用(是一类值得深入研究的天然有机抗氧化

剂
-&&.

' 目前(尚未有荞麦叶大百合中总黄酮提取工

艺及其抗氧化性的研究报道(因此(本研究以河南南

阳桐柏县为产地的荞麦叶大百合作为研究对象(通

过乙醇回流提取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以总黄酮提

取率!3D_D"为评价指标(考察乙醇浓度*提取温度*

料液比*提取时间对黄酮提取率的影响(并在单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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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基础上(进行了四因素三水平正交实验(从而

优化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提取工艺' 由于黄酮具有

较强的抗氧化作用(因此在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的

最佳提取工艺条件下通过 IZZ)试验来初步研究其

抗氧化活性(以期为荞麦叶大百合的综合利用和提

取荞麦叶大百合黄酮作为天然食品抗氧化剂等提供

了理论基础'

?@材料与方法

?A?@实验材料

荞麦叶大白合采自南阳桐柏县(*" p烘至恒

重(粉碎(过 /" 目筛(备用' 芦丁对照品(购自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批号)&"""+" #!"&/"+"$&(&

#二苯基 #! #苦基肼自由基!IZZ)"(购自东京化

成工业株式会社 !.\̂ )&+%+ #** #/"$%0B乙醇*

H4Hc!*\6!Hc$"$*H4c)等试剂均为分析纯(购于

天津市德恩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电子分析天平!上海象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0/ 型数控精密恒温水浴锅!上海硕光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ok0!""I1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

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司"*G!"* 型旋转蒸发仪 !上

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型循环水式真空泵

!郑州杜甫仪器厂"*&"& #+ 型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

!江苏金坛市佳美仪器有限公司"*N* 新世纪紫外可

见分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AB@实验方法

?ABA?@芦丁标准曲线绘制<精密称取芦丁对照品

!0 3D(置于 0" 3=容量瓶中(加入少量 %0 B乙醇溶

解并定容至刻度(摇匀即得芦丁对照品溶液 !0 3D

/3=

#&

"' 精密吸取芦丁对照品溶液 "9" *"9! *"9

/*"9* *"9+*&9"*&9! 3=(分别置于 &" 3=具塞试管

中(各加水至 09" 3=(分别加入 0 B亚硝酸钠 "9*

3=(摇匀(放 * 35J(加入 &" B硝酸铝 "9* 3=(摇匀

后放置 * 35J(加入 / BH4c)$9" 3=(加水至刻度(

摇匀后放置 &0 35J' 以第一管做空白(于 0"* J3波

长处测定吸收度 \

-&!.

(以芦丁浓度 .!

#

D/3=

#&

"

为横坐标(吸收度 \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线([̀

"9"C"!Xe"9""&$ G

!

"̀9%%% C'

?ABAB@样品总黄酮的测定<称取荞麦叶的大百合

粉末 !90 D(置于圆底烧瓶中(在一定的提取温度*乙

醇液料比*乙醇浓度和提取时间的条件下进行总黄

酮的回流提取(然后将得到的提取液抽滤(定容至

!0 3=容量瓶(备用' 按 %&9!9&&项下方法测吸光

度(根据芦丁标准曲线计算出总黄酮含量'

?ABAC@单因素对黄酮提取率的影响<按 %&9!9&&

方法(研究单因素乙醇浓度!0"B**"B*C"B*+"B*

%"B"(提取温度 ! /" p* 0" p* *" p* C" p* +"

p"(料液比!&10*&1&"*&1!"*&1$"*&1/""(提

取时间!&" 35J*!" 35J*$" 35J*/" 35J*0" 35J"对荞

麦叶大百合总黄酮的影响'

?ABAD@最佳提取工艺研究<为了获得以乙醇作为

溶剂(回流提取荞麦叶大百合黄酮的最佳工艺条件(

在单因素实验结果基础上(以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

得率为考察指标(进行 =

%

!$

/

" 正交试验(具体因素

与水平设计见表 &'

表 ?@E

O

$C

D

&正交试验的因素与水平

水平
因素

\乙醇浓度_B W提取温度_p

.料液比_D/3=

#&

I提取时间_35J

& C" *" &10 !"

! +" C" &1&" $"

$ %" +" &1&0 /"

?ABAI@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对 W443自由基清除

活性的测定<荞麦叶大百合浓缩液加无水乙醇配制

成质量浓度分别为 +* &** !/* $!* /"* /+* */* C!*

+"

#

D/3=

#&

的样品溶液' 参考文献
-&$.

(在 &" 3=

试管中分别加入 ! 3=的 &9$ j&"

#0

3;6/=

#&

IZZ)

溶液和 ! 3=的不同浓度的各样品溶液(密封(避光

反应 $" 35J(于 0&C J3处测定各样品溶液的吸光度

为 \&(同时以等量乙醇溶液作为空白对照(并且平

行测定用乙醇溶液作参比时的吸光度 \! !即为 !

3=的 &9$ j&"

#0

3;6/=

#&

IZZ)溶液加入 ! 3=的

无水乙醇溶液"(测定 ! 3=的无水乙醇溶液和 ! 3=

不同浓度的各样品液混合液的吸光度为 \

"

' 根据

下面的公式计算清除率及 1.0"'

清除率!B" \̀

!

#!\

&

#\

"

" _\

!

j&""

\

!

! 3=IZZ)中加入 ! 3=的无水乙醇的吸光

度

\

&

! 3=IZZ)中加入 ! 3=各样品溶液的吸光

度

\

"

! 3=无水乙醇中加入 ! 3=各样品液的吸

光度

?AC@统计学处理

采用 ^Z\̂ ^!"9"*i5:A;E;R@1X:?6!""C 进行实验

数据处理*分析及绘图'

B@结果与分析

BA?@单因素实验结果

BA?A?@不同乙醇浓度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

艺的影响<由图 & 可知)乙醇浓度为 +"B时(黄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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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率最高为 &&9&& 3D_D(当乙醇浓度为 0"B h

+"B时(所提取黄酮质量随着乙醇浓度增大而增加'

而当乙醇浓度 a+"B时(黄酮的质量随浓度增加而

减小(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乙醇浓度增加(黄酮类

物质的溶出趋于饱和(随着乙醇体积分数增加(提取

溶剂的极性相对降低(促进亲脂性强的化学成分的

溶出(最终导致黄酮类化合物的溶解度降低' 因此(

选择乙醇浓度为 +"B优化黄酮提取'

图 ?@不同乙醇浓度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艺影响

BA?AB@不同提取温度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

艺的影响<由图 ! 可知)提取温度为 +" p时(黄酮

提取率最高为 &"9%& 3D_D(提取黄酮质量随着乙温

度的增高而增高(可能是由于温度升高(有利于加快

分子运动的速度(荞麦叶大百合黄酮类化合物的渗

透*扩散和溶解速度也会加快(黄酮类物质溶出量增

加(而且由于 +"B乙醇浓度的沸点约为 +" p(因此

选择提取温度为 +" p优化黄酮提取'

图 B@不同温度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艺影响

BA?AC@不同料液比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艺

的影响<由图 $ 可知)料液比为 &1&" 时黄酮提取

率最高(为 &"9&& 3D_D$当料液比为 &10 h&1&"

时(所提取黄酮质量随着料液比增大而增加' 其原

因可能是刚开始随着料液比增加(荞麦叶大百合颗

粒与乙醇之间的接触面增加(提高了黄酮类化合物

像溶剂中转移的扩散系数(使得更多的黄酮类化合

物转移到提取溶剂中' 而当料液比为 &1&" h&1

/" 时(所提取黄酮质量随着料液比增大反而降低'

可能是由于随着料液比继续增加(提取溶剂极性减

小(那么会导致亲脂性化合物大量溶出*或者部分黄

酮类化合物不稳定(与溶剂长时间接触导致结构破

坏(从而导致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降低' 因此选择料

液比为 &1&" 时优化黄酮提取'

图 C@不同料液比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艺影响

BA?AD@不同提取时间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

艺的影响<由图 / 可知)提取时间为 $" 35J 时(黄

酮提取率最高(为 &"9"& 3D_D' 当提取时间为 &" h

$" 35J 时(黄酮含量随着提取时间增加而增加' 超

过 $" 35J 时(黄酮含量随着提取时间反而降低' 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随着提取时间延长(溶剂与荞麦叶

大百合颗粒充分接触(使其里面的黄酮类化合物充

分溶出(从而使黄酮含量增高$但是当一定温度时(

时间越久(由于提取溶剂中乙醇易挥发(导致提取溶

剂极性增加(根据相似相容原理(极性小的黄酮类化

合物反而析出(从而导致黄酮类化合物含量降低'

因此选择提取时间为 $"35J 时优化黄酮提取'

图 D@不同提取时间对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取工艺影响

BAB@正交实验结果分析

由表 ! 可知)G值越大(说明该因素的水平变动

对试验结果的影响越大(影响荞麦叶大百合黄酮提

取四个因素顺序为料液比!." a乙醇浓度!\" a提

取温度!W" a提取时间!I"' 方差分析表 $ 显示)

料液比对黄酮提取率的影响存在统计学差异!!F

"9"0"(而提取温度和提取溶剂对黄酮提取率的影

响无统计学差异!"9"0 F!F"9&"' 综合考虑黄酮

的最佳提取工艺条件组合为 \

&

W

&

.

&

I

!

(即乙醇浓度

为 C"B(提取温度 *" p(料液比为 &1&" 和提取时

间为 $" 35J'

BAC@最佳工艺条件验证

根据所筛选的最佳工艺条件提取荞麦叶大百合

$ 份(按照 %&9!9&&项下方法 测定总黄酮的得率(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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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结果见表如下)

结果表明总黄酮得率为 &"9%" 3D_D(相对标准

偏差!Ĝ I" 为 "9!CB(总黄酮提取量较高(重现性

较好(表明此提取工艺稳定合理'

表 B@正交实验结果直观分析

试验号 \!乙醇浓度_B" W!提取温度_p" .!料液比" I!时间_35J" 总黄酮得率_!D_3D"

& & & & & %9++

! & ! ! ! &"9&&

$ & $ $ $ %9C*

/ ! & ! $ &"9$%

0 ! ! $ & %9!%

* ! $ & ! %9+0

C $ & $ ! %9**

+ $ ! & $ %9&&

% $ $ ! & &"9"*

o& !%9C/ !%9%$ !+9+$ !%9!$

o! !%90! !+90" $"900 !%9*&

o$ !+9+$ !%9** !+9C& !%9!0

>& %9%& %9%+ %9*& %9C/

>! %9+/ %90" &"9&+ %9+C

>$ %9*& %9+% %90C %9C0

G "9%& &9/$ &9+0 "9$+

主次水平 .a\aWaI

优方案 \

&

W

&

.

&

I

!

表 C@方差分析结果

因素 偏差平方和 OR 均方 < !

\提取溶剂 "9&0$ ! "9"C* 09&$* "9&*$

W提取温度 "9$C% ! "9&%" &!9C/" "9"C$

.料液比 "9C&/ ! "9$0C !/9"&" "9"/

误差 "9"$" ! "9"&0

表 D@验证实验结果

反应条件 实验序号 总黄酮得率!B"

\

&

W

&

.

&

I

!

& &&9!/

! &"9+%

$ &"90C

平均值 &"9%"

Ĝ I "9!C

BAD@W443自由基清除作用的测定

不同浓度的荞麦叶大百合的总黄酮溶液*对照

品l.溶液对IZZ)清除率结果见图 *' 在浓度 " #

!/

#

D/3=

#&

范围内其清除能力随总黄酮浓度的升

高

图 I@不同浓度的荞麦叶大百合总和抗坏血酸对

W443的清除率

而加强(当浓度增加为 $!

#

D/3=

#&

(清除率达到

%09C!B( 此 后 其 清 除 率 基 本 趋 于 平 衡' 根 据

^Ẑ^!"9" 软件数据分析(得到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

1.0" 为 /9/$%

#

D/3=

#&

和 l.的 1.0" 为 &+9C/*

#

D/3=

#&

(可见(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对 IZZ)清

除率明显高于 l.'

C@结论

目前(国内外对龙牙百合花*香水百合中总黄酮

提取工艺及抗氧化性有研究
-! #*.

(但荞麦叶大百合

黄酮提取工艺及抗氧化性尚未出现报道(此外由于

黄酮类化合物不溶于水(易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因

此本试验初步采用乙醇回流法提取荞麦叶大百合中

总黄酮(用醇溶液进行提取时(脂溶性物质如黄酮类

可被大量溶出(因此以总黄酮提取率为指标确定最

佳提取工艺(优化后得到的最佳提取工艺参数)乙醇

体积分数为 C"B(液料比为 &1&" D/3=

#&

(回流提

取时间为 $" 35J(提取温度为 *" p(在此工艺条件

下进行回流提取(得到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的平均

提取率为 &"9%" 3D_D(此提取工艺重现性良好' 此

结果为进一步研究荞麦叶大百合总黄酮适合于工业

化生产的最佳提取工艺打下良好基础'

体外抗氧化初步研究表明)荞麦叶大百合中总

黄酮对于 IZZ)自由基的清除能力显著优于抗氧化

剂 l.(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为其在食品*药品等

领域开发天然抗氧化剂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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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味降糖颗粒的制剂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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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本研究拟对六味降糖颗粒的提取工艺和制剂工艺进行研究' 方法<对处方活性成分提取工艺进行

影响因素和指标成分分析' 以干膏重*总黄酮含量为指标(采用 =

%

!$

/

"正交实验考察加水量*煎煮次数*煎煮时间对水

提效果的影响(优选最佳水提工艺$并采用 =

%

!$

/

"正交实验考察药液比*醇沉浓度*醇沉时间对醇沉效果的影响(优选最

佳醇沉工艺$采用湿法制粒法观察不同辅料制软材的难易程度(优选制剂工艺' 结果<水提取的最佳工艺是煎煮 $ 次(

每次煎煮 & P(每次加入 &" 倍量的水$醇沉的最佳工艺是乙醇浓度 0"B(醇沉时间 &! P(药液比 &1!$最佳辅料为
"

#环

糊精' 结论<水提醇沉工艺可行性较强(科学合理$制粒工艺制得的颗粒成药性良好'

关键词)<六味降糖颗粒$制剂工艺$正交实验

中图分类号)G%//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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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4JL6?EQA?Q4A?O U[@P?DA4JL64@5;J QA;:?EE4A?Y5@P D;;O 3?O5:5J46QA;Q?A@5?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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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有 / 亿多成年人患有糖尿病(其中大

部分是
$

型糖尿病' 中药在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

症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六味降糖颗粒是由丹参*

葛根等 * 味中药制成的中药降糖颗粒' 其中主药

葛根能解表退热*生津止渴(葛根中的黄酮类化合

物具有良好的扩血管作用(临床上葛根素用于改

善由于糖尿病等造成的微循环障碍' 丹参能活血

调经(祛瘀止痛(养心安神(药理学研究表明丹参

具有降血糖*防治糖尿病并发症和改善微循环的

作用
-& #$.

' 本研究采用正交实验法探究最佳水提

醇沉工艺(并筛选最佳辅料(所制备的颗粒剂稳定

可行(成药性良好'

?@材料与方法

?A?@仪器与试剂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型号)fl

#!C"""$葛根素对照品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所(批号)&&"C0! #!"&0&/"$无水乙醇!天津市天力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G"&C"$"+(分析纯"$可溶

性淀粉 !天津市德恩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C"$

"

#环糊精!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批号)!"&/"C"$"'

?AB@实验方法

?ABA?@处方吸水率<按六味降糖药的处方量称取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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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分别放入烧杯中(加入 /"" 3=水(浸泡时间分

别为 "*&"*!"*$"*/"*0"**"*%"*&!" 35J(测定吸水

率
-/.

'

?ABAB@水提醇沉工艺<以总黄酮含量和干膏重为

指标(采用 =

%

!$

/

"正交表进行实验
-0.

(水提工艺考

察加水量*煎煮次数*煎煮时间这三个因素对水提效

果的影响(醇沉工艺考察药液比*醇沉浓度和醇沉时

间这三个因素对醇沉效果的影响'

?ABAC@总黄酮含量测定<取葛根素对照品约 &0

3D(精密称定(置入 &"" 3=量瓶中(加甲醇定容(摇

匀(作为对照品母液' 精密量取葛根素对照品母液

"9!0 3=*"90" 3=*"9C0 3=* &9"" 3=*&90" 3=和

!9"" 3=至 !0 3=的容量瓶中(加 $"B的乙醇溶液

定容(摇匀(在 !0& J3处测定吸光度(并绘制标准曲

线' 将水提醇沉工艺中的中药药液过滤后(精密量

取 & 3=药液至 0" 3=的容量瓶中(加水定容(摇匀(

过滤(精密量取 "90 3=至 0" 3=的容量瓶中($"B

乙醇定容(摇匀(在 !0& J3处测定吸光度(代入上述

标准曲线中计算总黄酮的含量'

?ABAD@干膏的制备<将药液搅拌均匀(精密量取

&0 3=置已干燥并恒重的坩埚中(平行制备 $ 组(在

&"0 p下干燥(测定干膏重量'

B@结果和讨论

BA?@处方吸水率

<<吸水率实验结果见图 &(处方药材浸泡 !" 35J

后吸收率基本保持稳定(故最佳浸泡时间为 !" 35J'

图 ?@处方吸水率测定结果

BAB@水提工艺的筛选

如表 &(根据极性大小判断各因素对水提工艺

的影响大小(极差越大(影响越大(故水提工艺各因

素影响大小次序为 .!煎煮次数" a\!加水量" aW

!煎煮时间"' 每个因素下(各水平的比较主要参考

均值的大小(均值越大(该因素相应的水平提取效果

越好(故水提的最佳工艺为 \

$

W

&

.

$

(即煎煮 $ 次(每

次加 &" 倍的水(每次煎煮 &P' 在大生产中(综合考

虑表 & 实验结果与大生产中的时间成本和能源消

耗(煎煮次数中煎煮 ! 次 !均值 #C90%*"与煎煮 $

次!均值 #+9$0""差别不大(故可以煎煮 ! 次以节

约成本$另外加水量考察中(+ 倍量水 !均值 #C9

0!*"与 &" 倍量水!均值 #C9*!*"的差异很小(故定

为 + 倍量加水量更利于实际生产'

表 ?@水提工艺正交实验结果

\!加水量_倍" W!煎煮时间_P" .!煎煮次数_次" 总黄酮含量!D_付" 干膏重量!D_付" 综合!D_付"

实验 & * &9" & "9++0 09++/ 09C+/

实验 ! * &90 ! "9%$+ *9/"0 *9&%+

实验 $ * !9" $ &9&/" C9!/! C9$&/

实验 / + &9" ! &9$/* +9"C% +9//+

实验 0 + &90 $ &9/+0 +9*$+ %9!&!

实验 * + !9" & "9C&0 09$*C /9%&C

实验 C &" &9" $ &9/"+ C9**C +90!0

实验 + &" &90 & "9%*" *9!$" *9!&&

实验 % &" !9" ! &9!&/ +90%! +9&/!

均值 & *9/$! C90+* 09*$C

均值 ! C90!* C9!"C C90%*

均值 $ C9*!* *9C%& +9$0"

极差 &9&%/ "9C%0 !9C&$

BAC@醇沉工艺的筛选

由表 ! 可知(各因素影响大小次序为 .!醇沉时

间" aW!醇沉浓度" a\!药液比"(故醇沉的最佳工

艺为 \$W\$.\&(即乙醇浓度 0"B(醇沉时间 &! P(

药液比 &1!' 在大生产中(综合考虑表 ! 实验结果

与大生产中的时间成本和能源消耗(乙醇浓度 /"B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年 * 月



!均值 #C9$*&"与乙醇浓度 0"B!均值 #C9$%!"差

别很小(故可将醇沉浓度定为 /"B以节约成本$另

外药液比考察中(药液比 &1&90!均值 #C9!0%"与

药液比 &1!!均值 #C9/"$"的差异较小(故可将药

液比定为 &1&90'

表 B@醇沉工艺正交实验结果

\!药液比" W!醇沉浓度_B" .!醇沉时间_P" 总黄酮含量!D_付" 干膏重!D_付" 综合!D_付"

实验 & &1&90 $" &! &9/+" *9/+% C9$%&

实验 ! &1&90 /" !/ &9!/" C9&+! *9+%"

实验 $ &1&90 0" $* &9/C! *9+&+ C9/%C

实验 / &1& $" !/ "9%/0 09C++ 09$C0

实验 0 &1& /" $* &9$C/ C9/*C C9/$+

实验 * &1& 0" &! &9/&C C9"&C C9$%+

实验 C &1! $" $* &9$!* C9&+/ C9&C&

实验 + &1! /" &! &9/!0 C9+0& C9C0C

实验 % &1! 0" !/ &9!%& C9C/* C9!+&

均值 & C9!0% *9*/* C90&0

均值 ! *9C$C C9$*& *90&0

均值 $ C9/"$ C9$%! C9$*+

极差 "9*** "9C/* &9"""

BAD@最佳辅料的筛选

分别以可溶淀粉*

"

#环糊精*低聚果糖*果糖

二磷酸钠作为辅料(药与辅料 &1&90 研磨均匀(用

C"B的酒精做润湿剂(将制好的软材过 &/ 目筛(制

得的颗粒放入电热鼓风干燥箱 !*" p"干燥(过 /"

目筛(筛去细粉'

外观)研究发现低聚果糖制软材效果不好(太

黏$其余辅料制软材效果较好'

溶化性)按中国药典!!"&0 版"制剂通则中颗粒

剂的检查法(取颗粒 & D至 !" 3=的热水中(搅拌 0

35J(立即观察' 以可溶性淀粉制得的颗粒有明显的

沉淀(果糖二磷酸钠和低聚果糖为辅料制得的颗粒

有轻微浑浊(以
"

#环糊精的颗粒溶化性良好'

吸湿性)结果表明以低聚果糖为辅料的颗粒全

部黏在一起(以果糖二磷酸钠和可溶性淀粉为辅料

的颗粒较好$以
"

#环糊精为辅料的颗粒无明显吸

湿性(颗粒外观良好'

综上所述(

"

#环糊精制粒效果好(故以
"

#环

糊精为本制剂的辅料'

BAI@总黄酮含量测定

取葛根素线性溶液(在 !0& J3处测定吸光度(

以线性溶液浓度与紫外吸收绘制标准曲线如图 !(

结果表明在 &90C% h&!9*$

#

D/3=

#&

的范围内线性

良好'

六味降糖颗粒是由葛根*丹参等 * 味中药组成

的复方制剂(本实验采用以干膏重*总黄酮的含量为

指标(分别采用正交实验优选最佳水提工艺和醇沉

工艺(并优选最佳辅料(所制备的颗粒制剂工艺科学

合理(可行性较强(成药性良好'

图 B@葛根素对照品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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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聚谷氨酸体外美白功效评价

宋小锋&!!

! 原增艳&

! 臧淑峰!

! 许平辉!

! 路灯云&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河南 新乡 /0$"""$!9新乡博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体外评价
)

#聚谷氨酸的体外美白功效(为
)

#聚谷氨酸更广泛应用于化妆品和药品的提供理论依

据' 方法<采用对/c)自由基*IZZ)自由基*\WN̂ 自由基的清除率和酪氨酸酶的抑制率评价
)

#聚谷氨酸的体外美

白功效' 结果<

)

#聚谷氨酸质量浓度 &! 3D/3=

#&

时对/c)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CB!M.

0"

$̀9%!+3D/3=

#&

"$

)

#聚谷氨酸质量浓度 !C 3D/3=

#&

时(对 IZZ)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B!M.

0"

!̀&9%$C 3D/3=

#&

"$

)

#聚谷氨酸质量

浓度 /" 3D/3=

#&

时对 \WN̂ 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B !M.

0"

!̀/9$"$ 3D/3=

#&

"$

)

#聚谷氨酸质量浓度 $0 3D/

3=

#&

时(酪氨酸酶抑制率达到 %$9%B!M.

0"

!̀$9/$$ 3D/3=

#&

"' 结论<

)

#聚谷氨酸具有良好的体外美白功效'

关键词)<

)

#聚谷氨酸$美白$酪氨酸酶$自由基

中图分类号)k+&%

[#),;)&'*"*/>.'&$"'"( $//'0)0- */

!

K4\5'"#'&1*

^cH]g54;2R?JD

&(!

(,f\H'?JD2[4J

&

('\H]^PL2R?JD

!

(gfZ5JD2PL5

!

(=fI?JD2[LJ

&

!&="#$%%&%'O4')"#4)-#)*-6 M)#$-%&%.;("*-01*- 2%&&).)%'34-54*-. ,)64#*&7-48)9:4+;(34-54*-.(()-*- /0$""$$!=34-54*-.

D4%#*9%2%=(O+6(34-54*-.(()-*- /0$""""

56%&1)0&)<768$0&'#$<N;5JV?E@5D4@?@P?YP5@?J5JD?RR5:4:[;R

)

2Z]\!

)

2Q;6[D6L@435:4:5O" 5J V5@A;(4JO QA;V5O?4@P?;2

A?@5:46U4E5ER;A5@EY5O?A4QQ65:4@5;J 5J :;E3?@5:E4JO QP4A34:?L@5:46E99$&.*+%<NP??RR5:4:[Y4E?V46L4@?O U[/c)(IZZ)

4JO \WN̂ 3?@P;OE9NP?5JP5U5@;A[4:@5;J ;R

)

2Z]\5J @[A;E5J4E?Y?A?E@LO5?O U[LE5JD=2@[A;E5J4E?4JO =2IcZ\4E@P?ELU2

E@A4@?E9:$%;,&%<NP??XQ?A53?J@EP;Y?O @P4@@P?P5DP?E@?6535J4@5JDA4@5;;RP[OA;X[6A4O5:46Y4E%!9CB YP?J @P?34EE:;J2

:?J@A4@5;J ;R

)

2Z]\Y4E&! 3D_3=!M.

0"

$̀9%!+ 3D_3="$@P?P5DP?E@?6535J4@5JDA4@5;;RIZZ)A4O5:46Y4E%$9/B !M.

0"

!̀&9%$C 3D/3=

#&

"$@P?P5DP?E@?6535J4@5JDA4@5;;R\WN̂ A4O5:46Y4E%!9/B !M.

0"

!̀/9$"$ 3D/3=

#&

"$4JO YP?J @P?

34EE:;J:?J@A4@5;J ;R

)

2Z]\Y4E$0 3D/3=

#&

(@P?@[A;E5J4E?5JP5U5@5;J A4@?A?4:P?O %$9%B !M.

0"

!̀$9/$$ 3D_3="9<*"K

0,;%'*"<M@ELDD?E@?O @P4@

)

2Z]\Y4ED;;O 5J YP5@?J5JD?RR5:4:[5J V5@A;4JO 35DP@U??XQ?:@?O @;U?Y5O?6[4QQ65?O 5J 3?O5:5J?

4JO :;E3?@5:E9

=$- >*1+%)<

)

2Z]\$YP5@?J5JD$@[A;E5J4E?$A4O5:46E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人们使用

化妆品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化妆修饰自身的容貌(

更希望化妆品中含有安全的具有美白*抗衰老*祛斑

的功效成分(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肌肤问题
-&.

(因此

寻找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的美白活性物质已经成

为开发护肤品的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和研究热点(

^4#P4?JDo4JD

-!.

研究表明可以通过酪氨酸酶抑制

率和自由基清除率进行体外评估药物美白活性(目

前化妆品行业美白功效成分大通量筛选时也通过此

方法
-$.

'

)

#聚谷氨酸!Q;6[#

)

#D6L@435:4:5O(

)

#

Z]\"是迄今发现的少数几个可以利用微生物发酵

得到的聚合氨基酸之一(具有水溶性*可食用*生物

相容性*生物可降解*安全无毒等特性' 其分子侧链

上存在大量的 #H)

!

和 #.cc)等官能团(通过这

些官能团不仅可以被细胞表面的配体识别(还可以

将多肽*氨基酸*蛋白质等生物活性分子固定于材料

表面(进一步提高
)

#Z]\材料的细胞亲和性
-/.

'

)

#Z]\具有较好的吸水和保湿能力
-0.

(同时其又具

有药物缓释功效
-*.

' 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酪氨酸

酶抑制率和/c)*IZZ)和 \WN̂ 自由基的清除率

初步评价
)

#Z]\的体外美白功效(为其在化妆品

和药品中更广泛应用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A?@实验材料与仪器

)

#Z]\!新乡博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枯草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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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W4:566LEELU@565EIC 发酵生产"$&(&( #二苯基 #!

#苦基肼自由基!IZZ)(索莱宝"$!(!S#联氮双!$

#乙基苯并噻唑啉 #* #磺酸"二铵盐!\WN̂(阿拉

丁"$=#多巴 !德国 ^5D34"$酪氨酸酶 !德国 ^5D2

34"$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孔板!$0%" 型"$全波

长酶标仪!NP?A3;-5EP?A(型号 &0&" #"&/&""'

?AB@实验方法

?ABA?@*73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根据文献-C.

方法并做适当修改(精密量取 % 33;6/=

#&

的 -?̂c

/

溶液 0"

#

=(% 33;6/=

#&

的水杨酸#乙醇溶液 0"

#

=(不同质量浓度的
)

#Z]\样品溶液 0"

#

=(+9+

33;6/=

#&

的 )

!

c

!

溶液 0"

#

=(依次分别加入 %* 孔

板中($C p水浴 $" 35J 后(测定其在 0&" J3处的吸

光度!\5"$测定超纯水代替样品时的吸光度!\""$

测定超纯水代替 )

!

c

!

溶液时的吸光度!\T"' 并按

下式计算
)

#Z]\对/c)自由基的清除率(同时应

用 ^Ẑ^ !09" 软件计算
)

#Z]\对/c)自由基的

半数清除浓度!M.

0"

"'

自由基清除率!B" -̀& #!\5#\T"_\". j&""B

?ABAB@W443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采用文献

-+.方法进行测定(同时应用 ^Ẑ^ !09" 软件计算
)

#Z]\对 IZZ)自由基的半数清除浓度!M.

0"

"'

?ABAC@5]SQ自由基清除率的测定<采用文献-+.

方法进行测定(同时应用 ^Ẑ^ !09" 软件计算
)

#

Z]\对 \WN̂ 自由基的半数清除浓度!M.

0"

"'

?ABAD@酪氨酸酶活性抑制实验<采用酪氨酸酶多

巴氧化法
-%.

测定抑制酪氨酸酶活性' 根据表 & 设定

反应液的组成方案
-&" #&&.

(依次分别加入 ZŴ 缓冲

液!Q) *̀9+("9& 3;6/=

#&

"*不同质量浓度的
)

#

Z]\样品溶液*=#多巴!"90 33;6/=

#&

"于 %* 孔

板中($C p水浴 &" 35J 后(再加入酪氨酸酶!&"" f

/3=

#&

"(立即使用酶标仪测定其在 /C0 J3处的吸

光度(根据公式计算酪氨酸酶抑制率(同时应用

^Ẑ^ !09" 软件计算
)

#Z]\对酪氨酸酶的半抑制

浓度!M.

0"

"'

酪氨酸酶抑制率!B" -̀& #!\

:

#\

O

" _!\

4

#

\

U

". j&""B

注)公式中 \

4

为含底物 =#多巴*酪氨酸酶溶液

的吸光度$\

U

为含底物 =#多巴的吸光度$\

:

为含底

物 =#多巴*

)

#Z]\样品*酪氨酸酶溶液的吸光度$

\

O

为含底物 =#多巴*

)

#Z]\样品的吸光度'

?ABAI@统计学处理<数据用平均值 b标准差!

#

5b

:"表示' 采用 ^Ẑ^ !0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以 !F"9"0 表示具有统

计学差异'

表 ?@酪氨酸酶抑制率测定中反应液组成

试剂 4液_

#

= U 液_

#

= :液_

#

= O 液_

#

=

ZŴ 缓冲液 0" 0" 0" 0"

=#多巴溶液 &"" &0" 0" &""

待测
)

#Z]\样品 # # 0" 0"

酪氨酸酶液 0" # 0" #

B@结果

BA?@

!

R4\5对*73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随着
)

#Z]\质量浓度的增加(对/c)自由基

的清除能力显著增强(当
)

#Z]\质量浓度 &! 3D/

3=

#&

时(对/c)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CB(在实

验设置浓度范围内二者呈现明显量效关系(计算
)

#Z]\对/c)自由基的半数清除率浓度 M.

0"

为 $9

%!+ 3D/3=

#&

(见图 &' 表明
)

#Z]\具有良好的

体外清除/c)自由基作用'

图 ?@

!

R4\5对*73自由基的清除作用$$HI&

BAB@

!

R4\5对 W443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随着
)

#Z]\质量浓度的增加(对 IZZ)自由基

的清 除 能 力 显 著 增 强( 当
)

#Z]\质 量 浓 度

!C 3D/3=

#&

时(IZZ)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B(在

实验设置浓度范围内呈现明显量效关系(计算
)

#

Z]\对 IZZ)自由基的 M.

0"

为 !&9%$C 3D/3=

#&

(见

图 !' 表明
)

#Z]\具有良好的体外清除 IZZ)自由

基作用'

图 B@

!

R4\5对 W443自由基的清除作用$$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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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

!

R4\5对 5]SQ自由基的清除效果

随着
)

#Z]\质量浓度的增加(对 \WN̂ 自由

基的清除能力显著增强(当
)

#Z]\质量浓度 /" 3D

/3=

#&

时(\WN̂ 自由基清除率达到 %!9/B(在实验

设置浓度范围内呈现明显量效关系(计算
)

#Z]\

对 \WN̂ 自由基的 M.

0"

为 !/9$"$ 3D/3=

#&

(见图

$' 表明
)

#Z]\具有良好的体外清除 \WN̂ 自由

基作用'

图 C@

!

R4\5对 5]SQ自由基的清除作用$$HI&

BAD@

!

R4\5对酪氨酸酶的抑制效果

随着
)

#Z]\质量浓度的增加(对酪氨酸酶的

抑制能力显著增强(当
)

#Z]\质量浓度达到 $0 3D

/3=

#&

时(酪氨酸酶抑制率达到 %$9%B(在实验设

置浓度范围内呈现明显量效关系(计算
)

#Z]\对

酪氨酸酶的半抑制浓度 M.

0"

为 !$9/$$ 3D/3=

#&

(

见图 /' 表明
)

#Z]\具有良好的体外抑制酪氨酸

酶作用'

图 D@

!

R4\5对酪氨酸酶活性的影响$$HI&

C@讨论

皮肤作为人体最外层的组织(直接暴露于环境

容易引起氧化应激反应造成氧化损伤
-&$.

(导致皮肤

衰老*皮肤肿瘤*光老化*红斑狼疮等皮肤疾病
-&/.

'

自由基作为新发现的致病因子已经引起广泛关注(

它与炎症*肿瘤*心血管等疾病的发生有关' 医学毒

理学和生物学副作用研究发现(人工合成的抗氧化

剂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会引起皮肤过敏*肝脏损

伤(甚至诱发癌症
-&0.

(在崇尚回归自然的潮流中(寻

找出具有安全*无毒副作用的天然美白功效原料(已

成为开发护肤品*防氧化损伤药物的一个切实可行

的途径和研究热点' 清除自由基在细胞脂质过氧化

反应中可消除反应产生的游离自由基(阻止损害细

胞膜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的进行
-&*.

(进而保护皮肤'

采用/c)自由基清除法*IZZ)法和 \WN̂ 法评价

药物的自由基清除能力(具有快速*简便*灵敏的优

点(在化 妆品 行业可实现 大量 样本 的 快 速 筛

查
-&C #&+.

' 实验表明
)

#Z]\同时对/c)*IZZ)*

\WN̂ 自由基均具有良好的清除效果(

)

#Z]\对 $

种自由基的清除率均可以达到 %!B以上' 对/c)

自由基的 M.

0"

$̀9%!+ 3D/3=

#&

(IZZ)自由基的

M.

0"

!̀&9%$C 3D/3=

#&

(对 \WN̂ 自由基的 M.

0"

`

!/9$"$ 3D/3=

#&

' 表明其具有良好的自由基清除

活性'

酪氨酸酶可将多巴氧化为多巴醌(进而产生一

系列引起皮肤褐变的色素类物质(是人体黑色素合

成过程中所需的关键限速酶
-&%.

(因此通过抑制酪氨

酸酶的活性可减少黑色素的形成
-!".

' 通过评估美

白活性成分对酪氨酸酶的抑制率和对自由基的清除

率来表征其美白功效(操作简单*结果呈现快速*所

需成本低(适用于对美白活性成分的高通量筛选'

实验结果表明
)

#Z]\对酪氨酸酶抑制率可达到

%$9%B(初步表明其具有良好的美白功效'

=??HG

-!&.

研究表明
)

#Z]\具有良好的皮肤

保水保湿效果(加上其良好的体外美白功效(同时

c]fH=1,1

-&.

和刘霞
-!.

研究表明
)

#Z]\对皮肤

具有极高的安全性(因此
)

#Z]\在化妆品或药品

行业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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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健康领域已经开始崛起%巨头布局+大健康,战略

<<在 %互联网 e& 发展战略的推动下( 互联网正在逐步渗透到多个领域( 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 拥有

巨大市场潜力的健康领域肯定也不例外'

互联网企业方面( 百度等互联网巨头正在积极通过自己的平台优势和大数据资源来进行健康服务的布

局$ 传统医疗方面( 如上海松江区中心医院通过手机客户端的方式来开拓线上市场( 开展掌上业务( 打造

新型健康服务$ 此外( 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医疗平台诸如好大夫在线* 寻医问药网等健康网站( 也在凭借自

己积累的经验成为互联网健康领域的行家里手'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 互联网健康行业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事实上仍处于发展初期( 各方面的发展还很

不成熟' 由于医疗健康相关行业专业化程度高( 且存在较高的门槛( 因此( 在未来只有通过产业合作和商

业并购并行( 才能将这一产业带入正轨( 实现高速发展'

!"&$ 年 ! 月( 百度与国家药监局就达成了合作' 前者通过平台来向用户提供包括健康信息查询在内

的各项服务( 后者则为前者开放药品数据库等信息'

商业并购则是非健康领域的企业迅速涉足这一领域的另一条捷径' 作为国内最大的视频社交平台( 天

鸽互动于 !"&0 年年初以千万金额收购了移动互联网健康信息服务公司杭州希禾( 而这一巨额收购主要是

天鸽互动看中了希禾在健康管理信息化和健康信息服务研发推广方面的显著优势' 借助这一优势踏足健康

领域* 布局移动医疗'

巨头们的动作往往能在很多领域掀起风浪( 在互联网健康领域同样如此' 当然( 鉴于这个行业仍处在

发展初期( 各方面还未成熟( 谈及成败为时尚早( 小型的健康平台仍然可以通过差异化发展道路( 挖掘出

自己的生存空间' 但是要想深耕这一细分领域( 如果没有强大力量的支撑( 仍难免后继乏力( 最终可能出

现危机'

不难预见( 未来健康领域的发展仍旧会被巨头占据大部分优势( 其长期积累的资金* 资源和产品优势

是小型平台无法比拟的( 若不加以干预( 医疗健康领域也会呈现出马太效应' 直到市场尘埃落定( 不但小

型企业难有立足之地( 其他大型互联网企业也将难以渗透44

信息来源! 百度

$供稿人!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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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C #$"

基金项目!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cW1专项教学改革项目 !编号) !"&+&&"$ !9项目经费来源) 校级科技创新团队 !新药研发科技创新团

队( 编号) ^NI!"&*"!"$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校级重点教改课题 !应用技术型院校生物医药专业集群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 !""C"*"'

作者简介! 李彦灵(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天然药物化学( 123456) 3Ld5+C&!"$7&*$9:;3'

女贞子化学成分及抗氧化活性研究

李彦灵&

! 叶同生!

! 苏慧慧&

! 詹璐璐&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 新乡 /0$""$$!9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0"""/"

摘要!<目的<研究中药女贞子的化学成分及其抗氧化活性(为女贞子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运

用超高效液相 #高分辨质谱联用技术!f)Z=.#Nc-#î "对女贞子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快速分析(以甲醇浸提(乙醇热

溶冷沉法纯化制备女贞子总三萜(并采用 !(! #二苯基 #& #苦基肼!IZZ)"法测定总三萜的抗氧化能力' 结果<产于

河南的女贞子样品在正负离子模式下(设定响应值大于 0""" 共检测出 !C 种化合物(其中有 * 种化合物相对含量达 0B

以上(橄榄苦苷达 &09+%B(齐墩果酸达 &/900B' 制备的女贞子总三萜纯度为 %$9$$B(浓度在 !&/9%

#

D/3=

#&

时(对

IZZ)的清除率为 %/9*0B(与维生素 .!l."的清除率 %*9C+B接近' 结论<此女贞子中化合物种类较多(为进一步提

取橄榄苦苷及齐墩果酸提供了依据' 乙醇热溶冷沉法制备女贞子总三萜纯度高(其抗氧化能力与 l.接近'

关键词)<超高效液质联用$女贞子$化学成分$IZZ)

中图分类号)G%$&9*

Q&;+- *"0.$F'0),0*"%&'&;$"&%)"+)"&'*U'+)"&)0&'#'&'$%*/E'(;%&1;F ,;0'+;F

=M,4J265JD

&

(,1N;JD2EP?JD

!

(^f)L52PL5

&

(')\H=L26L

&

!&="#$%%&%'!$*9/*#;(34-54*-. ,)64#*&7-48)9:4+;(34-54*-.(()-*- /0$""$!=U''4&4*+)6 (%:@4+*&%'()-*- F-:+4+1+)%'M9*64H

+4%-*&2$4-):),)64#4-)(P$)-.N$%1(()-*- /0"""/"

56%&1)0&)<768$0&'#$<N;E@LO[@P?:P?35:46:;JE@5@L?J@E4JO 4J@5;X5O4J@4:@5V5@[;R=5DLE@AL36L:5OL3(4JO @;QA;V5O?

E:5?J@5R5:U4E5ER;A5@ERLA@P?AO?V?6;Q3?J@4JO L@565d4@5;J99$&.*+%<NP?:P?35:46:;JE@5@L?J@E;R=5DLE@AL36L:5OL3Y?A?4J42

6[d?O U[L6@A42P5DP Q?AR;A34J:?658L5O :PA;34@;DA4QP[2P5DP A?E;6L@5;J 34EEEQ?:@A;3?@A[!f)Z=.2Nc-2î "9NP?@;@46@A5@?AQ?2

J;5OE;R=5DLE@AL36L:5OL3Y?A?QLA5R5?O U[3?@P4J;64JO ?@P4J;69NP?4J@5;X5O4J@4:@5V5@[;R@;@46@A5@?AQ?J;5OEY4EO?@?A35J?O

U[!(!2O5QP?J[62&2Q5:A[6P[OA4d5J?!IZZ)"9:$%;,&%<!C :;3Q;LJOEY?A?O?@?:@?O 5J @P?=5DLE@AL36L:5OL3RA;3)?J4J ZA;V2

5J:?LJO?A@P?Q;E5@5V?4JO J?D4@5V?5;J 3;O?(Y5@P 4E?@A?EQ;JE?V46L?;R3;A?@P4J 0"""9\3;JD@P?3(* :;3Q;LJOEP4O 4A?62

4@5V?:;J@?J@;R3;A?@P4J 0B(;65V;Q5:A5J Y4E&09+%B(4JO ;6?4J;65:4:5O Y4E&/900B9NP?QLA5@[;R@;@46@A5@?AQ?J;5OE;R=52

DLE@AL36L:5OL3Y4E%$9$$B9KP?J @P?:;J:?J@A4@5;J Y4E!&/9%

#

D/3=

#&

(@P?IZZ)E:4V?JD5JDA4@?Y4E%/9*0B(YP5:P

Y4E:6;E?@;@P4@;RV5@435J .!l." ;R%*9C+B9<*"0,;%'*"<NP?A?4A?34J[>5JOE;R:;3Q;LJOE5J =5DLE@AL36L:5OL3(YP5:P

QA;V5O?E4U4E5ER;ARLA@P?A?X@A4:@5;J ;R;65V;Q5:A5J 4JO ;6?4J;65:4:5O9NP?QLA5@[;R@;@46@A5@?AQ?J;5OERA;3=5DLE@AL36L:5OL3

QA?Q4A?O U[?@P4J;6P;@2O5EE;6L@5;J 4JO :;6O2QA?:5Q5@4@5;J 3?@P;O 5EP5DP(4JO 5@E4J@5;X5O4J@4:@5V5@[5E:6;E?@;@P4@;Rl.9

=$- >*1+%)<L6@A42P5DP Q?AR;A34J:?658L5O :PA;34@;DA4QP[2P5DP A?E;6L@5;J 34EEEQ?:@A;3?@A[!f)Z=.2Nc-2î "$=5DLE2

@AL36L:5OL3$:P?35:46:;JE@5@L?J@E$IZZ)

<<女贞子为木犀科植物女贞 =5DLE@AL3 6L:5OL3

\5@9的干燥成熟果实(是一味补肾滋阴*养肝明目的

中药(可用于肝肾不足*头晕耳鸣*头发早白及两目

昏糊等病症' 三萜类化合物为其主要化学成分(且

含量高(有文献报道其含量可达到 *9"+B

-& #/.

' 三

萜类化合物具有降血脂*抗肿瘤*抗炎等药理活

性
-0 #*.

(g54;等
-C #+.

从中药材中分得的三萜类化合

物具有抗免疫缺陷病毒!)Ml"活性' 为深入研究女

贞子中的化学成分(作者对河南产女贞子进行系统

的化学成分研究(并从中提取分离得到了高纯度的

总三萜(通过测试女贞子总三萜对 IZZ)自由基的

清除能力(评价其抗氧化活性(为进一步的系统研究

奠定基础'

?@仪器与材料

?A?@仪器

-K#&"" 型高速万能粉碎机!北京中兴伟业仪

器有限公司"$岛津 ^)Mi\I'f\fg$!" 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o)#*""I1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岛津

=.#$"\色谱仪$\W^.M1gNA5Q6?Nc-0*"" e质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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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M1g公司(产地)美国"$N* 新世纪紫外可见分

光光度计!北京普析通用仪器有限公司"'

?AB@材料

样品女贞子于 !"&C 年 &! 月采自河南省原阳

县(植物标本由新乡医学院药学院苏慧慧老师鉴定(

经鉴定为木犀科植物女贞的干燥成熟果实(样本存

放于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天然药物化学研究

室' 熊果酸购自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批号)

&&"C/! #!"&*!!"$!(! #二苯基 #& #苦基肼 !IZ2

Z)"*l.*高氯酸为优极纯$香草醛*冰乙酸*甲醇*

无水乙醇均为分析纯' 用于色谱分析的甲醇为色谱

纯 !-5EP?A公司"$纯水为自制'

B@实验方法

BA?@化学成分测定

BA?A?@供试品制备方法<精密称取粉碎过 *" 目筛

的女贞子粉末 "9! D(置于玻璃试管内(加入 0 3=

0"B甲醇 #水溶液(称定重量' 室温浸泡 / P(/" p

超声 /" 35J(补足损失的重量(取上清液 &$"" A_35J

离心 &" 35J("9!!

#

3微孔滤膜过滤后(备用' 同样

条件制得空白对照品(备用' 所有样品放入 / p冰

箱保存(在分析前取出!保存时间不能超过 !/ P"'

BA?AB@色谱条件<色谱仪器为)岛津=.#$"\' 色

谱柱 .&+!&9C

#

3(!9& j&"" 33"$柱温 /" p$流速

为 "9!0 3=_35J$进样量 0

#

=$流动相采用甲醇 #"9

!B甲酸水溶液的梯度洗脱(具体见表 &'

表 ?@流动相梯度洗脱程序

N53?!35J" \!"9!B甲酸水" W!甲醇"

"9"& %0 0

&0 C0 $"

$0 0 %0

$C 0 %0

$C9& %0 0

/" E@;Q

BA?AC@质谱条件<质谱仪器为 \W^.M1gNA5Q6?

Nc-0*"" e' 离子化模式为电喷雾正离子模式(离

子源电压为 00""l(离子源温度为 0"" p(去簇电压

!IZ"为 &""l(碰撞能量!.1"$0?l(碰撞能量扩展

!.1̂ "&0?l' 雾化气体为氮气(辅助气 & 为 0"ẐM(

辅助气 ! 为 0"ẐM(气帘气为 /"ẐM' 一级质谱母离

子扫描范围为 0" h&"""(MI\设置响应值超过 &""

:QE的 * 个最高峰进行二级质谱扫描(子离子扫描

范围为 0" h&"""(开启动态背景扣除!IŴ "'

离子化模式为电喷雾负离子模式(离子源电压

分别为 #/0""l(离子源温度为 0"" p(去簇电压

!IZ"为 &""l(碰撞能量!.1"为 #$0?l(碰撞能量

扩展!.1̂ "分别为 &0?l' 雾化气体为氮气(辅助气

& 为 0"ẐM(辅助气 ! 为 0"ẐM(气帘气为 /"ẐM' 一

级质谱母离子扫描范围为 0" h&"""(MI\设置响应

值超过 &"" :QE的 * 个最高峰进行二级质谱扫描(子

离子扫描范围为 0" h&"""(开启动态背景扣除

!IŴ "'

BAB@总三萜制备

取女贞子药材 $" >D(&"" =甲醇浸提 $ 次(每次

/ hC 天(合并浸提液(*" p减压回收溶剂至浸膏状'

以水分散混悬(石油醚萃取至颜色不再加深(回收溶

剂至浸膏(备用' 水相继续用乙酸乙酯萃取至颜色

不再加深(回收溶剂(得乙酸乙酯部位浸膏'

取 0" D乙酸乙酯部位浸膏(*0 p超声振荡溶于

0"" 3=无水乙醇中(自然冷却至室温(析出三萜沉

淀(抽滤(室温下用无水乙醇洗涤' 滤液与前母液合

并' 合并后母液 *" p减压浓缩至溶液浑浊(开始析

出固体(自然冷却至室温(析出三萜沉淀'

BABA?@标准曲线的制备<精密称取 $9$ 3D熊果酸

定容至 !0 3=容量瓶(加甲醇溶解定容(摇匀即得浓

度为 "9&$! 3D/3=

#&

的对照品溶液' 称取熊果酸

对照品溶液 "*"9!*"9/*"9**"9+*&9" 3=置于试管

中(&"" p水浴蒸干甲醇(加入新配制的 0B香草醛

#冰乙酸溶液 "9! 3=和 &9"" 3=高氯酸溶液(密

塞(在 *" p水浴加热 &0 35J 后(移入冰水浴(再加

入 09"" 3=冰乙酸摇匀(在 0/0 J3处测定吸光度'

BABAB@重复性试验<精密称取同一样品 &"9" 3D(

共 0 份(按%!9!&项下制备样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

品溶液 &9" 3=(按标准曲线项下操作(在 0/0 J3处

测定吸收值'

BABAC@稳定性试验<精密称取同一样品 &"9" 3D(

按%!9!&项下制备样品溶液(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9" 3=(按标准曲线项下操作(分别在 "*$"**"*%"*

&!" 35J 0/0 J3处测定其吸光度值'

BABAD@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同一样品 &"9" 3D(共

* 份(精密称定(分别精密加入对照品 $9" 3D(按%!9

!&项下制备样品(精密吸取供试品溶液 &9" 3=(按

标准曲线项下操作(测定各样品的吸光度值'

BABAI@总三萜含量的测定<精密称取制备好的三

萜样品 &"9" 3D(至 &"" 3=容量瓶(加甲醇溶解(定

容至刻度备用' 精密吸取样品溶液 &9" 3=至试管

中(分光光度计测定总三萜含量'

BAC@抗氧化实验

BACA?@W443溶液的配制<IZZ)母液)精密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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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DIZZ)至 0" 3=容量瓶' 乙醇溶解(定容'

IZZ)稀释液)精密吸取 !"3=IZZ)母液至

&"" 3=容量瓶(乙醇定容'

BACAB@样品溶液的配制<精密称取 $"9C 3D女贞

子三萜样品(至 &"" 3=容量瓶中(无水乙醇溶解(定

容至刻度(备用'

BACAC@抗氧化标准曲线的绘制<取 &&9$ 3Dl.至

&"" 3=容量瓶(用乙醇定容(得 l:浓度为 "9&&$ 3D/

3=

#&

' 精密吸取上述 l.溶液 "9&*"9!*"9**"9+*

&9**!9"*/9"**9"*&"9"*&*9"*!"9" 3=置于 !0 3=

容量瓶中(乙醇定容' 分别吸取上述不同浓度 l.

溶液 &9" 3=至试管中(依次加入 !9" 3=IZZ)稀

释液(摇匀(避光反应 $" 35J 后在 0&C J3处测吸光

度 I

&

' 再分别吸取上述不同浓度 l.溶液 &9" 3=

至试管中(分别加入 !9" 3=乙醇(摇匀(避光反应

$" 35J 后在 0&C J3处测吸光度 I

!

' 取 & 支试管(

加入 !9" 3=IZZ)和 &9" 3=乙醇(摇匀(避光反应

$" 35J 后在 0&C J3处测吸光度 I

"

' 按照以下公式

计算 l.对 IZZ)的清除率)

IZZ)清除率!B" !̀& #

I

&

#I

!

I

"

" j&""B

BACAD@总三萜抗氧化能力的测定<分别吸取 "9&*

"90*&9"*!9"*$9"*$90*/9"*/90*09"**9"*C9"*+9"

3=的样品溶液各两份至不同的试管中(一份样品加

入 !9" 3=IZZ)稀释液*不同体积的乙醇溶液使总

积均为 &"9" 3=(摇匀(避光反应 $" 35J 后用无水乙

醇作参比(在 0&C J3处测定测定吸光度 I

&

' 另一

份样品加入乙醇溶液使总体积均为 &"9" 3=(摇匀(

避光反应 $" 35J 后以无水乙醇作参比(在 0&C J3

处测定测定吸光度 I

!

' 取 !9" 3=IZZ)溶液至试

管中(加入 +9" 3=乙醇溶液(摇匀(避光反应 $" 35J

后用无水乙醇作参比(在 0&C J3处测定测定吸光度

I

"

' 计算样品溶液 IZZ)清除率' 以 l.及样品浓

度!

#

D/3=

#&

"为横坐标(IZZ)清除率为纵坐标绘

制曲线(见图 /'

C@实验结果

CA?@女贞子化学成分分析

通过近五年文献调研(查找了 0C 种女贞子活性

成分(建立女贞子活性成分数据库(采用飞行时间高

分辨质谱对数据库中的活性成分匹配(定性分析女

贞子中药活性成分' 通过无目标物搜索(从质谱图

中找到响应值超过 0"" 的成分共 C%*& 种$通过数据

库中药活性成分目标物搜索(女贞子提取物正负离

子模式下共检测到 $! 种中药活性成分(其中响应值

大于 0""" 的活性成分共有 !C 种' 总离子流图见图

& 和图 !' 女贞子中化学成分的匹配结果及详细信

息见表 !'

CAB@总三萜的制备

女贞子药材 $" >D(共制备总三萜粗品 %0" D'

按%!9!&方法分离纯化总三萜(合并 $ 次沉淀物(得

总三萜 !09*& D'

CABA?@标准曲线<以熊果酸对照品浓度 !3D/

3=

#&

"为横坐标(吸光度!\"为纵坐标绘制标准曲

线' 回归方程为), /̀!9!+g#"9""$(À "9%%% %(

表明熊果酸在含量为 "9"" h"9"!&$ 3D范围内与吸

光度呈良好线性关系'

图 ?@女贞子提取物与空白正离子模式下总离子流图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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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女贞子提取物与空白负离子模式下总离子流图

表 B@女贞子化学成分'质量及相对含量

HL3U?A H43? -;A3L64 \OOL:@ -;LJO i4EE 1AA;A GN MJE@?JE5@[ BG?64@5V?:;J@?J@

& 橄榄苦苷 .!0)$!c&$ #) 0$%9&CC!$ "9/ &$9&+ !//+!!C &09+%B

! 齐墩果酸 .$")/+c$ #) /009$0$0! & $&9&C !!/!!%" &/900B

$ 熊果酸 .$")/+c$ #) /009$0$0! & $&9&C !!/!!%" &"9%0B

/ 乙酰熊果酸 .$!)0"c/ #) /%C9$*$%$ "9* $/9&% &**/00& &"9+"B

0 &% #4#羟基 #$ #乙酰乌索酸 .$!)0"c0 #) 0&$9$0+%+ "9+ $"9&$ &0%+C!% &"9$+B

* $ #c#香豆酰 #委陵菜酸 .$%)0/cC #) *$$9$+"// &9! !+9*! &$&*$!+ +90/B

C 委陵菜酸 .$")/+c0 #) /+C9$/$"+ "9/ !$9!* 0C*C&/ $9C/B

+ $(/ #二羟基苯乙基 #

"

#葡萄糖苷 .&/)!"c+ #) $&09&"+C$ "9* $9/% /%+0/* $9!/B

% 特女贞苷 .$&)/!c&C #) *+09!$00C "9% &&9!% /"+$$% !9*0B

&" 槲皮苷 .!&)!"c&& e) //%9&"+&/ "9C &"9"% $%!**+ !900B

&& 木犀草素 #C #c#

"

#I#葡萄糖苷 .!&)!"c&& e) //%9&"+&/ "9C &"9"% $%!**+ !900B

&! 女贞苷 .!0)$!c&! #) 0!$9&+&C! #"9C &09"0 $&$$C$ !9"$B

&$ 芦丁 .!C)$"c&* #) *"%9&/00+ #"9% %9!C $"%%$& !9"&B

&/ 芹菜素 #C #c#

"

#I#吡楠葡萄糖苷 .!&)!"c&" #) /$&9"%C%0 #& &&90! !/*/*& &9*"B

&0 芹菜素 #C #c#

"

#I#葡萄糖苷 .!&)!"c&" #) /$&9"%C%0 #& &&90! !/*/*& &9*"B

&* 芹菜素 .&0)&"c0 #) !*%9"/*"% ! &*9+$ &++*/+ &9!!B

&C 女贞子酸 .&C)!/c&/ #) /0&9&"+*+ #&9/ $9+! C!&%* "9/CB

&+ 对羟基苯乙基 #

"

#I#葡萄糖苷 .&/)!"cC #) !%%9&&$%! & /9// /"++C "9!CB

&% 红景天苷 .&/)!"cC #) !%%9&&$%! & /9// /"++C "9!CB

!" 葡萄糖 .*)&!c* #) &C%9"0*%% /9% &9"! $+C/% "9!0B

!& 硬脂酸 .&+)$*c! #) !+$9!*0"& !9C $*9!* $"$/& "9!"B

!! 十七烷酸甲酯 .&+)$*c! #) !+$9!*0"& !9C $*9!* $"$/& "9!"B

!$ 磷脂酰胆碱 ./!)+"Hc+Z e) C0+90*%&! #"9/ $/9+* &%!$$ "9&!B

!/ 岩藻糖 .*)&!c0 #) &*$9"*&% /9$ "9%C &/$+& "9"%B

!0 乙酸龙脑酯 .&!)!"c! #) &%09&$%%% /9+ !!9*% 0%0/ "9"/B

!* 槲皮素 .&0)&/c% #) $$C9"0**! "9$ *9/& 0+&0 "9"/B

!C 阿拉伯糖 .0)&"c0 #) &/%9"/0%* !9C &9"0 00&/ "9"/B

!+ 右旋 #花旗松素 .&0)&!cC e) $"09"*0+/ "9% C9!0 /CC+ "9"$B

!% 对 #羟基苯乙醇 .+)&"c! e) &$%9"C00& &9& /9!C !%%$ "9"!B

$" 胡萝卜苷 .$0)*"c* e) 0CC9//*!0 " $/9/ !%/0 "9"!B

$& 高圣草素 .&*)&/c* e) $"$9"+*$0 "9& !$9*& &%!! "9"&B

$! 十四烷酸甲酯 .&0)$"c! #) !/&9!&+&+ $9* $!9% &&/!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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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女贞子三萜含量测定标准曲线

CABAB@重复性试验<取女贞子样品 0 份(进行总三

萜含量测定(重复性试验 Ĝ I为 $9"+B(表明该方

法重复性良好'

CABAC@稳定性试验<取女贞子样品一份(分别在

"($"(*"(%"(&!" 35J 测定总三萜含量(结果显示

Ĝ I为 &9/&B(表明样品在 &!" 35J 内稳定性良好'

CABAD@加样回收率试验<取女贞子样品(按标准曲

线项下操作(测得平均加样回收率为 %%90&B(试验

Ĝ I值为 &9!+B' 见表 $'

表 C@女贞子三萜含量测定加样回收率试验结果

序号
取样量

!3D"

样品中三萜

含量!3D"

加入熊

果酸!3D"

吸光度
测得三萜

含量!3D"

加样回

收率!B"

平均加样

回收率!B"

Ĝ I!B"

& &"9$ %9*& $9" "9+0* &!9*" %%9+$ %%90& &9!+

! &"9! %90! $9" "9+/& &!9$+ %+90"

$ &"9" %9$$ $9" "9+$! &!9!/ %%9"0

/ &"9$ %9*& $9" "9+/$ &!9/& %C9+0

0 &"9& %9/$ $9" "9+/% &!9/% &""9C!

* &"9! %90! $9" "9+0+ &!9*$ &"&9&!

CABAI@总三萜含量测定<取女贞子样品 0 份(按标

准曲线项下方法(测得总三萜含量为 %$9$$B(Ĝ I

值为 $9&!B' 见表 /'

表 D@女贞子三萜含量测定结果

序号 取样量!3D" 吸光度 三萜浓度!

#

D/3=

#&

"

三萜含量!B" 平均值!B" Ĝ I!B"

& &"9! "9*C0 &*9"/ %C9/C %$9$$ $9&!

! &"9& "9*/! &09!* %$9*0

$ &"9$ "9*$C &09&/ %&9&!

/ &"9" "9*// &09$" %/9++

0 &"9$ "9*!* &/9++ +%900

CAC@抗氧化实验

由图 / 可知(l.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 **9*/

#

D/3=

#&

时(清除率达到 %C9"0B(女贞总三萜清除

IZZ)能力随着浓度的增大而增大(当浓度超过约

&"C9/0

#

D/3=

#&

(清除率达到 %!90%B(之后随着

浓度的增大清除率变化不大'

图 D@ <̂和女贞子总三萜 W443清除能力

D@讨论

女贞子是常见的中药材(临床用量较大' 其中

含有齐墩果酸*红景天苷等(具有保肝*治疗糖尿病

的作用(同时对人的心血管系统也有良好的保护作

用
-% #&&.

' 河南地区中药材女贞子的产量非常大'

该研究所用女贞子采摘于河南原阳县黄河大堤旁(

利用高分辨质谱(在正负离子模式下(设定响应值大

于 0""" 共检测出 !C 种化合物(其中有 * 种化合物

相对含量达 0B以上(橄榄苦苷达 &09+%B(齐墩果

酸达 &/900B' 高分辨质谱给出的精确分子式信

息(结合多级质谱提供的特征碎片离子及裂解途径

分析策略
-&! #&/.

(为女贞子的物质基础研究*质量控

制提供了准确*快速的检测方式'

IZZ)在有机试剂中以一种稳定的自由基存

在(其乙醇溶液显紫色(在 0&C J3附近有最大吸收'

当 IZZ)溶液中加入自由基清除剂!如 l:"(IZZ)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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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电子被配对(在 0&C J3处的吸光度变小(颜色

变浅(且这种颜色的变浅程度与配对电子数成正比

关系
-&/ #&*.

' 因此(可通过在此波长处吸光度的测定

来评价样品清除自由基的能力(从而评价样品的抗

氧化能力'

女贞子中的三萜类化合物是其主要活性成分之

一(且含量较高' 本实验利用女贞子中三萜类化合

物在冷热乙醇中溶解度差异较大的特性制备女贞子

总三萜(该方法简单*高效(总三萜纯度达 %$9$$B'

在 IZZ)清除实验中(女贞子三萜显示了良好的清

除自由基的能力(在浓度为 $9"C h!/09*

#

D/3=

#&

范围内(其抗氧化活性均接近 l:' 通过测定女贞总

三萜对 IZZ)的清除率(结果表明其具有抗氧化活

性(样品浓度在 !&/9%

#

D/3=

#&

时(对 IZZ)的清

除率为 %/9*0B(与 l.的清除率 %*9C+B接近' 常

霞等
-&C.

对金银花中的三萜进行研究发现金银花总

三萜具有一定的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清除率 0"B即

M.0" 所对应浓度分别为 !*9& 3D/3=

#&

和 &+9+ 3D

/3=

#&

(且清除能力随总三萜含量增加而增强(呈

现出良好的剂量效应关系' 这与姚文红等
-&+.

对女

贞花的研究结果相类似' 该研究可为女贞子的综合

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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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创新研究#

虚实结合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实践与反思

王亚娟! 杨全中! 张乐晶! 杨保胜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 河南 新乡 /0$""""

摘要!<医学生物化学实验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耗时长(操作复杂(仪器昂贵(试剂毒性等问题(且我校实验室周转紧

张(学生不能系统学习相关实验(针对这种情况(我校引入相关兄弟院校的虚拟仿真实验(开展虚实结合的相关实验教

学模式' 根据不同的专业选择不同的实验模块进行线上线下结合进行学习' 这种模式的教学解决了我校实验教学的

实际问题(同时可以提高学生自学能力以及学习生物化学实验的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在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需要做到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原则'

关键词)<医学生物化学实验(虚拟仿真(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9"

41)0&'0$)"+1$/,$0&'*"*"&.$&$)0.'"( */F$+'0),6'*0.$F'%&1- $U2$1'F$"&0*F6'"'"( #'1&;),)"+1$),K

'&- )221*)0.

K\H],42TL4J(,\H]kL4J2dP;JD(')\H]=?2T5JD(,\H]W4;2EP?JD

!"#$%%&%'D*:4#,)64#4-)("*-01*- 2%&&).)%'34-54*-. ,)64#*&7-48)9:4+;(34-5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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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JDQA;:?OLA?E(:;3Q65:4@?O ;Q?A4@5;JE(?XQ?JE5V?5JE@AL3?J@E4JO @;X5:A?4D?J@E9i;A?;V?A(@P?64U;A4@;A[@LAJ;V?A;R;LAE:P;;6

5E@5DP@(4JO E@LO?J@E:4JJ;@6?4AJ 3?O5:46U5;:P?35E@A[?XQ?A53?J@EE[E@?34@5:466[9.;JE?8L?J@6[(;LAE:P;;65J@A;OL:?O V5A@L46

E53L64@5;J ?XQ?A53?J@E4JO :4AA5?O ;L@@P?@?4:P5JD3;O?6:;3U5J5JDV5A@L464JO A?465@[4QQA;4:P9\::;AO5JD@;34T;AE(O5RR?A?J@

?XQ?A53?J@463;OL6?EY?A?E?6?:@?O R;A;J65J?4JO ;RR65J?6?4AJ5JD9NP5E3;O?6;R@?4:P5JD4:P5?V?O D;;O ?RR?:@U[E;6V5JDQA4:@52

:46QA;U6?3E;RU5;:P?35E@A[?XQ?A53?J@@?4:P5JD5J ;LAE:P;;64JO 53QA;V5JDE@LO?J@ES4:@5V?6?4AJ5JD4JO 5J@?A?E@9MJ @P?V5A@L46

E53L64@5;J ?XQ?A53?J@@?4:P5JD(P;Y?V?A(V5A@L464QQA;4:P J??OE@;U?:;3U5J?O 4JO :;3Q6?3?J@?O Y5@P A?46;J?E(4JO @P?64@@?A

J??OE@;U?P5DP65DP@?O9

=$- >*1+%)<3?O5:46U5;:P?35E@A[?XQ?A53?J@(V5A@L46E53L64@5;J(@?4:P5JDA?R;A3

<<医学生物化学是所有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是

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
-&.

' 而医学生物化学实

验对于强化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以及相关理论知

识的掌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 同时还可以通

过实验提高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
-$.

'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本科生从一年级下学

期(专科生从一年级上学期开始安排医学生物化学

理论及实验课程' 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的

知识结构以及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的教学现状(将

医学生物化学实验分为以下几个模块)医学生物化

学实验基本功训练模块$分子生物学基本技术模块

和蛋白质实验基本技术模块$设计型实验模块$创新

型实验模块'

?@医学生物化学实验目前开展现状

常规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不但耗时长(操作复

杂(而且一些有毒试剂和致癌试剂还有可能引起一

些安全隐患(对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同时有些生化

仪器比较昂贵
-/.

(种种因素制约着医学生物化学实

验的开展'

另外目前常规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都是老师讲

解(学生操作' 这种模式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强(缺乏独立思考

的机会
-0 #*.

' 而且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全校用于医

学生物化学的分析测试实验室只有 / 个(而每年需

要开设全校 $& 个专业(将近 &$" 个班级的实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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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验室周转较为紧张' 大部分专业的学生只能

选做 / h0 个实验内容(限制了学生系统学习实验内

容的机会(且因为种种因素的制约(学校开设的实验

大部分都是演示型综合实验
-C.

(很难培养学生的动

手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思维' 为此(对 !"&0 级临

床专业 !%"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研(主要是关于目

前开设的实验课存在问题进行调查(见图 &'

图 ?@目前医学生物化学实验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前我校开设的医学生

物化学实验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阻

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限制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

力(导致实验课堂效率不高(学生学习兴趣不浓'

而虚拟仿真实验具有开放性(共享性(自主性等

特点(可以有效避免上述提到的问题(同时也改变了

学生被动参与实验的现象(突出了学生作为学习主

体的地位(与国家最新发布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工程标准相符'

B@虚实结合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实践

根据我校的实际情况(在安排医学生物化学实

验时做如下安排)临床医学和检验专业实验学时 0"

学时(专业学生特点开设不同的虚拟仿真实验模块(

所开设的虚拟仿真实验结合线上教学平台(进行线

上线下的虚实结合教学模式' 具体虚实结合实验教

学模式如图 !)

图 B@虚实结合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模式

BA?@医学生物化学实验基本功训练模块

此模块实验包括实验室守则(实验室安全(玻璃

仪器的清洗*溶液的配制和混匀(加样枪的使用*刻

度吸量管的使用*离心机的使用*分光光度计的使

用' 此模块比较简单(各专业*各层次都需要进行线

上学习并结合实验室进行实际操作训练'

这部分内容主要在我校校级网络平台上进行在

线学习(在学期的前两周进行(第一周学习实验室守

则(实验室安全(玻璃仪器的清洗(溶液的配置和混

匀(学习完之后在线进行测试' 第 ! 周学习加样枪

的使用*刻度吸量管的使用*离心机的使用*分光光

度计的使用(首先在课余时间线上模拟学习操作(完

成学习并进行测试(测试合格后在实体实验室进行

实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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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分子生物学基本技术模块和蛋白质实验基本

技术模块

此模块在校级网络课程平台虚拟仿真实验一

栏(此模块实验包括 GH\的提取*纯化和鉴定(IH\

的提取*纯化和鉴定*重组质粒的连接*转化及筛选*

聚合酶链式反应!Z.G" 扩增(蛋白质的提取*蛋白

质浓度的测定*蛋白质凝胶电泳*免疫印迹(凝胶过

滤层析!图 $"' 在操作上首先要求学生线上进行虚

拟实验并在线提交预习报告(包括实验原理(操作步

骤(注意事项等(预习报告审批合格后(再申请进入

实验室进行操作' 这样学生对整个实验流程都比较

熟悉(再通过实体实验(虚实结合可以真正体会到实

验所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信以及

对生物化学实验的兴趣'

图 C@分子生物学及蛋白质相关实验

BAC@设计型实验模块

该实验模块主要针对临床和检验专业(安排在

学期的第 && h&/ 周(在此模块开展之前(学生都有

了一定的实验基础(掌握了一定的实验技能' 学生

在此基础上根据已有知识在线提交设计方案(经老

师审核后(网上申请进入实体实验室完成实体实验(

通过线上线下虚实结合让学生对整体实验有了一个

清晰的认识(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和科研思维'

BAD@创新型实验模块

此模块只针对临床医学卓越班的学生开放(并

且需要网上申请(最终只通过 $" 名同学(这个模块

对学生的科研素质要求较高' 此模块主要用于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开放思维能力' 在此模块(

学生需要先在网上提交创新型实验申请书(然后根

据学生的申请书筛选出 $" 名同学(随机分成 * 组(

每组在网上选创新型实验主题(根据自己所选题目(

设计实验(并在线提交设计方案(由老师进行在线审

核(审核合格后进行预实验(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

在线进行讨论分析(分析之后得出结论(然后申请进

入实体实验室(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实验(并根据实

验数据撰写实验论文' 通过这个实验的线上线下实

验(可以培养学生的开放思维(创新思维以及科研思

维'

C@虚实结合医学生物化学实验实施效果

本校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开展了两学

期的虚实结合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改革(实验对象

均为临床专业卓越班(每班人数为 $" 人左右(人数

每期 !C" 人左右'

为了使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我们对学生

的实验学习过程进行了形成性评价(具体分为线上

线下两大部分(其中线上部分占 $"B权重(具体包

括)!&"提交预习报告!&"B"$!!"进行虚拟实验训

练 &0B$!$"在线答疑讨论 0B$线下部分占 C"B权

重(具体包括)!&"上课出勤情况!&"B"$!!"实验报

告的书写!!"B"$!$"实验技能测试!!"B"$!/"实

验理论测试!!"B"'

通过两个学期的成绩分析(发现通过这种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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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生化实验的积极

性(并且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学习成绩与往届相比

有明显提高(图 / 为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成绩的比

较'

单从成绩评价来说(这种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

实验教学模式效果显著(比较符合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且通过调查问卷以及学生访谈的模式调研(发现

学生比较倾向于这种虚实结合的实验学习形式(认

为这种实验教学模式比较符合我校实际情况(可以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同

时解决了生物化学实验耗时长(操作复杂(仪器昂贵

和试剂危害性的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模式
-+.

'

图 0 #* 为通过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对虚拟仿真实验

的态度以及评价'

图 D@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成绩的比较

$以临床专业 BM?J 级和 BM?_ 级为例&

图 I@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学生获得的能力

图 J@虚拟仿真实验与传统实验室相比的优势

D@讨论

通过虚实结合的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模式的

实践(发现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创新了医学生物化学

实验教学模式(实现了现代教育技术与医学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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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合
-%.

' 另外虚拟仿真实验应用于教学打破

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

(学生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

情况进行预习和复习(提高了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

的效率'

DA?@对教学模式的反思

虚拟仿真实验的引入(改变了传统生物化学实

验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有了虚拟仿真实验的基础(

使得课堂的授课更容易接受(学生也更容易理解实

验的原理和过程(操作上也更得心应手(提高了课堂

的学习效率' 同时虚拟仿真实验的开设打破了时间

和空间上的界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线

上的虚拟仿真实验的学习(对时间的利用效率更高'

DAB@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反思

尽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有很大的好处(同时也

需要明白虚拟实验替代不了真实的实验(如果不结

合真实实验(学生将没有动手操作的机会(违背了提

高学生动手能力的初衷(另外在这种虚实结合的教

学模式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和提高'

!&"在互联网普遍的今天(学生能否自主利用

课余时间进行虚拟仿真实验学习(如何保证学生能

有效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切实掌握一些实验技能0

因此建议在后期的虚拟实验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学

生学习与教师评价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加强教师的

后台监督力度(确保学生的学习效率
-&! #&$.

'

!!"虚拟仿真实验的结果过于理想和单一(而

现实中的实验会出现多种的干扰因素(无法全面展

现复杂的真实实验过程
-/.

' 建议后期虚拟实验平

台建设时(将实验进一步细化(比如(不同的实验剂

量(不同的操作手法(以及不同的操作顺序得出不同

的实验结果
-&/.

'

!$"虚拟仿真实验一般都是个人学习行为(与

同学之间很少有交流沟通
-%.

(而真实的实验一般都

是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有明确的分工(需要共同协作

完成实验(因此虚拟仿真实验不能培养学生的团队

协作精神' 建议后期虚拟实验平台建设时考虑组内

以及组间成员的合作与交流意识
-&0.

(提高学生学习

的能动性'

!/"虚拟仿真实验都是在电脑端完成的(无法

感受真实的实验仪器设备
-&*.

(因此仅进行虚拟仿真

实验无法真正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只能起到

模拟操作和示教作用
-&C.

' 因此在进行生物化学实

验教学时(不能完全依赖线上的虚拟仿真实验(必须

做到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原则'

I@结语

医学生物化学实验作为医学生的必修课程(适

用于临床医学*检验*影像*护理*助产等多个专业(

具有抽象复杂(试剂毒性(仪器昂贵等特点(受实验

教学资源的限制(学校完全依靠传统的实验教学模

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引入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是对传统实验教学的补充(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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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药行业在国内外发展迅速且出现强劲的

集群化趋势
-& #!.

' 在生物医药领域中(大量的药物

研发及生产经营机构*生物技术创新机构*生物技术

企业以及相关的中介机构和公共服务平台在地理空

间或相近行业上的集聚(通过合作竞争(形成了拥有

强大的企业规模*产业链和增值链以及强劲*持续的

竞争优势和创新能力的产业形态(这就是生物医药

的产业集群(是目前生物医药产业强劲发展的态

势
-$ #/.

' 但集群建设离不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参

入
-0.

' 通过对生物医药集群的发展现状*趋势*前

景分析可以看出(生物医药行业的集群发展需要大

量具有综合能力的药学技术应用型人才(即复合型

药学人才' 目前药学类专业院系培养的毕业生还不

能满足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对药学技术应用型人才

的需求(我国的生物医药集群发展给生物药学类专

业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有关高校必须改革

现有课程体系(以适应生物医药集群化目标要求'

我们作为一个应用技术型的独立院校来说(主要的

任务就是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积极与政府和企

业通力合作(进行专业调整和课程改革(加速培养生

物医药集群急需的技术人才' 由此可见(对应用技

术型的独立院校和民办高校来说(进行生物医药专

业集群建设与人才培养探索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生物医药专业集群课程改革目标

?A?@课程重组和改革<首先形成有生物制药*药

学*药物制剂及制药工程等多学科*多专业形成的专

业集群' 打破原有课程的局限束缚(在课程体系设

置上(设置专业集群课程体系' 理论课程由必修课

程*选修课程*扩展课程组成' 必修课为学生必须掌

握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选修课为学生应该熟悉或

了解的有关专业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扩展课为

各学科或专业的一些桥梁课程或学生感兴趣的边缘

学科或相关学科的扩展内容(增大学生知识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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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宽广的视野让学生从专到面(能够适应生物医药

集群的人才需求' 并建立一个多元教师参与*教学

场地灵活*授课形式多样的学习体系' 在这一过程

中(重点在于课程的交互性(教师的诠释性与学生的

参与性并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封闭的专业体系'

?AB@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市场经济适应能

力<通过生物医药专业集群课程改革和培养模式的

改革(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增加了知识面(建立了生

物制药*大药学*药物制剂和制药工程等多专业的联

系(使学生毕业后能很快进入角色(融会贯通' 通过

学校内和实践基地联合培养模式(培养政治素质和

职业道德素养良好(在药物生产*使用*流通*监管*

服务等行业领域(具有技术创新和实际解决问题能

力(能够从事药物临床应用*药物制备关键技术与工

艺*药物质量分析与监控*生物制药等相关工作的综

合性应用型人才'

?AC@培养和储备一批既有专业理论又有实践技能

的+双师型,教师<生物医药专业课程集群建设与

人才培养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适应生物医药

专业集群建设与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拓宽知识面(扎

实基本功(练就多面手' 教师不能仅仅会讲一门或

几门专业课程(要对生物医药专业集群建设有宏观

的认识(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把相关专业知识联

系起来(把学校授课与企业实践联合起来(把基础理

论与产品研发*实际生产结合起来' 把自己变成专

业老师*学业导师*产教融合师* 市场分析师*生产

工艺设计师等多才多艺的高手'

B@改革措施及效果

BA?@修订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设立创新创业双

创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作为一个

专门培养国家建设后备人才的高校(尤其是技术应

用型的民办高校和独立院校也应把创新创业作为学

校的重要任务' 为此(我们在新的教学计划中设立

%双创课程&(在课程内容*授课形式*考核方法等方

面变革(分为 / 个阶段完成' 首先理论课程讲座$然

后学生查阅文献*设计课题*开题报告$下一步在老

师指导下科学研究*获得第一手科研数据$最后撰写

研究报告*论文答辩' 建立科技创新实验室和设立

创意工作室(为学生创新创业者提供平台' 组建各

种大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让学生大学期间直接参与

科研工作' 通过开展课外科技创新课题设计*论文

答辩*企业和社会调查*校企交流等活动(使学生尽

早与社会接轨(适应社会(了解就业创业的艰辛(尽

量避免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的眼高手低的现象发

生' 在学生中设立科技创新学分(直接计入总学分(

激发学生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通过双创课程和创意

工作室设立(大大增强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BAB@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打破原有的每个专业固

有的课程设计(课程体系按专业集群设置(增加学生

选课的自由度(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课' 在课

程设置时(适度增加实用性和技术性的选修课程(拓

宽视野(各种课程尽可能与企业需求接轨(和企业共

同研讨设置' 到企业广泛调研(听取企业总管*车间

主任*一线工人的意见(设置产教融合课程(由学校

和企业共同编写教材(专业老师*企业主管及技术骨

干共同授课' 此项措施的实施能极大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

BAC@创新学生培养模式<把学生管理由学校管理

到校企共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 走出去(

请进来(开放式办学' 为了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意

识和实际动手能力(实行%$ e&&授课模式(压缩学

生在校理论学习时间(一些实训课搬到企业去上(由

企业工程师或一线技术人员授课$药事管理和市场

营销等课程由企业老总和市场总监 %现教现卖&'

整个教学过程都有企业参与(学生通过与药企的早

期接触(产生感性认识(提前 %上岗&' 在学生自愿

的基础上(与企业合作对接(设立企业课程(将企业

理念*企业管理*企业文化等因素引入课堂' 同时(

将部分企业的研发项目和研发人员引入我校科研平

台(共建产教融合研发平台(与我校教师共同担任学

业导师(指导学生共同进行科研项目*生产工艺改进

及产品研发' 目前已有近 $" 项课题通过开题报告(

进入研发平台'

BAD@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和提高<学生培养做

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为达到培养目标(在学

生毕业前要完成%五个一&)开展一次志愿者活动$

参与一次扶贫活动$参加一次交规执勤或宣传活动$

举办一次医药法规宣传活动$进行一次市场调查(写

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或职业规划报告' 这些活动的开

展使学生增进了对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社

会责任感'

BAI@改进考核模式<改进标准化考试模式(毕业考

试将大学期间所学内容全覆盖' 用两周时间(根据

教师提供的原材料和仪器设备(把大学 / 年所学知

识综合起来进行实验设计(完成两个 "下转第 *C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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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7][为导向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基础护理学.实训中的应用

研究

胡晓云! 乔美琪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实验教学中心(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研究以 cW1为导向的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在+基础护理学,实训中对本科护生学习的影响及对护理

本科生人才锻炼*培养的意义' 方法<从 !"&C 级在校本科生中抽取 +$ 名护生对部分实训课内容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方

法(课程结束当场以问卷调查方式评估教学效果' 结果<+$9&$B的护生对情景模拟教学方法感兴趣$%&90CB的护生

认为此教学方法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课前预习$%!9CCB的护生觉得通过此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习积极性$C%90!B的护

生很喜欢这种授课方式$%"9$*B的护生认为此教学方法能更好地掌握学习内容$%$9%+B的护生觉得此教学方法对以

后临床实践更有帮助' 结论<以 cW1为导向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在+基础护理学,实训中的应用能更好地激发护生的学

习积极性(并能引导护生主动学习(有助于护生对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知识的理解*把握和运用'

关键词)<cW1$情景模拟教学$护理本科生$基础护理学

中图分类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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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教学方法符合现在教学改革的方向(

在其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护生积极主动地参与(这样

可以激发护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

比(学生更喜欢这样逼真的场景模拟学习方式'

cW1!cL@:;3?#W4E?O 1OL:4@5;J"

-&.

是以成果为导

向的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成果为导向的反向设

计理念' 本研究以 cW1为导向的开展情景模拟教

学法(以期提高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教学效果
-!.

'

?@研究对象及方法

?A?@研究对象

从 !"&C 级在校本科生中随机抽取 +$ 名护生(

他们均是通过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考试统一招生入学

的(现是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其中男 &/ 名(女 *%

名(年纪 &+ h!$ 岁(平均年龄 !!"9!! b"9%0"岁'

本批护生体验过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传统的教学方

式(对于以 cW1为导向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充满期

待(能更好的对两种教学方式做出对比'

?AB@步骤

?ABA?@情景设计<开始前(以 cW1为导向为学生

列出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操作项目整体流程(

熟悉操作目的*注意事项' 情感目标)提高护患沟通

技巧(能更好地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 然后老师根

据课程内容的要求选取实训操作项目并依照此项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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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相关病例(由于本科二年级学生还未学习内外

妇儿 / 门课程(老师需对案例的内容进行简单分析(

提示学生角色如何分配'

?ABAB@学生演练<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 h0 人(进

行情景模拟(规定护生在一定时间!&0 35J"全面分

析病例(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训操作项目讨论角色的

具体分配(这个过程中可以上网查阅相关资料(相互

讨论(也可以咨询老师(要求将患者*家属*医生及护

士的角色人物进行深度剖析并选出合适的护生来担

任相应角色' 角色分配好后每组人员现场进行演

示(其中必须包含本次实验课的操作项目(并在演示

过程中完成此项目'

?ABAC@总结<每组自行演示结束后(老师随机抽取

一组护生进行场景模拟(其余组观摩并在结束后进

行自评*互评及讨论(之后老师再对护生的表现进行

评估' 结合案例从护生的护患沟通*团队协作*操作

的规范性为护生进行全面总结*分析与指导 !具体

内容见表 &"(提出优点(指出并讲解不足之处(最后

护生再次进行操作训练(以加深印象' 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的自评(互评及讨论非常重要(她们在模拟结

束后(观摩同学已经可以发现较多问题(例如护士对

患者解释不到位*患者对疾病所表现出的精神状态

不合适*家属没表现出对患者的关心(护士操作内容

有误等' 这些问题的提出既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印象

同时也提高了学习效率' 而学生没发现的问题再由

老师提示并指正(学生也会恍然大悟(记忆更加深

刻' 课程结束后会给学生布置作业(对实训内容进

行总结(需要写出实训操作流程和反思(其中反思处

需写出整个情景模拟过程出现的问题及改正后的效

果(这样学生在课下又一次巩固了课程内容再次加

深印象'

表 ?@护生情景模拟分析依据表

参考项目
依据!每个 & 分"

& ! $ / 0 *

护患沟通!* 分" 礼貌称呼 语言温和 神态亲切 目光柔和 解释到位 关心患者

团队协作!/ 分" 彼此信任 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反应敏锐

操作的规范性!0 分" 整体熟练 核对全面 物品齐全 步骤完整 物品处理正确

?ABAD@评价<课程结束后(当场以问卷调查形式进

行无名调查' 评价项目)\9你对情景模拟教学感兴

趣吗$W9情景模拟教学法能让你更有效的进行课前

预习吗$.9你觉得情景模拟教学可以提高学习积极

性吗$I9你喜欢情景模拟教学法的授课方式吗$19

情景模拟教学法能更好的掌握学习内容吗$-9你觉

得情景模拟教学法对以后临床实践更有帮助吗'

B@结果

发放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回收率

&""B' 调查结果见表 !'

表 B@情景模拟教学调查问卷表$$HNC&

评价项目 同意人数!B" 一般人数!B" 不同意人数!B"

\ *% !+$9&$" &/ !&*9+C" "!"9"""

W C* !%&90C" C !+9/$" "!"9"""

. CC !%!9CC" * !C9!$" "!"9"""

I ** !C%90!" &* !&%9!+" &!&9!"

1 C0 !%"9$*" C !+9/$" &!&9!"

- C+ !%$9%+" 0 !*9"!" "!"9"""

C@讨论

从护生反馈看(总体而言以 cW1为导向的情景

模拟教学方法适应教学改革要求(能更好地激发护

生学习兴趣(引导其主动学习*思考并能更好的掌握

课程内容(完成教学目标(并对以后临床见习*实习

更有帮助
-$.

' 在整个情景模拟过程(+$9&$B的护生

对此教学法很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授课方式更加

生动有趣(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很多比较内向的学

生也能融入进来' %&90CB的护生觉得此方法比起

传统能够更好地进行课前预习(在上课前(学生会根

据实训操作内容有目的地自习(学习操作流程' %!9

CCB的护生认为此方法能提高学习积极性(此教学

方法涉及的内容比较广(不止是单一的操作(护生还

需要分析案例(所以必须查阅相关理论知识(全面地

做好课程预习' %%90!B的护生很喜欢这种授课方

式(他们认为这样的上课形式新颖有趣(很容易接

受' %"9$*B的护生表示此授课方式能使他们更好

地掌握学习内容(在整个过程中(学生经过准备阶

段*演示阶段*自评互评阶段*讨论阶段及老师点评

阶段(这 0 个阶段能使他们互相学习(查漏补缺(知

识掌握的更加牢固(提高了学习效率
-/.

' %$9%+B的

护生认为情景模拟教学法对以后临床实践更有帮

助' 比起传统授课方式(此教学法更贴近临床(更具

真实性
-0.

' 在进行模拟场景时(护生能够体会到每

个人物角色的不同心理(尤其是患者及患者家属(有

助于帮助护生培养移情的心理过程(更深刻地体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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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每个角色的心理过程(起到提前适应临床环境

的作用(提高了护患沟通技巧(逐渐学习处理护患关

系(将来可以更加轻松的融入临床一线工作环

境
-*.

'

综上所述(以 cW1为导向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在

+基础护理学,实训课中的展开(护生在老师的引导

下(把传统的课堂变为工作一线(帮助护生培养角色

意识(更加现实地去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同时有助

于学生提高学习积极性与患者沟通的技巧(更好地

掌握课程内容(适合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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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一是完成从药材中活性成分提取分离*纯化*

分析及颗粒制剂生产等过程(写出报告$二是根据提

供的原料和试剂完成某一原料药的制备和产品制

作(并用指定仪器进行成分含量测定及其他性质测

试和鉴定(写出报告' 通过实际的药物制备和质量

检测(对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关联性*实

用性*技能性等进行连贯考核(为毕业后的工作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C@结语

从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特点和集群化态势可以看

出(生物医药专业的技术应用型大学专业集群建设

对产业集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一个课题
-* #+.

(但目前很少有生物医药专业课程集

群化创新建设的报道' 我们根据医药市场集群发展

的趋势和需求(提出了生物医药专业集群建设思路(

改革原有的课程体系(多专业融合(探索出一个适应

市场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打破了原有的学

生%温室培养&(改变授课形式和考试模式(企业深

度参与学生的教育和教学(使学生早日走向社会(与

市场接轨(提高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以适应我国制

药行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需求' 生物医药专业集

群建设与人才培养(主要是科学的课程设置及构建

出科学合理的综合性人才培养体系' 怎样把原有的

不同专业的课程有机融合和规划也是首要解决的问

题' 同时(校企齐抓共管(建立双方深度融合的长效

机制(也是保障生物医药专业集群建设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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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网络结构与空间流动 -(.9地理科学(!"&%($% !! " ($!0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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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文(龚晓楠(赵迪9辽宁省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KcN分析

及对策研究-(.9时代经贸(!"&%(!$!" (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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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身份弥散与认同度较低的身份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

的投射现象相关' 差序格局是形塑高等职业教育身份的文化力量(但也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 为此(应通过建立稳定

的身份*优化竞争 #分层关系和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适应性等措施来消解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危机'

关键词)<差序格局$高等职业教育$身份危机$团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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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主要力

量
-&.

(在人才培养模式*方法与手段等方面有别于

%以学术目的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

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使命(具有独特的文化身份与

存在价值' &%+0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颁布(之后多项政策法规的出台(使高等职业

教育在法律*政策层面的合法性身份逐步确立' 但

是高等职业教育仍然不是社会公众的自觉之选(未

能获得文化*认知层面的高度认同(面临着严重的身

份危机' 本文认为(身份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本

体&与%关系&两个维度(既指身份的本来意义与文

化归属!%是谁&的问题"(也指与他者的关系定位

!地位*等级*姿态以及他者的认可度"' 而由于无

法取得一种确定的身份而造成的身份弥散(以及难

以获得%多重他者&的自觉认识和肯定(都属于一定

的身份危机'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身份是一种文化

的建构(因为形成身份要素的那些话语源泉在性质

上是文化的
-!.

' 身份危机其实是各种文化要素在

个体塑造过程中的交叉与碰撞(因而(高等职业教育

身份危机的出现(不得不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社

会结构###差序格局中探寻原因与应对之策'

?@差序格局!形塑高等职业教育身份的文化

力量

?A?@差序格局概念

&%/C 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及

差序格局(但他并未进行明确*严格的学术界定(而

是借助水波纹式的结构(作以叙事式的描述(呈现出

一幅动态直观图(形象生动地比拟了差序格局的多

维内涵(也给学术界留下了充分的探讨空间' 费孝

通
-$.

认为)%我们的社会结构44好像一块石头丢

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

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为了更加

清晰地表述中国社会的特点(费孝通采用了比较研

究法(以西方社会结构###团体格局 !西洋的社会

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

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44(这些单位就是团体44

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为镜鉴(反观中国的社

会现象(将差序格局的概念置于中西方对比的框架

之下进行明确区分' 可以说(差序格局是描述中国

社会结构的本土社会学概念(由费孝通独创(并为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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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学界所广泛接受' 此外(差序格局是一种客

观存在的社会结构(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也不必然意

味着落后'

差序(即为儒家思想中的 %伦&(也就是一种有

差等的次序' 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既包含横

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也包含纵向的*

刚性的等级化的%序&

-/.

' 由此(差序格局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的社会学含义)一是以 %己 &为中心(与

%己&有利益关系的个体散落在各个等级圈中(远近

亲疏有异$二是等级分化(身份地位有尊卑贵贱之

别$三是秩序固化(人治色彩浓厚'

?AB@差序格局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形塑作用

?ABA?@厚植文化土壤%形塑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文

化<差序格局表征着中国深厚而又独具特色的社会

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 以%己&

为中心*以%伦&为基石的差序格局具有典型的身份

特性(身份*等级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当中是

一种显性文化(看重身份*注重等级的观念早已根深

蒂固' 基于传统文化与社会构型下(作为社会活动

的高等职业教育同样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并被赋

予一定的身份特性' 此外(身份是以有意识的具体

的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
-0.

(社会公众对

高等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深受社会传统文化背景

的影响' 因此(差序格局与高等职业教育身份的形

成有着较强的关联性(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是

形塑高等职业教育身份的重要文化力量'

?ABAB@营造文化氛围%孕育高等职业教育的先赋身

份<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其先赋身份则是指经由

代际传承下来的历史身份' &%"! #&%"/ 年的 %壬

寅#癸卯&学制规定了近现代意义上最早的高等职

业院校###高等实业学堂(并与高等学堂在横向上

平行存在' 由此(高等职业教育从隐性形式进入国

家学制(在规定上获得正式身份' 但是其先赋身份

的形成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受到几千年来的社会文

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的作用'

技艺传授*技能教育获得相对较低的身份地位和社

会认同(经由代际传承(便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先赋身

份造成深刻影响'

?ABAC@内含文化动因%暗合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建

构逻辑<差序格局强调以%己&为中心(没有%己&的

存在(维系格局的关系也不会产生
-*.

' 高等职业教

育除了拥有先赋身份以及由国家在政策层面赋予的

标签化身份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对自身身份的认

知*打造与调试(这是一个主动建构的过程' 也就是

说(高等职业教育要在本体框架中定位自我身份(并

形成持续发展的自我(以满足远近*大小利益圈层对

自身的身份期望' 同时(与差序格局的维系机制相

同(高等职业教育通过对自身身份的建构(有可能实

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从而提高自身的地位与公众认

同度(占有更优质的资源和更高的话语权'

B@身份危机

高等职业教育身份的形成暗含着根深蒂固的差

序格局思想' 在文化传统*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差序格局一方面塑造着高等职

业教育的本土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也导致一定的身

份危机' 差序格局是基于权利和资源配置而形成的

立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驱动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身

份建构(也难免催生高等职业教育在%差&格和%序&

格上的身份危机' 身份危机包括两种具体的指向)

一是自我内在的认知不明(二是社会意义上的群体

性认同感较低'

BA?@+差,格///横向类别身份的趋同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 !"&/ #!"!"

年",指出(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包括初等职业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是在办好现有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基础上(发

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与其他普通本科学校具有平

等地位' 就理论上而言(高等职业教育与 %以学术

目的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属于横向类别上的划

分(二者拥有各自的利益圈层(承担着不同的教育使

命' 然而强势的分层关系导致了对横向分类的僭

越(使得原本就重分层轻分类的情况更为加重(社会

公众更加忽视其中的横向分类' 因此(为增强资源

获取和生存能力(获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样的社会

地位与认可度(高等职业教育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

身份的建构(但马丁/特罗
-C.

提出(高等教育的竞

争一方面越来越导致多样性(另一方面又越来越导

致同一性' 长此以往(除了在学制上有所不同外(高

等职业教育在课程内容设置*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

逐渐与普通高等教育趋于同形' 例如(多数高等职

业院校热衷于%升格&为普通大学(获取全新的后致

身份!与先赋身份相对"' 但由于急于撇清原有的

高等职业教育身份(以新角色获取新的竞争地位(导

致办学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趋同等一些普遍存在

的问题(反而使得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力与核心竞

争力有所下降' 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在横

向类别身份上的趋同化(使其丧失了对本体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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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这是高等职业教育在自主建构身份的过程中

造成的身份弥散'

BAB@+序,格///纵向等级身份的凝固化

如前所述(身份除了涵盖事物的%本来意义&之

外(还包括%等级& %地位&等内容(这与社会意义上

的群体性认同紧密相关(社会等级观塑造了高等职

业教育身份的%序&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方

面(定型观念造成的等级身份凝固' 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现代社会仍然是一个讲究身份的时代(人们总

在心理层面带有与身份相连的一种情结###身份情

节' 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孕育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先

赋身份(几千年来(%技艺为末&的思想*%重学轻术&

的思想为高等职业教育贴上%二流教育&*%次等生

的教育&等身份标签(社会地位不断受到贬损' 由

此(文化渊源与历史传统使公众对高等职业教育的

集体记忆产生定型观念!E@?A?;@[Q?"(以较低层次的

等级身份而存在' 另一方面(管理层面上的问题加

固了等级层次的划分' 例如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管

理体制结构中低于普通高校(在高考招生中被放置

于后面批次(这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众暗示着高

等职业教育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 诚然(等级层次

的划分在缓解高等教育资源约束*实施重点工程加

速推进%双一流&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但也助推了

等级层次的划分(如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计

划&则为高等职业教育内部等级的划分奠定了基

础'

C@消解路径

身份发展和演化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另一种

状态(即身份危机(身份危机的出现促使其进入一个

新的建设阶段(并且是一个新的身份*角色或状态的

开始' 与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相比(西方社会的团

体格局的特点为无中心*泛中心*多中心(在地位上

无绝对的差等分别' 在思考如何消解高等职业教育

身份危机等问题时(不妨引入西方团体格局的思想'

CA?@建立稳定的身份

高等职业教育的身份定位(来源于复杂的社会

关系及层次网(身份认同找到了(就能够形成稳定

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自我' 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建立

稳定的身份(不仅仅有益于自身发展(同样对社会大

环境也有深远影响' 差序格局下赋予的高等职业教

育身份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新的结构性的身

份予以消除(即从国家层面出发(从顶层认可并规范

高等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只有这

样高等职业教育才能跳出原有教育格局(摆脱目前

的发展困境' !"&% 年 & 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的出台(其中表示要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建设多元办学格

局' 多元化的人才是未来社会所需的' 因此我国高

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以%二元重点发展&为目标(创建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模式(培养

不同类型的人才(除运行方式和路径不同外没有层

次高低之分' 为此(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建立学制框

架' 一方面应建立复杂有序的教育联结系统' 高职

教育不仅肩负着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任务(也是实

现我国高等教育由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重要载

体' 职业资格证书与岗位胜任能力要匹配(学历教

育与职业资格证相互认可(建成满足社会需求的高

等职业教育是我们努力实现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建

立%高职专科#技术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找准高等职业教育的定

位(明确发展的方向'

CAB@优化竞争 R分层关系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异质性的

分层会强化其中的资源争夺和恶性竞争(放任其不

平等竞争(甚至放任它对社会地位分配和职业阶梯

体系的构建等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则会更加固化其

中的恶性竞争' 基于职业性高等教育的 %高等性&

内涵(高等职业教育不再呈现出%本科压缩饼干&或

%次高等性&的尴尬样态(而是趋向走特色发展之路

的全新样态' 这一样态在学术氛围*大学精神内核*

培养目标定位等方面都将散发出全然不同于普通高

等教育的气息和特质
-+.

' 鼓励同类高校之间的竞

争则更有益于相互成长' 而目前衡量高等学校优劣

的标准从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水平变成了所属的学校

类型' 从长远及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重构高等

教育之间的结构(优化竞争 #分层的关系(对高等职

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而优化其中的竞争 #

分层关系(加大分类管理的力度需要依靠中国教育

行政部门(因为他们才是高等教育格局变革中起主

导作用的主力军' 优化竞争 #分层关系需要考虑以

下两个方面)一是为防止异类竞争同时鼓励同类竞

争(需建立分类管理相关制度$二是为保证同类竞争

健康有序的运行(还需建立完善的分类评价体系'

CAC@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文化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利益的必要

性源于需要
-%.

' 显而易见(高等职业教育属于一种

文化活动(其身份定位需依据各文化利益主体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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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根据适者生存理念(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出现了

身份危机(而该危机的出现就源于其无法满足各文

化利益主体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要' 如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职业教育需要改变传统*滞后的培养目标定

位(应以就业为导向(不断满足医学检验发展的人才

需求(不拘泥于原本的医院检验科模式(主动适应新

环境下如第三方实验中心*检验仪器和耗材试剂的

生产销售*%维修工程师&等(以逐步达到提升检验

人员素质*优化产业人员结构的目的
-&".

' 为此要推

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化(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适

应性(主要体现在办学理念与定位*专业设置与发

展*课程整合与开发*师资引进与培养*实训基地建

设*校企融合等诸多方面' 高等职业院校定位的出

发点是要强调市场特色及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大

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办学有特色(且能推动地方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才能得到政府*行业*社会等教育消费者的认同' 只

有这样才能打开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市场和就业市

场(才能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使家长*

学生和社会各界等对高等职业教育有充分的认知(

进而产生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的岗

位胜任力*就业率及社会价值等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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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BM 年大健康产业未来已来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近日( 国家出台了

+健康中国行动 !!"&%#!"$" 年", 等相关文件( 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 提出将开展 &0 个重

大专项行动( 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努力使群众不生病* 少生病'

政策支持下( 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大健康产业包括医疗服务* 医药保健产品* 营养保健产

品* 女性产后健康服务* 休闲保健服务* 健康咨询管理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大

健康产业不同于传统医疗产业发展模式( 是一种从单一救治模式转向 %防#治#养& 一体化模式'

!"&% 年数据显示) 中国人健康大数据不容乐观( 疾病总人口和发病率数据超乎你的想象' 慢性病患

病率已达 !$B( 死亡数已占总死亡数的 +*B' 过去十年( 平均每年新增慢性病例接近了 ! 倍' 心脏病和

恶性肿瘤病例增加了近 & 倍' 慢性病* 恶性肿瘤将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致命因素( C" 后* +" 后已经成

为癌症青睐的对象了' 一项保险行业的数据显示( 重大疾病平均索赔年龄是 /! 岁' 女性易得妇科疾病$

男性面临猝死* 过劳等问题$ 慢性病患病率已达 !"B( 死亡数已占总死亡数的 +$B'

目前( 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曾

将其称为继 MN产业之后的全球 %财富第五波&( 特别对于中国来说( 目前 %健康中国& 战略进一步提升

了大健康产业的地位( 未来大健康产业前景光明'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 健康产业正在逐渐占据

顶层设计的重要位置( 成为各方资本竞相追逐的朝阳产业'

摘自! 腾讯新闻

供稿人!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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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C 年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一般项目 !编号 !"&C"!%" '

作者简介! 张松竹( 女(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大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123456) */&%%*+/&7889:;3'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学可行性研究/以新乡医学

院三全学院为例

张松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河南 新乡 /0$""""

摘要!<在全国各高等院校不断推行教学改革和创新的背景下(适应创新潮流*摸索新的教学方式并进行教学改革

已成为高等院校各学科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从没有停止过探索' 为进一步提

升教育水平*进一步提升学生对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积极探索并引入新的大学英

语教学方法(在实行分级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引入%翻转课堂教学&' 通过探索该教学模式在民办高校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背景下的可行性(帮助学生在不断提升英语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更好地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

关键词)<大学英语$分级教学$翻转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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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内外

各层次院校都在不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 +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指

出(要 %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
-&.

'

在此背景下(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教学方面也不

断进行探索并实施教学改革' 自 !"&/ 年开始实施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改革以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在此基础上(外语系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进一步实施

新的教学改革(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研

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民办高校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背景下的可行性及适应性(帮助学生在不断提升英

语学习能力和水平的同时(实现学生自身个性化*特

性化和区别化的发展'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 但是各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导

致学生个体差异较大' 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为

例(作为一所生源丰富的医学类独立院校(大班授课

的情况比较普遍' 庞大的班级规模导致教师在组织

授课时面临许多困难' 除此之外(目前国内高校大

学英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也使得分级

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首先(班级规模过大(影响教学效果' 大学英语

对课堂容量有较高的要求' 小班授课可以让老师尽

可能多的关注到每一个学生(也可以让尽可能多的

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中' 但是伴随高考扩招(接受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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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学生越来越多(而高校师资力量却不能

随之大幅度增长(因此很多高校不得不通过扩大班

级规模来应对' 大班授课对大学英语授课造成了直

接的负面影响)教师在授课时需要付出的关注度越

来越多(分配到每位学生身上的关注度却越来越少$

课堂上师生无法有效互动(学生兴趣缺失(教学效果

越来越差$课下学生作业无法及时全面批改(部分学

生无法认识到自己学习中的具体问题(生生差距越

来越大' 同时(同一班级学生学习程度差距过大(迫

使教师把更多关注放在学习程度中等和较差的学生

身上(导致课堂教学进度整体推进缓慢'

其次(传统教学模式老套(无法迎合学生兴趣'

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学生们提供了越来越多

接受新知识和新学习方法的渠道' 除课堂知识外(

学生还可通过网络*手机软件*微信公众号*自媒体

等各种渠道接收新的信息和知识' 但是(传统的教

学方法(一方面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另一方面

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心理(缺少自主学习意识和独

立承担学习责任能力' 大学英语在大学阶段中仅持

续 / 个学期(但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却发挥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要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应对

未来工作和学习的语言知识和技能(依靠传统教学

模式下的大班教学显然难以实现'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于 !"&/ 年开始探索

并实施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改革' 具体实施措施如

下)新生入学两周内组织大学英语分级考试' 考试

结束后(根据学生分级考试的成绩(将学生编入 \*

W*.$ 个级别的班级' 除第一次分级在学期初外(

每学期结束时按照学生在期末考试中的表现再次进

行分级' 通过适时调整班级人员(高进低出(在激励

学生努力学习不掉队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证同一水

平的学生可以获得相应水平的教育'

针对 $ 个不同层次班级的学生(具体的授课方

法和授课重点也有所不同)\级学生一般已具备较

为扎实的语言素质且学习态度较为端正(能够做到

自主主动学习(因此(课堂重点放在鼓励并创造条件

让学生积极表达和团队协作方面' 通过在课前借助

%雨课堂&进行自主预习与自学*QA?E?J@4@5;J*演讲*

辩论(课中在教师引导下进行小组讨论以答疑解难(

课后借助 %f校园&学生版进行在线测试等形式让

学生在学以致用的同时不断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

语言输出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W

级学生通常已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能力(学习态度

较为端正(但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需侧重课前预习和课中巩固)课前教师可通过提

前布置预习作业 !观看知识点相关短视频*完成课

前测试等"的方式让学生主动去探索$课中教师在

帮助该部分学生继续巩固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

综合能力的同时(尝试通过丰富课堂活动*以及合作

式学习和反思性学习等方法增加其语言实践的机

会(调动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新性(

提升 W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爱好' .级班学

生由于人数较多(且在英语基础知识和能力方面较

为薄弱'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选择采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以课本为依托(从单词*表达*段落和课文的分

析入手(并通过设置与其语言学习能力相匹配的任

务(让他们在完成后获得成就感的方式帮助他们逐

渐建立并增强其学习英语的自信心和决心(帮助 .

级学生逐步稳定地提高英语水平'

B@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 课 堂 ! -65QQ?O .64EEA;;3_MJV?A@?O .64EE2

A;;3"(又称反转课堂或颠倒课堂(是指在信息化环

境中(课程教师提供以教学视频为主要形式的学习

资源(学生在上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

观看和学习(师生在课堂上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

探究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
-!.

'

简言之(就是老师在课前将课堂的主要内容以微视

频的形式进行录制并上传至网络(学生借助互联网

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并完成相应的练习'

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具备以

下特点)首先是授课流程的翻转' 翻转课堂教学将

传统课堂%课堂讲解#课后讨论&的授课流程反转

为%课前自学#课堂讨论
-$.

& (让学生在课前通过网

络自主学习课本内容(到了课堂上则针对自己在自

学中不懂的题目进行自主讨论' 这种模式不仅可以

督促学生更加充分地利用课前时间(帮助其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还把课堂更多的还给了学生(让学生

自己学*主动学(培养其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

力' 其次是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的翻转' 翻转课堂

教学的课堂主体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课堂内容不是

老师对知识的逐字逐句讲解和学生的被动接受与记

忆(而是学生的主动讨论和在教师引导下的答疑解

难' 再次是教学工具的翻转' 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以

黑板或多媒体课件为主要教学工具' 此类教学工具

不仅容易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使教学活动难

以展开(而且往往具备一次性的特点(不便保存且无

法重复使用(因而不利于学生的复习和对知识点的

/$C/第 & 期<<<<<<<<<<<<<张松竹)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学可行性研究



巩固$翻转课堂教学则充分利用当前互联网技术迅

速发展的优势(不仅使授课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让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来进行随时随地的

学习(并可以通过学习社区进行学习交流*沟通探

讨$同时(ZZN课件和视频资料一方面可以利用手机

移动端随时进行播放$另一方面(其可重复性及便于

保存的特点让学生可以多次观看并有针对性的查漏

补缺(让学生的学习真正做到了%由传统向现代*由

封闭向开放*由实体向虚拟&的突破'

C@大学英语分级教学背景下的翻转课堂教

学及具体实施策略

<<新乡医学院三全分级教学自 !"&/ 年开始实施(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此基

础上(一线教师于 !"&C 年在继续积极探索在分级教

学的背景上引入翻转课堂教学的可行性及其具体效

用(这对外语系承担大学英语教学任务的老师来说

既是机遇(亦是挑战'

首先(确定研究对象'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设

有临床医学*护理*检验*影像等二十多个专业' 各

专业学生在人数和学习成绩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

异(比如说(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数较多且学习程

度普遍较好(学校也为临床医学专业部分优等生专

门设置有卓越班$而一些相对较小的专业学生人数

较少且录取分数相对稍低' 这些班级的学生均不具

备普遍性' 因此(本次教学实验选取了专业人数相

对较多且学生成绩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 !"&C 级护

理专业 /% #0* 班和 0C #*/ 班两个大班的学生为研

究对象' 然后(依据学生在分级考试中的成绩并参

考高考英语成绩对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级分班)

不同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传统模式"同

一学习水平!\级"编为实验一!\"班!即 /% #0* 班

\级"和实验二!\"班!即 0C #*/ 班 \级"(相同教

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同学习水平 !\*W*

."编为实验一!\"班!即 0C #*/ 班 \级"*实验一

!W"班!即 /% #0* 班 W级"和实验一!."班!即 0C

#*/ 班 .级"(以确保试验结果的可对比性及科学

性'

其次(准备并开展具体的教学实验' 在学期初

开展师生访谈(倾听学生的声音(从学生的角度了解

影响大学英语教学质量和学生英语综合能力水平的

因素' 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教学改革实验方案并

付诸实施)针对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三个实验

班级(首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

在线教育办公室共同研发的智慧教学工具 %雨课

堂&和外研社 fJ5QLE旗下的在线学习平台%f校园&

\ZZ' 使用雨课堂(教师可以将带有 icc.视频*习

题*语音的课前预习课件推送到学生手机(让师生之

间的沟通与反馈更加及时全面$f校园为大学英语

教学提供教*学*评*测*研一站式混合教学解决方

案(既为学生提供了随时随地学习*练习和测试的工

具(也为老师提供了实时监测学生学习和进步的工

具' 两种学习新工具引入到大学英语的课堂教学(

使得翻转传统的 %课堂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

课下学生谈论(被动完成作业&的教学模式得以实

现)课前(授课老师在糅合单元重点*难点及新知识

的基础上创建 ZZN*制作短视频和课前在线测试内

容并上传至%雨课堂&微信公众号(让学生利用课下

时间预先了解该单元的新知识与重难点(并要求其

在完成新的课程内容学习后自主完成在线测试' 课

中(将学生划分为若干个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在课

堂上进行课堂活动展示*讨论*交流与反馈' 课堂活

动展示主要以小型演讲*分组辩论等形式进行展开$

讨论和交流内容包括学生在自主学习时所采用的策

略*自己在课前自学中发现的问题和难题*学习材料

的难易度及自我效能感等' 反馈则重在处理学生在

预习时遇到的难题(特别是在经过课堂讨论仍无法

解决的难题(需要教师给出进一步的指导后学生自

行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通过课堂上师生*生生之间

的互动交流*合作*共享与讨论(真正做到对新知识

的完全理解和熟练掌握' 课后(师生*生生协作互

动)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手机或电脑客户端完

成教师发布在 f校园学生版 \ZZ上的单元测试$教

师对学生成绩进行归档(详细分析并总结学生在本

单元的学习中反映出来的共性问题(然后适当调整

下一单元教学工作的侧重点$小组各位成员对各自

对本单元的学习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和互评(

同时每位学生将通过与小组成员交流所获得的知识

进行归纳整合(并做出口头和书面报告'

最后(记录并归档学生表现和成绩' 参与翻转

课堂教学实验的学生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在档

案记录上显示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 其中平

时成绩由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课前在线测试成绩*课

堂出勤*课堂活动参与度*f校园平台自主学习时长

及任务完成情况*网络单元测试*学生自评互评等几

部分组成(占最终成绩的 $"B$期末考试成绩主要

有听力成绩和笔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占最终成绩的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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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验结束后(对参与教学改革实验的学生

发放调查问卷并选择部分学生进行访谈' 问卷调查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的基本信息(第

二部分为封闭式问题和开放式问题的结合(以了解

学生对分级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的具体理解和接受

情况*学习时间*学习内容*学习过程与效果(并通过

开放式问题的设置从学生的角度了解本次教学改革

实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改进的方向' 访谈的问题

则围绕参与教学改革后的学习时间*学习动机*学习

内容*学习效果等几个维度进行(以了解学生参与教

学改革试验的具体感受'

D@分级教学背景下翻转课堂教学的效果及

思考

<<经过四个学期的教学实验(通过对比参与教学

实验的四个班级学生在课堂活动上的参与程度*小

组项目的完成情况以及部分学生在演讲比赛等活动

上的表现和实验班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可以看出(

本次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实行的分级教学背景下

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对于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

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升学

生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入学

时同一学习水平采用不同教学模式的班级 !\级

班"相比(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班级学生成绩

进步幅度更大'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不同学习

水平的学生学习成绩也有一定进步(但相对来说 \

级班同学更加适应该教学模式且进步幅度更加明

显' 大多数 \班同学表示通过参与翻转课堂教学

活动(可以帮助提高自己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特别是对自己的口语表达方面提供了更

多训练的机会' W级班部分同学表示在该教学模式

下学习较为吃力(课堂上往往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特

别是在听说方面较为欠缺' 多数 .级班学生表示

适应该教学模式比较困难(特别是在课堂讨论环节(

薄弱的听说基础导致他们甚至无法参与其中'

本次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存

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教学改革和实践中

加以考虑和借鉴' 首先(就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大

学英语教学而言(虽分级后班级规模缩小(班级人数

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但由于硬件设施*师资力量

的限制(经过分级后各班级人数仍超过 *" 人(多数

班级人数仍保持在 +" 人以上(距最佳授课师生比仍

存在较大的差距' 过多的班级人数和有限的课程时

间(再加上学生自身的惰性等原因(使得部分同学无

法全身心的参与到课堂活动中去(而是过度依赖小

组其他成员(导致自身训练不足' 其次(针对不同专

业*学习能力水平的学生(教师在具体的课堂实践中

应做出不同的调整(做到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特点

差异和学习者的具体学习水平' 最后(教师在微课

制作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需进一步提高' 部分教师在

ZZN*短视频制作等方面缺乏经验*专业技术方面能

力不足(制作的部分微课视频质量不高(存在短视频

时间把握不准确*画质声音不够清晰*重难点不够突

出*讲解语言不规范*缺乏感染力以及过于注重知识

性而忽略了趣味性等问题'

I@结语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大学英

语改革的道路既阻且长' 作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线

教师(既要看到翻转课堂引入到独立院校大学英语

分级教学在帮助学生的在不断提升英语学习能力和

水平的同时帮助实现其自身个性化*特性化和区别

化的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也一定不能忽略在教学

改革实验中出现的课堂合理容量*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以及教师课前资料准备等一系列的问题' 只有正

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地寻求解决的方法(才能为持续

进行中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借

鉴(从而切实推动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构建的深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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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课中采用 4]E教学方法的应用

贾克利&

! 王卫芳&

! 尤亚睢!

! 李家磊&

! 胡<淼&

!&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验学院(河南 新乡 /0$"""$!9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影像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的<研究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课中采用 ZW=教学方法的效果' 方法<随机抽取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均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和 ZW=教学方法进

行授课(最后对各个小组成员进行实验考核' 结果<实验组同学的平均分数高于对照组' 结论<ZW=教学方法在该课

程实验教学过程中具有应用价值'

关键词)<ZW=教学方法$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医学检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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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式学习!ZA;U6?3#W4E?O =?4AJ5JD(ZW="是

&%*% 年由美国神经病教授 W4AA;YE在加拿大的麦克

马斯特大学首创的一种与传统教育模式不同的新型

的教育模式
-&.

' 通过这种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作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

的意识
-!.

' ZW=开始用于医学教育(与医学教育的

特殊性有关' 医学是一门需要博爱的人道职业(属

于人道的皇冠职业' 医护人员要面对的是一个个鲜

活的病人(培养优秀的医护人员也就需要特殊的培

养模式(ZW=教育模式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 !" 世

纪 %" 年代以来(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和宁

波大学医学院等引进了 ZW=教学模式(这些学校在

实验课*基础课和临床理论课中试行 ZW=教学并达

到了预期效果
-$.

' !"&$ 年以来(医学检验专业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学制由 0 年改 / 年(学科由医学改为

理学(其人才的培养目标转变为技术人员
-/.

' 寻求

新的教育模式对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人才显的尤

为重要' 作者结合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现状(首次

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课中采用 ZW=教学方法(

以实验课血清钙的测定中为例与传统的讲授法进行

对比(逐渐扩大应用范围 !包括实验血清转氨酶测

定*血清胆红素测定和血清 ]̂ Z测定等"(最终通过

对学生学习的内容进行测定(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

得到更适合的教学方式'

?@研究对象与方法

?A?@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于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学生(其知识水平相似(各科考试成绩差

距较小(从中选取 &"" 例(其中男生 /" 例(女生 *"

例' 年龄为 &+ #!" 岁(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均

分为对照组 0" 例与实验组 0" 例(他们均学习了普

通生物化学等基础的课程(且课时一致'

?AB@研究方法

?ABA?@对照组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上课的讲

授为主(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0.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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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实验指导,教材为基础(借助多媒体开展教学' 教

学过程为)对上次学习内容进行复习#引入新课#

对本次教学目标进行阐述#讲授新课内容#对本次

课程内容进行总结#布置课后作业
-*.

'

?ABAB@实验组进行 4]E教学法

!&"课前准备)

*

根据教学目标结合临床案例

设计合适的问题或者案例开展教学活动$

+

随机分

组(每组至少 * 人最多不超过 &" 人(并且设置有组

长和记录者(课前每位同学都要认真查阅相关的资

料(记录提出的问题(认真收集有关资料(解决问题(

对于未解决的问题进行标记'

!!"课堂讨论)

*

组内讨论(针对课前提前给同

学们设计出的问题或者案例(先让各个小组内成员

进行组内讨论(并做好记录' !针对不太活跃的小

组(课堂教师要进行积极的引导"教师在整个小组

讨论过程中需要时刻关注(避免同学们脱离问题核

心'

+

组间讨论分析(对于提出的问题组间相互提

问(查漏补缺'

!$"同学总结)每队由记录同学针对问题进行

解答(并进行合适的衍生(最后提出新的问题让大家

解答(同时也回答其他小组的问题(增加组间的互

动'

!/"教师总结)根据学生的讨论结果(教师进行

全方位的阐述和小结'

!0"课后作业)利用课前提出的问题或者案例

为主(对本次课堂内容进行总结(制作出具体的文字

文件(其内容包括具体的知识点(文字文件经过组内

每一位同学的参与(最后每位同学上交一份文字文

件(作为本次实验成绩'

!*"作业批改)教师将每一份汇报进行详细的

批改(总结大家都掌握的知识信息(及时发现知识的

漏洞(下次上课进行查漏补缺'

B@结果

对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进行考试(具体考试内

容为本次实验课实验原理!占分的比重为 0"B"*实

验操作 !占分的比重为 0"B"其中考试总分为 &""

分(*" 分以上为合格(*" 分以下为不合格' 对对照

组和实验组学生的成绩进行分析(结果)实验组学生

考试合格率 &""B(平均分数 +/90 分$对照组学生

考试合格率 %"B(平均分数 *+90 分(实验组合格率

和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详见表 &'

表 ?@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考试结果

组别 - 平均分 合格 不合格 合格率!B"

对照组 0" *+90 /0 0 %"

实验组 0" +/90 0" " &""

C@讨论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 ZW=教学模式与国外相比

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尚比较匮乏' 随着医学教育研

究的不断深入(研究方法逐步增加(现阶段我国医学

教育方法及手段不断加强' 同时教育手法在实际运

用过程中的不足也逐渐暴露出来(还需做进一步的

思考
-C.

'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的教学方式多以传统

的教学方式为主(教师作为课堂的核心(%填鸭式&

的教学模式依旧存在(因此提出新的教学方法有利

于改变当前的教学状态' 本研究采用 ZW=问题式

学习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角(教师

作为辅助作用对学生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并在学

生之间进行小组讨论(旨在通过这种教学方法提高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_主动性_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
-+.

' 另一方面结合%互联网 e&提高学生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

现阶段的大学生具备着思维敏捷(知识来源多

样(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师具有极大的挑战' 在教学

过程中采用 ZW=这种教学方法(一方面对于教师的

整体知识结构以及教师的自身的综合素质要求较

高(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素质水平也有较高的要求'

因此(坚持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全面适应社会需

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培育医学英才&

-&".

的办

学方针(加快提升教师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有利于快速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为社会培养

%四有&人才(为国家注入新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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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BM 大健康行业发展势不可挡%将成为健康行业趋势

<<目前( 中国健康行业发展迎来了空前的黄金机遇' 从 ]IZ的占比来看( 欧美等国家的健康产业生产

总值占 ]IZ比重超过了 &0B( 而中国健康产业生产总值仅占 ]IZ的 0B左右' 未来十年内( 这一数字将

快速上升到 &0B以上( 预计到 !"$" 年( 中国健康产业的规模可望突破 &* 万亿'

有关专家表示( 中国大健康行业高度契合未来中国发展趋势( 老龄化的加速* 中产阶级的快速形成等

趋势共同聚力之下( 将为中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9人口老龄化加速

中国已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 !"&0 年( 中国大陆 *"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 &0B( 超过

! 亿人'

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快速增长( 催生老年健康保健* 康复护理*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养老地产* 养生

地产* 中医养生等等健康服务行业的快速崛起(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

!9慢性病人群增加

慢性病是威胁中国人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占死亡原因的+*9*B( 疾病负担的 *%B' 据调查统计( 我

国慢性病患者已超过!9*亿人'

另一项统计显示( 城市白领的亚健康状况非常普遍( 约%+9+B的白领具有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况( 其

中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的亚健康状况最差' 科学管理健康* 延长寿命* 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

的课题'

$9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提高

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发布的 +!"&0 年全球财富报告,( 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已升至世界首位( 达到&9"%亿'

!""" 年以来( 中国中产阶级财富增长了 $$"B( !"&0 年就已达到C9$万亿美元( 占中国财富的 $!B'

随着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加( 消费者购买力也在上升( 对养生的需求也在急剧增加'

/9政策和投资持续加码

近年来( 伴随着w健康中国w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 一系列扶持* 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紧

密出台( 在国家政策暖风的催化下( 大量投资正加速涌入大健康领域( 健康产业的投资* 并购日益频繁'

与此同时( 健康企业的数量* 产品的种类不断增多* 健康产业的整体容量* 涵盖领域* 服务范围正在

不断放大( 正呈现出市场与政策双轮驱动的格局'

09营养保健和生态养生

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 居民的健康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从局限于对疾病防治转向了对自

身健康水平与生命质量的关注$ 除关注身体* 生理功能和行为习惯方面的健康之外( 更注重情志* 心理*

思想* 精神乃至道德和信仰多方面的健康$ 环境因素对人的健康影响日益受到重视( 人们开始注重生态环

境与生命健康和谐共生的有机联系' 营养保健和生态养生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的新趋势'

信息来源! 搜狐

$供稿人! 陈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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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便利( 女(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123456) &"*$!&!C0%7889:;3'

基于 +课程思政, 的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实验课教学模式

探究

曹便利! 吴泽杰! 李<恒! 徐<佳! 胡<淼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检验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发展的一个重大创新(将思想政治融入专业课*通识课(以解决大学生

思政教育的%孤岛困境&' 为了实现检验专业 %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充分发挥专业课堂力量(本文从医学检验专业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课教学现状出发(结合思政课堂面临的困境(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技术,实验课教学的新模式'

关键词)<课程思政$医学检验$实验课$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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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

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

-&.

' 这一重要指示(不仅为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给高校教师提出

了新的要求' 教书不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更要

以身作则(促进在校大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临床生物化学

检验技术,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必修基础课程(

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课是与之相对应

的实践操作课程' 知识内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联

系性*趣味性(同样蕴藏着人文主义以及思想政治元

素' %课程思政&即以课程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充分挖掘专业知识*实验课程中的德育元素(使

通识课*专业课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将德育贯穿到

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
-!.

' 如引导学生掌握理论知

识的同时强化实践意识(提高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的科学研究意识(加强职业素养以及创新能力等'

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有机结合(结合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现状(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教书育人

的规律(遵循学生成长的规律找出有效的途径'

?@大学思政课教育现状

?A?@大学生未正确认识大学思政课

思政课与专业课不同(由于其特殊的课程属性

很容易被忽视' 从小学就开始接触思想品德课(但

是从开始就没有将思想品德课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

置(被认为只是一种课外读物(这种看法其实在目前

的大学生甚至大学生家长的思维里已经根深蒂固'

尤其大学接触专业课后(学生更是认为思政课与专

业课不同(与自身发展以及将来所从事职业关系不

大(只要自身没有特别严重的道德问题*素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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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思政课听不听都无所谓(只要考试不挂科就行(

因此思政课逃课现象较为严重(但学生有时候迫于

点名的压力不得不去上课' 这种错误的想法*错误

的认识导致大学生的思政课教育效果不佳'

?AB@思政课缺乏趣味性%教学方式单一

大学思想政治课教材课程设置十多年来除小部

分变动外(无大范围调整(教材内容繁杂且与高中内

容有大量重复
-$.

(加上思政课理论性强(乏味而且

枯燥(很容易引起学生消极对待' 最重要的是授课

教师上课缺乏能动性(只是采用单一讲解形式(没有

重点(缺乏创造性与互动性' 理论与实际不能联系

起来(无法激发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

?AC@大班授课学生多

思政课作为大学生教育的公共课(各个专业的

大学生都要开设思政课(而思政课代课教师人员有

限(因此大学生思政教育需要庞大的工作量来完成'

所以目前我国各个高校基本都0

采用大班授课的方式' 大班授课学生多(甚至

有不同专业的学生一块上课(又增加了思政教育教

学的困难性和复杂性' 学生过多(集中注意力听讲

时间有限(很容易开小差(不自觉的玩手机*玩游戏$

有的学生在思政课的课堂上看其他方面的书或者做

专业课作业$甚至有的学生在课堂上睡觉' 教师既

要讲好课程又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

关注学生的听课情况等(因此大学生思政教育困难

重重'

?AD@思政课教育目标仍不够明确

医学检验专业大学生思政教育首先要明确的是

%培养什么样的检验人才*如何培养人才以及为谁

培养人才&这个根本问题' 现有思想政治课在教育

模式上过于宽泛(针对性不强(导致了大学生思政课

效果不佳' 思政课教育是一套系统教育(包括政治

思想*公民意识*人生价值*职业精神四个方面' 就

目前当代大学生而言(生活学习比较浮躁(沉迷网络

游戏*自媒体传播(做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人

才(就大学生本身而言就比较迷茫' 加上思政教育

目标摇摆于专业化和广博化之间(不清晰(不明确(

很难给学生指明人生方向(因此思政教育工作任重

而道远
-/.

'

B@+课程思政,融入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

术.实验课教学的意义

BA?@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态度

医学检验专业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

课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观察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组织协调能力(

同时它在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0.

' 如在实验课的教学内容中有

验证性实验(老师讲授实验内容后由学生动手操作(

学生已经理解本次实验内容(那么在做实验时就会

不自觉的忽略掉不符合实验原理的数据(直到得到

一个符合实验原理的数据' 在这个过程中忽略掉了

自身真实实验过程的记录(失败原因无迹可寻' 这

时就需要实验指导老师在指导实验过程认真观察(

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并予以纠正(引导学生去分析问

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分析数据差异来源(要让学

生明白(出现差异大的数据并不可怕(研究数据背后

的因素比数据本身更重要(从而培养学生严谨的实

验态度和科学精神*%工匠精神&' 如%两弹一星&元

勋黄纬禄院士(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全英文微分方程

课堂笔记(字体工整如印刷体一般(书写的便是科学

严谨的沉淀过程$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的高级钳工

技师靠双手打磨大飞机精密零件($0 年日复一日重

复一个动作(加工过数十万的零件(但从没有出现过

一个次品(这便是%大国工匠&科学严谨的制造过程'

BAB@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自觉性和职业责任感

医学检验专业培养的是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医学检验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能力(能

在各级医院*血站*防疫部门及医学检验所*医学检

验产品公司*生物技术研发部门等从事医学检验及

生物技术类实验室工作的医学检验高级应用型人

才' 将来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就要求学生具有强

烈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进入实验室必须穿长袖白大

衣(禁止穿拖鞋*短裙*短裤进入实验室(食物*饮料*

水杯禁止带入实验室(女生在实验室不准披发等(以

上列入考核内容(增强学生的自律性' 在实验过程

中总有些%特别的&学生(实验课不动手做实验(通

过伪造数据来完成实验报告的书写' 针对学生数据

造假*实验过程模糊不清的情况(授课教师要及时进

行制止(并以临床实例*时代新闻给学生强调(身为

检验人员(检测结果的真实可靠与病人的身心健康*

生命安全都息息相关(能够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甚

至社会的安定' 身为检验人员要对病人负责(更要

对自己负责' 自觉遵守职业道德(具有强烈的职业

责任感(是检验人员的基本素养'

BAC@有利于促进学生专业能力与道德水平同步

提高

受传统教学理念的束缚(专业课教师在课堂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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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较注重知识的讲解(实验课的开展将理论联系

实际(理论课与实践课相结合(巩固了学生的理论知

识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但这个过程

中常常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的关

注' 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实验课教学中可以让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医学检验专业教育的全过程(

教师通过深度挖掘+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

课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社会

观(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学

生的诚信意识和敬业精神(促进其专业能力与职业

道德水平共同提高'

C@+课程思政,融入医学检验专业实验课实

践路径

CA?@教学方法创新%灵活多样

创新性*多样性*灵活性的教学方法是极其重要

的(+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课内容多又复

杂(在教学中(应把握教学重点(根据每次实验的不

同特点(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以保证教学效果' 如

设计性的实验内容(以学生自学为主*指导为辅' 在

学生设计实验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争议(则可以发挥

辩论式教学方法的优势' 通过不同形式的活动设计

和情境设置(引导学生自觉主动地去翻阅资料*查找

文献(追求真理' 同时实验课程的导入部分可以加

入与检验有关的历史故事*时代新闻*名人轶事等使

课程思政有效开展' 如著名科学家屠呦呦(*" 多年

的探索发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发现了青蒿素(为人

类带来了一种全新结构的抗疟新药(为中医药科技

创新和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生化实验

以分组形式开展(认真进行实验过程*实验结果*实

验误差的分析总结(严禁抄袭等有违诚信的事情发

生' 同时为了避免学生因为对课堂内容不感兴趣(

出现一直低头玩手机的现象(小组成员互相监督(更

有助于学生的诚信意识和团队意识的培养'

CAB@教学内容丰富趣味%激发学生思维

实验课堂教学设计中(充分挖掘其中的人文精

神(强化创新意识*科学素养*人文关怀*生命健康和

职业素养教育(增加学生学习的乐趣和情感认同(提

高对本专业的认同感和自信心(获得情感教育和人

文关怀并提升职业素养
-*.

' 开设实验课的目的不

仅仅要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要锻炼学生的思维

能力' 因此实验课课程设置时(往往加入探索性*设

计性实验(增加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 如

%心肌酶检测&等设计性实验(带课教师只讲解实验

主线(具体操作过程*实验影响因素*干扰因素等则

由学生独立设计完成(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去探索发

现(认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心脏指标的检测与心

肌梗死密切相关(心肌梗死作为一种急性发病的心

血管疾病极易造成死亡'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急

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是此病对于 &_$

左右的患者仍然是致命的(以此引导学生要认真对

待工作(担负起责任(敬重每一个生命' 因为作为检

验人员(所从事的工作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身体健康

甚至生命息息相关(检测的每一个标本(每一个数据

都能够影响一个人生活甚至生命'

CAC@课堂延伸%简短精致

专业实验课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实践能

力的主阵地' 因此(要打破对现有实践教学狭隘的

理解(不断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找到课堂延伸的切入

点' 通过实例*事例传播探索求真的勇气*坚韧不拔

的意志和博大的爱国情怀等(激发学生追求真善美

的热情(传承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和大无畏的奉献

精神等' 实验课所用的标本一般为血液*尿液标本

等(因此生物污染及生物安全是应该关注及重视的

问题(除预防样本交叉污染外(还要预防自身感染'

尤其遇到一些具有传染病的病人标本如艾滋病*梅

毒*乙肝等(更要做好安全防护(认真对待' 同时也

应该对学生的心理进行疏导(遇到潜在危险的标本

不能害怕退缩(在岗位及国家需要的时候要迎难而

上(挺身而出' 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对医护人员进

行了一次巨大的考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主

要传播途径是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亦可通过接触传

播(因此来自冠状病毒感染病人的非呼吸道样本同

样也具有潜在的感染性' 这种情况下仍有无数医护

人员*检验人员无惧危险奔赴一线(这是一种大无畏

的奉献精神(更是一种伟大的爱国情怀' 课堂之上

的实例分析使德育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能提

升%课程思政&的说服力和实效性'

D@结语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

术,实验课堂(深入挖掘专业课堂*实验课堂的德育

元素(提升专业教师的德育意识和水平同时(也能使

其真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教书*育人相辅相

成' 通过%课程思政&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于

检验专业实验课程教学的全过程(真正做到传授知

识与技能培养同步进行(专业引导与价值教育相互

补充(更有利于实现高校多元化*高水平检验技术型

/&+/第 & 期<<<<<<<<<<<<<曹便利(等)基于%课程思政&的+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实验课教学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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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健康特色产业正当其时

<<在 !"!" 年第 ! 期的 +中华流行病学, 杂志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肺炎应急响应机制流行病

学组发表研究论文( 对截至 ! 月 && 日中国内地报告的超过 C 万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 从

合并基础性疾病的情况来看( 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传染病的患者比例合计占 !/9

CB( 而四类基础病患者死亡病例合计达 %"B( 基础病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时死亡病例占比极高 44

找准产品竞争赛道' !"!" 年 $ 月 / 日( 对京东网上在售的营养保健类产品进行统计( 包含 % 个大类(

其中增强免疫商品 &!+$" 个( 骨骼健康商品 &!$$! 个( 减肥塑身商品 &!$*+ 个( 美容养颜商品 &!!+! 个(

肠胃养护商品 &!"%! 个( %孕期营养& 共 *"" e件( 明目益智商品 C"*$ 个( 缓解疲劳商品筛选共 /*C! 个(

清咽利喉商品 C"*! 个' 由此可见( 增强免疫* 骨骼健康* 减肥塑身* 美容养颜* 肠胃养护等商品已成为

当前社会需求的热点' 应适时对此组织人员进行专题研究( 注重甄别市场需求( 开发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

产品'

布局多层次产品' 针对不同人群开发不同的营养食品( 满足健康个性化的新需求' 例如( 婴幼儿需求

I)\* 牛磺酸* 叶黄素* 维生素等产品( 老年人需求 1Z\* 高钙* 维生素 I* 少脂肪等产品( 孕妇需求

I)\* 胆碱* 叶酸* 维生素 I等产品( 甲亢病人需求忌碘* 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等产品' 应加强

食品营养素对特殊膳食人群健康改善的研究( 开发市场潜力大( 例如针对高血压* 高血脂* 肥胖等问题针

对性解决的产品'

开拓多维度市场' 针对消费市场需要( 开发中成药* 特医食品* 保健品* 生态健康食品等不同医疗或

营养价值不同的产品'

提高科技支撑力' 按照 %小而精& %小而美& 的产业方向( 支持产品地域特色* 营养成分等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品研发( 注重高质量发展( 进行产品精深加工( 在产品特殊人群需求的针对性* 消费场景的适用

性* 品牌建设的精准性上下功夫( 提高产品附加值'

强化数据融合力' 应注重 %互联网 e& 健康食品* %互联网 e& 功能食品* %互联网 e& 营养食品*

%互联网 e& 保健食品* %互联网 e& 健康管理* %互联网 e& 健康设备等形式的研究和打造( 对用户进

行精准画像( 准确把握用户需求$ 对产品市场进行精准切分* 聚集粉丝打造粉丝经济' 通过数据融合( 提

高产品的竞争力* 市场的穿透力'

加强品质控制' 借助 %食品安全云& 已经形成的品质控制* 质量监督* 产品追溯* 产品认证等大数

据应用和服务( 加强中药材及产品* 生态特色食品等全程跟踪* 质量控制* 安全防范* 追溯认证( 实现高

品质* 低风险* 数字化的产品形象( 加强产品在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和品牌传播力'

摘自! !"!" 年第八届中国 $北京& 国际大健康产业博览会

$供稿人! 王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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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亚平( 女(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生物化学传感器( 123456) PL[4Q5JD***7&*$9:;3'

"综述#

\R四聚体免标核酸分子探针在传感器中的应用及进展

胡亚平! 郭亚萍! 党<珊! 张<金! 王秀菊! 李<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核酸分子探针具有高效杂交特异性(巧妙应用核酸的结构及其识别能力的特点(将相关的生命信息转化为

易于检测的信号' ]#四聚体是一段具有富 ]序列的 IH\d[3?(与氯化血红素结合后具有类辣根过氧化氢酶催化活

性(具有简单*可视化*经济等优点' 近年(基于 ]#四聚体核酸分子探针构建的生物传感器(已经成为一个热点' 本文

重点评述了近年来 ]#四聚体核酸传感器的研究进展(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核酸分子探针(]#四聚体(催化活性(综述

中图分类号)G$/

522,'0)&'*")"+21*(1$%%*/,)6,$K/1$$\K̀;)+1;2,$U ";0,$'0)0'+F*,$0;,)121*6$%'"%$"%*1%

)f,42Q5JD(I\H]^P4J(]fc,42Q5JD(')\H](5J(K\H]g5L2TL(=5(5JD

!"#$%%&%'D*:4#,)64#4-)("*-01*- 2%&&).)%'34-54*-. ,)64#*&7-48)9:4+;(34-54*-.(()-*-(/0$""""

56%&1)0&)<NP?JL:6?5:4:5O 3;6?:L64AQA;U?5E:P4A4:@?A5d?O U[P5DP2?RR5:5?J:[P[UA5O5d4@5;J(YP5:P 34>?ED;;O LE?;R@P?

E@AL:@LA?4JO A?:;DJ5@5;J 4U565@[;RJL:6?5:4:5O(:;JV?A@5JDA?64@?O V5@465JR;A34@5;J 5J@;E5DJ46E@P4@4A??4E[@;O?@?:@9]28L4OAL2

Q6?X5E4E?:@5;J ;RIH\d[3?Y5@P 4]2A5:P E?8L?J:?(4JO :;3U5J?O Y5@P P?3?:P6;A5O?(5@Y566U??8L5QQ?O Y5@P P;AE?A4O5EP Q?A2

;X5O4E?!)GZ"23535:>5JD:4@46[@5:IH\d[3?9M@P4E@P?4OV4J@4D?E;RP5DP E@4U565@[(6;Y:;E@(E53Q6?E[J@P?E5E(V5EL465d4@5;J

4JO ?4E[3;O5R5:4@5;J9MJ A?:?J@[?4AE(U5;E?JE;AEU4E?O ;J ]28L4OALQ6?XJL:6?5:4:5O 3;6?:L64AQA;U?EP4V?U?:;3?4P;@EQ;@9

NP5E4A@5:6?A?V5?YE@P?A?E?4A:P QA;DA?EE;R]28L4OALQ6?XJL:6?5:4:5O E?JE;AE5J A?:?J@[?4AE4JO 6;;>ER;AY4AO @;5@EO?V?6;Q2

3?J@QA;EQ?:@E9

=$- >*1+%)<JL:6?5:4:5O 3;6?:L64AQA;U?(]28L4OALQ6?X(:4@46[@5:4:@5V5@[(A?V5?Y

<<核酸分子探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分子生物学研

究手段(它非常巧妙的应用了核酸的结构及其识别

能力的特点(例如核酸的杂交特异性
-&.

*立体构象

转变
-!.

*与蛋白质
-$.

*寡聚高分子
-/.

甚至金属离

子
-0.

特异性结合等(结合分子水平的信号传导机

制(将相关生命信息转化为易于检测的信号(比如拉

曼
-*.

*荧光
-$.

*化学发光
-C.

*电流
-+.

*比色
-%.

等'

IH\d[3?是通过体外选择
-&".

分离出来的具有生物

催化活性的核酸酶(]#四聚体是一段富含 ]序列

的 IH\d[3?(]碱基相互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形成

/ #]#平面结构(这种结构有很强的范德华作用

力(并且一些芳香族平面结构型配体如卟啉及金属

卟啉易于堆积到 ]#四聚体的平面结构上(形成的

]#四聚体复合物具有和蛋白酶相似的生物催化活

性
-%(&&.

' 常见的富 ]#IH\序列形成的 ]#四聚

体(一般包括分子内四聚体结构
-&!.

和分子间的四聚

体结构
-&$.

' 四聚体结构又分平行四聚体和反平行

四聚体(平行结构和反平行结构可分别用圆二色谱

表征
-&/.

' 与功能化的核酸荧光探针相比(且富 ]序

列形成的 ]#四聚体不易被核酸酶降解(能作为探

针进入细胞内并稳定存在' ]#四聚体具有免修

饰*探针简单易合成*抗核酸酶降解且可视化等优

点' 与蛋白酶相比(这种具有催化活性的 IH\d[3?

具有可降低非特异性吸收的优点
-&0.

' 构建基于 ]

#四聚体的核酸传感器在生物分子检测*临床诊断*

环境检测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重点评

述 ]#四聚体的核酸传感器的应用及进展'

?@\R四聚体的核酸传感器的应用

?A?@荧光检测应用

?A?A?@卟啉衍生物嵌入 \R四聚体荧光检测<卟

啉是卟吩环上拥有取代基的一类大环化合物的总

称' 在分析化学中常用到的卟啉衍生物包括阳离子

卟啉*阴离子卟啉*金属卟啉' 一般认为阳离子卟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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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IH\主要有 $ 种结合方式)插入到碱基对之间*

沟槽结合和外部自堆积结合
-&*.

' 研发新型抗肿瘤

药物是当今医学与化学生物学中极其重要的研究之

一(其代表是卟啉体系(其中阴离子卟啉具有更好的

膜通透性(应用较广' 利用卟啉及其衍生物特殊的

亲和力(确定肿瘤的相关信息' 例如利用注射进入

肿瘤患者体内的金属卟啉会聚集在肿瘤部位(通过

金属卟啉的特殊电子吸收和及荧光吸收与患者肺肿

瘤部位进行区分(即可确定患者体内肿瘤的性质及

位置(是否水肿'

&%C% 年(-5?6等
-&C.

最早发现 3?E;#四!H#甲

基 #/ #吡啶基"卟啉 !NiZ[Z"可以嵌入小牛胸腺

IH\!:@#IH\"(卟啉与 IH\的相互作用被进一步

深入研究' &%%* 年(=5等
-&+.

分离出来一些富 ]序

列的核酸适体(并且对 H#3?@P[63?E;Q;AQP[A5J Mg

!Hii"具有选择性相应(之后发现这些核酸适体也

可以作为 IH\d[3?催化金属卟啉' 能够嵌入 ]#

四聚体核酸探针结构中研究最多的阳离子卟啉越来

越多的集中在 0(&"(&0(!"( #四!& #甲基 #/ 吡啶

基" #!&(!$( #二氢 #卟啉!NiZ[Z/"

-&% #!".

'

K4JD

-!&.

报道了一个利用功能化的 IH\自组

装成 ]#四聚体作为载体(将阳离子卟啉 NiZ[Z/

载入癌细胞内(进行癌症的治疗' 他们利用两条功

能化的 IH\(IH\包括 ^D:+*NI"0 核酸适体和可以

自组装成 ]#四聚体的两段富 ]序列(^D:+(NI"0

核酸适体作为靶向(可以特异性识别癌细胞(两段富

]序列自组装成的 ]#四聚体作为光敏剂 NiZ[Z/

的载体' 当两条功能化的 IH\同时存在(两段富 ]

序列可自组装成分子间的 ]#四聚体(当加入光敏

剂阳离子卟啉 0(&"(&0(!"( #四!& #甲基 #/ 吡啶

基" #!&(!$( #二氢 #卟啉 !NiZ[Z/"(NiZ[Z/ 可

嵌入到 ]#四聚体的平行结构' 由于 ^D:+(NI"0 核

酸适体可特异性与癌细胞结合(使嵌入了阳离子卟

啉的 ]#四聚体探针在细胞表面富集并进入到癌细

胞内(在紫外光照射下(阳离子卟啉可与氧气作用(

产生单线态氧(利用单线态氧达到抑制并杀死癌细

胞的目的' 这种典型的 ]#四聚体 #核酸适体平台

可作为有效运载载体(并具有特异性结合癌细胞的

靶向性' 该方法与其他类似方法相比(简单(不用标

记(在细胞内可避免核酸酶的降解(具有药物浓度

低*反应时间短*放射能量低等优点(可有效降低光

动力学治疗的副作用'

^35AJ;V

-!!.

(o;@:P

-!$.

等发现对于 ]#四聚体的

形成有很好的稳定作用' 刘涛
-!/.

构建了一个利用

]#四聚体及 1X;

'

核酸外切酶(用于检测 ZU

! e

离

子荧光检测的生物传感器' ZU

! e

可辅助切割由

IH\d[3?与底物探针结合物中的底物中的 GH\碱

基(使底物的 iW环断裂(从而释放 IH\d[3?(

IH\d[3?可循环与底物结合并被 ZU

! e

切割(底物探

针断裂形成的 ,形探针(其可与 iW结合打开其发

夹结构(产生荧光信号(此结构可在 1X;

'

核酸外切

酶作用下(从 $S端开始降解被打开的 iW信标探针(

底物探针被释放(并循环与下一个 iW探针结合切

割(是荧光信号二次循环放大(从而实现 ZU

! e

的高

灵敏检测' 与本方法类似的还有其他离子稳定的 ]

#四聚体(如 NP4>LA等
-!0.

利用 ]#四聚体同时连接

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分子 -?

$ e

和 .4

! e

(形成能大容量

载药的超级水凝胶分子体系(通过 Q)调控实现载

药阿霉素长时间稳定释放'

?A?AB@,;F'"*,化学发光检测<化学发光是在化学

反应中(物质分子吸收了在反应过程中释放的化学

能而被激发发光的现象
-!*.

' 在分析化学中应用最

多的化学发光试剂是鲁米诺 6L35J;6!$ #氨基邻苯

二甲酰肼"(又称发光氨*光敏灵(在碱性溶液中(鲁

米诺容易被许多氧化剂氧化而发出引人注目的蓝色

光(其中 )!c! 最为常用
-!*.

' 在催化剂催化下(双

氧水将分解为 )

!

c和 c

!

' 由于血红蛋白含有催化

性质的铁(可促使 )!c! 氧化鲁米诺化学发光' 所

以 6L35J;6化学发光可用来检测血红蛋白中的铁血

红素' 研究发现(当单链的富 #]核酸序列和高铁

血红素 P?35J 结合(富 #]核酸序列折叠形成 ]#

四聚体结构(形成的这种 ]#四聚体_P?35J 复合物

的结构具有更强的生物催化活性(在过氧化氢存在

下氧化 6L35J;6(产生生物化学发光(比单独的 P?35J

的催化活性强 !0" 倍
-!C.

'

]#四聚体是一段富含 ]序列的 IH\d[3?(]

碱基相互之间的氢键相互作用形成 / #]#平面结

构(这种结构有很强的范德华作用力(并且一些芳香

族平面结构型配体中所述卟啉及金属卟啉易于堆积

到 ]#四聚体的平面结构上
-&+.

' 这些配体里面(

P?35J -?

$ e

卟啉是最经典的(P?35J 可以和 ]#四聚

体可以特异性结合(并具有很高的结合力
-!+(&+.

' 常

把这种富含 ]碱基的核酸链可以叫做 P?35J #U5JO2

5JD4Q@43?AE!)W\E"' 形成的 ]#四聚体_P?35J 复

合物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在过氧化氢存在下氧化

6L35J;6(产生生物化学发光' 这种 ]#四聚体_P?2

35J 复合物其实就是一种新的 IH\d[3?(已经广泛

应用与 IH\*蛋白质*小分子及金属离子的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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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0(!% #$".

'

Z4V6;V

-$".

和 g54;

-$&.

等用提出用 ]#四聚体核

酸探针放大检测 IH\和端粒酶活性' 端粒酶 N?2

6;3?A4E?是基本的核蛋白逆转录酶(可将端粒 IH\

加至真核细胞染色体末端(是真核细胞染色体末端

的特殊结构( 人端粒是由六个碱基 重 复 序 列

NN\]]]和结合蛋白组成(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可稳定染色体的功能(防止染色体 IH\降解*末端

融合(保护染色体结构基因 IH\(调节正常细胞生

长
-$!.

' 端粒酶是使端粒沿 $S端方向延伸合成端粒

重复序列的反转录 IH\合成酶
-$$.

' 在很多恶性肿

瘤细胞中(端粒酶显著增加(造成癌细胞无节制增

长(因此端粒酶可以作为癌细胞的重要标记物'

Z4V6;V

-$/.

首先将巯基标记的 IH\引物固定到

金膜覆盖的玻璃板上(分析物作为连接物(与引物及

加入的富 ]序列的信号表达探针相互杂交(加入

P?35J(信号探针形成 ]#四聚体结构(放大催化 6L2

35J;6化学发光(从而来检测目标 IH\$当检测端粒

酶活性时(Z4V6;V将含端粒重复序列的标记巯基的

IH\当作引物固定到金膜覆盖的玻璃板上(当加入

OHNZ及端粒酶时(引物在 $S端聚合延伸出重复的

]]]NN\]序列(延伸出的序列与多个富 ]序列的

信号探针相互杂交(当 P?35J 加入可形成很多个 ]

#四聚体结构(双重放大催化 6L35J;6化学发光'

-A??34J 等
-$0.

又利用 P?35J_]#四聚体核酸探

针化学发光(并和硒化镉_硫化锌量子点之间发生化

学发光共振能量转移 .G1N来检测 IH\*金属离

子*小分子' 所示(该文将包含 ]#四聚体结构的

IH\d[3?和三磷酸腺苷的核酸适体或者富含 N碱

基可以识别汞离子的探针固定到不同尺寸的量子点

上(当三磷酸腺苷或者汞离子存在时(探针自组装成

P?35J_]#四联体 IH\d[3?结构(当 )!c! 存在时(

P?35J_]#四聚体 IH\d[3?将催化 6L35J;6化学发

光(催化产生的化学发光能量共振转移到硒化镉_硫

化锌量子点(从而激发量子点的荧光' 同样(将含有

富 ]序列的发夹结构固定到硒化镉_硫化锌量子点

上可用来检测目标 IH\(当目标 IH\存在时(将发

夹结 构 打 开( 形 成 自 由 的 P?35J_] #四 聚 体

IH\d[3?结构(从而和量子点产生共振能量转移'

该方法可以采用大小不同的量子点及不同的核酸底

物(通过 .G1N来检测不同的分析物'

能量转移体系可以用来检测赭曲毒素 \

-$*.

(]

#四聚体和毒素发生能量转移(信号放大后可实现

毒素的灵敏检测'

?AB@可视化比色检测

相对于荧光检测及化学发光检测(比色检测更

直观(利用颜色的变化(直接用肉眼即可观察到'

]#四聚体_P?35J 催化活性比单独的 P?35J 强

!0" 倍(]#四聚体_P?35J IH\d[3?不仅可以催化

氧化 6L35J;6化学发光(还可以将无色的 \WN̂ 氧化

为绿色的\WN̂0 e(利用颜色变化可放大检测一系

列的分析物
-$C #$%.

' o;6Q4EP:P5>;V

-$C.

利用 ]#四聚

体_P?35J 类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可视化放大检

测编码老年痴呆症的目标 IH\的单核苷酸多形态

!^HZ"(其方法是)当目标物老年痴呆症目标 IH\

存在时(!)! 劈成两半的富 ]碱基的 IH\d[3?末端

延伸出的捕获探针可与编码老年痴呆症的目标

IH\互补结合(形成 P?35J_]#四聚体 IH\d[3?结

构(催化 \WN̂ 显色$反之(当目标 IH\不存在时(

\WN̂ 不显色(即无信号' 该信号 ;J 的体系(和金纳

米颗粒检测 ^HZ相比(不需要修饰(且对温度没有

要求(但劈开的 IH\d[3?重组的 ]#四聚体催化活

性较完整的 IH\d[3?略弱(检测限比较高' 若将 ]

#四聚体的部分序列封闭到发夹结构的茎部(当目

标 IH\存在时发夹结构打开( P?35J_]#四聚体

IH\d[3?结构形成(催化 \WN̂ 显色' 这也是一个

;J 的体系(检测限可达 !"" Ji

-$&.

' 若将目标 IH\

作为一个连接物(分别将连有 ]#四聚体结构的探

针和核酸 IH\互补连接在一起(检测限可达 &

Ji

-$".

'

如果将 ]#四聚体和聚合酶联用(检测效果会

更好
-/" #/&.

' K?5d34JJ

-/".

等将催化反应和聚合反应

联用来检测 i&$ 噬菌体 IH\' i&$ 噬菌体 IH\是

环状单链 IH\' 发夹结构的环部可以刻 i&$ 噬菌

体 IH\互补将发夹结构打开(一端茎部序列可与另

一长链 !34:P5J?"部分杂交(并作为聚合反应的引

物(引发聚合酶链反应(34:P5J?链上设计有 H9

WUV.M\切刻酶的切刻位点(当加入 H9WUV.M\切

刻酶时(可将聚合产生的双链切刻开(从而引发新的

聚合酶链反应(聚合产生的新链连续与富 ]的序列

发生链置换(不断释放 ]#四聚体 IH\d[3?(检测限

可达 "9"&Qi' 该体系包括两个功能化的发夹结构(

利用目标物引发自组装形成 P?35J_]#四聚体

IH\d[3?结构纳米线(多重放大检测目标 IH\(检

测达到 "9"& Qi' 该体系不需要蛋白酶(反应时间

缩短(灵敏度很高(简单(价格低廉'

N4;等
-&/.

利用免标变构双 IH\d[3?比色检测

重金属离子' 他设计了一个同时包括三部分的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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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探针)

&

)IH\切刻 IH\d[3?!I#IH\d[3?"(包

括 IH\ 与 IH\d[3?的 底 物$

$

) ] #四 聚 体

IH\d[3?!]#IH\d[3?"$

'

)有部分 ]#IH\d[3?(

并代表 I#IH\d[3?' 当目标金属离子不存在时(

由于单分子探针分子内作用力很强(

$

#

'

两个部

分无法形成的 ]#四聚体结构(只能形成可被金属

离子切刻的 I#IH\d[3?' 当目标金属离子存在

时(单分子探针分子内作用力被金属离子切刻 IH\

底物破坏(构型转变成 ]#IH\d[3?结构(可催化

NiW显色(该方法将免标双 IH\d[3?*底物*信号探

针在一个探针分子内(利用分子内的作用解决了探

针间杂交不稳定*不灵敏的问题(用 P?35J_]#四聚

体 IH\d[3?的催化活性(实现了可视化灵敏检测

.L! e' 同理(其他金属离子也可通过其对应的

IH\d[3?和 ]#IH\d[3?联用(实现可视化放大检

测'

B@结论与展望

以上综述了基于 ]#四聚体核酸分子探针应用

于检测的各种方法的发展现状' ]#四聚体核酸探

针在理论研究及体外检测目标 IH\*小分子*蛋白

质以取得很大的进展(并在环境污染检测方面(可视

化检测重金属离子有一定的应用' ]#四聚体核酸

探针与功能化的核酸探针相比(它的低消耗*简便性

以及可视化的检测(表现出了格外的吸引力(从而使

其备受关注' ]#四聚体核酸探针在细胞及活体应

用仍有极大的潜力等待科学家们去研究' ]#四聚

体广泛的应用潜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分析*生物*

及医学研究者的注意(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精力投

入到这个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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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E@A;JD2ZA5:?I1(I?;A?Ẑ(i4JO?AV566?G\9MJ@A5JE5:%NLAJ2

cJ& \Q@4E?JE;AI?@?:@5;J ;Rc:PA4@;X5J \fE5JD1J?AD[2NA4JER?A

-6L;A?E:?J:?-(.9(9\DA5:9-;;O .P?39!"!"(*+)!!/%2!!009

-$C. o;6Q4EP:P5>;VIi9̂Q65@IH\?Jd[3?R;AV5EL46E5JD6?JL:6?;@5O?

Q;6[3;AQP5E3@[Q5JD9(\3.P?3^;:(!""+(&$")!%$/2!%$09

-$+. =L;,5JDQ5JD(,L )45X54JD(\6>P435Ec9=4U?62-A??(l5EL46I?2

@?:@5;J ;R̂3466i;6?:L6?EfE5JD)5DP6[N4AD?@G?EQ;JE5V?iL6@52

3;OL6?^Q65@\Q@43?A.;JE@AL:@E-(.9\J469.P?39!"&%(%&!&&" )

C&%%2C!"C9

-$%. K566J?AM(W4A;J G(K566J?A(W9MJ@?DA4@?O J4J;Q4A@5:6?2U5;3;6?:L6?

E[E@?3ER;AU5;E?JE5JD4JO U5;?6?:@A;J5:E-(.9W5;E?JE9W5;?6?:2

@A;J9!""C(!!!%2&"" )&+/&2&+0!9

-/". K?5d34JJ ,(W?5EE?JP5A@dio(.P?D64>;V'9\l5ALE^Q;@65DP@?O

U[4J \L@;J;3;LEIH\ i4:P5J?-(. \JD?Y9.P?39!""*( /0$

C$+/2C$++9

-/&. =5g54;,L(.L5,LJg5(IL ,5.P?J9=4U?62-A??N?6;3?A4E?I?@?:2

@5;J 5J ^5JD6?.?66fE5JD4-5V?2W4E?N?6;3?A4E?ZA;OL:@2NA5DD?A?O

1XQ;J?J@546G;665JD.5A:6?\3Q65R5R5:4@5;J ^@A4@?D[-(.9\.̂ ^?JE9

!"&%(/!/" )&"%"2&"%*9

!责任编辑!刘鹤香"

/C+/第 & 期<<<<<<<<<<<<<胡亚平(等)]#四聚体免标核酸分子探针在传感器中的应用及进展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章克(男(在读本科生(临床医学专业(123456)&$&*$!$$/"7889:;3'

通讯作者!崔唱(女(硕士(研究方向)神经生物学(123456)$0%/!*%!!7889:;3'

细胞焦亡与其相关疾病的联系

章<克! 胡<梁! 孟彦辰! 张<婷! 徐<男! 崔<唱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 新乡 /0$""$"

摘要!<目前研究认为(焦亡是一种程序性细胞死亡(伴随着炎症反应(通过不同的激活途径广泛参与到多种疾病

的发生发展中' 对机体的整个生命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探讨了细胞焦亡与脓毒症*糖尿病*酒精性胃炎的内在

联系及相关研究进展(为深入研究疾病的发生机制提出新的方向(获得更有效的防治措施'

关键词)<细胞焦亡$焦亡机制$焦亡相关疾病

中图分类号)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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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焦亡 ! Q[A;Q@;E5E"这一概念(首次由 '[:P2

65JE>[等
-&.

于 &%%! 年提出(是一种新型促炎程序性

细胞死亡形式(它的本质是依赖于胱天蛋白酶 #&

!:4EQ4E?#&"的激活(使细胞内外渗透压改变(肿胀

破裂(胞膜形成孔洞(胞质快速裂解(原生质释放(进

而引发机体强烈的炎症反应' 因此细胞焦亡又称为

细胞炎性坏死
-!.

' 所受刺激不同(细胞诱导焦亡发

生的通路也会不同'

?@细胞焦亡机制

?A?@经典细胞焦亡途径

经典细胞焦亡途径是由 :4EQ4E?#& 的所介导

的
-$.

' 炎性小体与经典焦亡途径关系密切(炎性小

体参与了细菌*病毒等机体内危险信号分子的识别(

是细胞在受到内外源性刺激时作出相应组装而

成
-/ #0.

' :4EQ4E?#& 的 H端具有 :4EQ4E?募集结构

域!:4EQ4E?A?:AL5@3?J@O;345J(.\GI"(能结合其它

含有 .\GI的蛋白' 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样

受体蛋白 &!H=GZ&"*H=GZ$*HcI样受体 ./ !H=2

G./"等具有 .\GI结构域和_或热蛋白结构域

Z,I

-*.

' 凋亡相关微粒蛋白 !4Q;Q@;E5E#4EE;:54@?O

EQ?:> #65>?QA;@?5J(\̂ ."含有 .\GI和 Z,I结构

域(是炎性小体与 :4EQ4E?#& 的连接者' 炎性小体

通过募集结构域之间的联系集结大量 :4EQ4E?#& 前

体(释放出具有活性的 :4EQ4E?#&(活化的 :4EQ4E?#

& 作用于 ]̂ IiI蛋白!]4EO?A35J IQA?@?5J"(形成

具有成孔活性和亲膜脂性的 H端结构域(进而引起

焦亡的发生
-C.

' 活化的:4EQ4E?#& 可诱导巨噬细胞

增多(产生大量促炎细胞因子(然后激活 M=#&

"

*M=

#&+ 发生免疫反应
-+.

'

?AB@非经典细胞焦亡途径

细胞在受到内源性 =Ẑ 刺激后(:4EQ4E?#/*

:4EQ4E?#0 和 :4EQ4E?#&& 可以与细胞直接结合启

动焦亡过程(导致胞膜破裂形成穿孔*出现炎症反

应*并致细胞溶解死亡
-% #&&.

' 这类死亡方式称为非

经典焦亡途径' 其机制是结合了 =Ẑ 的 :4EQ4E?#

&& 的水解活性被激活(直接剪切 ]̂ IiI蛋白形成

]̂ IiI#H(]̂ IiI蛋白的切割是细胞发生焦亡的

必要条件(这种蛋白的 H端片段使胞膜屏障受损(

引起焦亡的发生
-&!.

' 但 .端会与 H端发生自抑反

应(阻止炎症因子的释放(活化的 :4EQ4E?#& 和

:4EQ4E?#&& 使 ]̂ IiI#H摆脱自抑状态(]̂ IiI

#H通过结合膜磷酸肌醇聚集到质膜上形成穿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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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细胞不断渗透*膨胀*裂解死亡
-&$.

' 目前新发

现了一种与 Q4JJ?X5J #& 蛋白!Z4JX&"通路有关的

非经典焦亡途径(Z4JX& 活化导致核苷酸的释放(如

三磷酸腺苷和三磷酸尿苷(活化的 .4EQ4E?#&& 使

Z4JX& 裂解(自身通道的开放(诱导胞浆 \NZ的释

放
-&/ #&*.

(长时间的 \NZ刺激可激活 Z!g

C

通道开

放(细胞内外渗透压紊乱(发生肿胀破裂诱发细胞死

亡' 这种方式也能引起钾离子的外流进而刺激 H=2

GZ$ 介导的焦亡
-&C #&+.

'

B@焦亡相关疾病

细胞焦亡是细胞死亡的又一重要形式(有助于

强化机体的抗原抗体反应(清除病原微生物' 焦亡

与炎性因子 M=#&

"

*M=#&+ 的释放密切相关(在各

种炎症相关的疾病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研究表

明(细胞焦亡在脓毒症*糖尿病疾病及酒精性胃炎的

发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BA?@脓毒症

脓毒症是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主要病因' 细胞焦亡是防

御细菌感染所必需的(适当的焦亡可以将组织损伤

降到最低(但过度激活时焦亡会导致脓毒性休克*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症!icÎ "或增加继发感染的风

险
-&% #!&.

' :4EQ4E?#&* :4EQ4E?#/* :4EQ4E?#0 和

:4EQ4E?#&& 对 ]̂ IiI蛋白的水解作用是 =Ẑ 激活

的天然免疫细胞进行吞噬作用的关键步骤' 焦亡细

胞释放损伤相关模式分子!I\iZE"(募集大量免疫

细胞进入感染性病变' 单一的配体和炎性小体传感

器之间的结合可以引发一系列级联反应(最终导致

焦亡(这决定了宿主体内的病理反应
-!!.

' 研究证

明
-!$ #!0.

(]̂ IiI组和 :4EQ4E?#&& 组小鼠均在 =Ẑ

致死剂量下存活(验证了 ]̂ IiI在致死性脓毒症

和败血症休克中的作用' KL 等
-!*.

建立了大鼠脓毒

症模型(研究了 H=GZ$ 在脓毒症中的作用(H=GZ$

通过恢复肝细胞转运蛋白的丰度和抑制脓毒症期间

肝细胞因子*中性粒细胞的滤过和巨噬细胞焦亡的

产生来减轻高血糖血症' H=GZ$ 的失调也会加重

脓毒症(如何限制 H=GZ$ 的激活可能成为治疗脓毒

症引发的疾病的新方向' 自噬相关基因 \D@C 的缺

乏能通过一种未知的机制加重脓毒症炎症反应和焦

亡发生
-!C.

'

BAB@糖尿病

细胞焦亡主要影响 MM型糖尿病(炎性小体 H=2

GZ$ 的活化可引起高血糖症及高胰岛素血症
-!+.

'

在经过高脂肪饮食喂养的小鼠体内其功能异常的脂

肪细胞会刺激炎性小体活化(激活焦亡通路' 焦亡

细胞释放的 M=#&

"

可以降低胰岛素的表达(减少了

葡萄糖的摄取(最后容易发生胰岛素抵抗*糖耐量异

常*炎性反应(甚至肥胖' 邱振等
-!%.

的研究表明由

活性氧簇介导的 H=GZ$ 可激活经典焦亡途径(可

能在糖尿病大鼠的心肌缺血_再灌注!iM_G"损伤中

起重要作用(炎性体抑制剂或活性氧清除剂 !H\."

可以减轻糖尿病性心肌梗死的损伤' 抑制 H=GZ$

炎性体的活化以减少细胞焦亡可能是缓解心肌损伤

的新方向
-$".

' 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炎性小体 H=GZ

$ 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BAC@酒精性胃炎

酒精性胃炎是一种很常见的疾病(及时预防和

治疗可以减轻对机体的伤害(但目前的一些治疗方

法会有较大的副作用' 干细胞经乙醇处理后可造成

IH\的永久性损伤并使胞内 :4EQ4E?#& 活化(中性

粒细胞聚集增多(产生并释放白细胞介素 M=#&

"

和

M=#&+

-$&.

' 因此(证明乙醇可以介导细胞焦亡' 由

此可见细胞焦亡 :4EQ4E?#& 抑制剂参与了酒精引起

的胃炎的发生和发展(:4EQ4E?#& 抑制剂 \:#[V4O

#.io能有效地减轻酒精所致的胃黏膜细胞炎性

小体的的数量(是治疗酒精性胃炎的一种潜在的药

物
-$!.

'

C@结语

目前细胞焦亡作为一种细胞的自主性自杀程

序(本应是机体一种抵制内*外源刺激的有力武器'

然而在某些条件下焦亡被过度激活(炎症反应得不

到控制(导致了相关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更甚至威胁

生命' 因此(对于细胞焦亡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

人们进一步了解细胞程序性死亡的多样性(而且为

焦亡所导致的相关疾病的治疗和药物的开发提供新

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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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产业资讯#

疫情之后%大健康产业这八大趋势值得关注

<<!"&% 年 &! 月以来爆发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引发了全国上下对于大健康产业的高度关注' 健康中国战

略如今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领导人也指出###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这是一次全民的健康教

育' 那么( 在这样的疫情冲击下( 将会对健康中国战略的推动带来哪些深远的影响和意义0 大健康产业是

否将迎来发展机遇0

"&' 免疫力类产品将成为生活必备品

免疫系统是生物进化的宝贵遗产( 能通过自身调节消灭大部分入侵机体的致病体' 比如身体的炎症(

就是因为受感染死去的细胞释放出了信息素造成局部血液流量升高' 这些信息素不仅能干扰病毒复制( 还

能吸引白细胞前来' 而白细胞是很多致病体的天敌( 能吞噬 !吞噬细胞"( 能毒杀 !Ho细胞"( 足以消灭

大部分的病菌* 病毒'

如果它们还解决不了问题( 身体就会调动特异性免疫细胞( 一边释放抗体结合病毒使它们无法感染别

的细胞( 一边杀灭被感染的细胞( 在体内彻底消除病毒( 并用记忆细胞记住病毒的特征( 在下一次再遇到

时能快速产生相应的抗体44

"!' 健康体系从治疗到促进全链条

健康产业本来就是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 国家一向重视' 此次疫情事件( 可谓举全国之力( 耗费以及

损失的金额数以万亿5 健康行业管理者更加知道了 %防患于未然& 的重要性( 国家政策会大力支持医药

研究* 保健养生品的开发' 其一可以预防群体性疾病突发事件( 其二可以切实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 早

日实现 %中国梦( 健康梦& 44

"$' 促进全民健康生活新观念

!""$ 年以 ^\Ĝ 的爆发之后( 全社会对医疗预防工作日趋重视( 促使人们健康体检意识进一步增强(

疾病的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人们对健康体检的需求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健康体检市场随之也在快速升温( 健康体检行业步入快速增长期'

随着国家鼓励健康体检行业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 行业监管政策日趋规范( 全社会健康意识的不断提

高( 众多民营机构和社会资本不断进入健康体检领域( 有力的促进了健康体检市场的快速发展( 健康体检

行业发展前景广阔44

"/' 健康城市建设成为发展新目标

武汉作为全国七大中心城市之一( 全市人口突破 &/"" 万人' 面对此次疫情大面积爆发( 可以看到医

疗卫生资源与城市体量不匹配* 高度城市化加速疾病传播等问题' 值得反思的是( 是否城市建设之初就应

该防范此类问题发生0 44

"0' 基层健康医疗机构地位提升

!"!" 年 & 月(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对全市发热市民实行分级分类诊疗服务( 由社

区医院进行初级筛查诊断( 将排查出来的辖区发热病人及时送至当地诊疗医院对病情进行筛选* 分类( 严

格实施隔离( 再依据病情( 重者由防疫车辆送至定点医院收治( 轻者由社区督促在家进行自我隔离观察'

分级诊疗启动后( 轻度病患被 %分流& 进入社区医院( 武汉各大定点医院门诊排队拥挤现象得到明

显缓解( 与此同时( 市内四百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迅速行动( 成为战 %疫& 前线' 经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初筛( 疑似病患携带初步检查资料前往定点医院( 使医生可以更加快速做出针对性诊断( 有效提升了

接诊效率44

"*' 中医外治将得到认可与普及

中医能治大病* 难病( 中医外治的方法更简便易行( 性价比更高( 安全更有保障' 如果说中医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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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一顶皇冠( 那么中医外治是这顶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艾灸* 膏贴* 拔罐* 刮痧* 熨烙* 推拿* 正骨

等等( 以前被认为是偏科* 冷门的外治技艺和方法( 如今将登上大雅之堂( 重新获得重用44

"C' 互联网健康医疗迎来发展机遇

就像当年 ^\Ĝ 推动网络购物快速发展( 并成就像淘宝等一批世界级电商企业一样( 这次疫情极可能

成为互联网医疗的转折点和突破点( 在 0]的推动下( 中国有可能诞生一批世界级互联网和远程医疗服务

机构'

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 大批发热病人短时间内涌入定点医院( 使得发热门诊拥挤不堪* 医护人员疲

惫不堪' 此时( 互联网医疗因其便捷* 高效的特点( 在疫情防控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4

"+' 加速健康产业高精技术发展

高新医疗技术能否真正惠民( 健全体系* 加强监管是重点(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在 & 月 $& 日发布

的一项报告显示( 吉利德公司在研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成功帮助美国首例确诊患者缓解病症( 揭示了这一

药物在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方面的巨大潜力' 在国内( 此药已在各部门协调合作下迅速展开临床试验( 以进

一步评价其有效性和安全性44

摘自! )H.健康营养展 ! 月 !" 日

$供稿人! 刘芳&

大健康产业利好政策不断 BM?O 大健康产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近日( 国家出台了

+健康中国行动 !!"&%#!"$" 年", 等相关文件( 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 提出将开展 &0 个重

大专项行动( 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努力使群众不生病* 少生病' 随着生活水平的

逐步提高( 人民对健康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 政策支持下( 中国大健康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大健康产业囊括内容广泛

大健康产业包括医疗服务* 医药保健产品* 营养保健产品* 医疗保健器械* 休闲保健服务* 健康咨询

管理等多个与人类健康紧密相关的生产和服务领域' 大健康产业不同于传统医疗产业发展模式( 是一种从

单一救治模式转向 %防#治#养& 一体化模式'

三大因素促进大健康产业发展

&' 人口老龄化加剧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 截至 !"&+ 年年末( *" 周岁及以上人口为 !/%/% 万( 占比 &C9%B' 其中( *0 岁及以上人口为

&**0+ 万人( 占 &&9%B' 随着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不断加快( 消费群体和规模进一步扩大( 对大健康产业

形成了较大的助推力' 就目前而言( 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未来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 国家政策鼓励

在政府层面( 我国重视以人为本( 将民众始终放在工作中的首位' 为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提出了切实

可行的新医改方案和 %健康中国 !"!"& 的健康发展战略( 将 %健康强国& 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政策层

面的利好将极大地鼓舞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健康中国 !"$" 战略& 又对人民健康水平( 健康服务能力(

健康体系完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鼓励为实现全民健康而努力'

$' 健康意识提升

疾病可分两种( 一种是先天性遗传疾病( 另一种则是后天导致的(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给疾病侵入人体

提供了机会( 一旦发作往往猝不及防( 十分可怕' 而更为可怕的是( 许多人并不意识到病症的存在( 因

此( 年轻人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瞬间辞世' 在 &" #!" 年前( 有愿望经常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人群大多在

0" 岁以上( 而如今 !" #$" 岁人群的体检普及率已大大提高( 受益于此( 未来 !" 年内( 中国人的人均寿

命可望提高 !" 岁'

大健康产业市场广阔

目前( 我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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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称为继 MN产业之后的全球 %财富第五波&( 特别对于中国来说( 目前 %健康中国& 战略进一步提升

了大健康产业的地位( 未来大健康产业前景光明' !"&C 年国内大健康产业总产值约 * 万亿元( 国家卫健

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张毓辉日前表示( 到 !"!" 年大健康产业 + 万亿的产业规模目标有望实现'

资本积极布局大健康产业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持续推进( 健康产业正在逐渐占据顶层设计的重要位置( 成为各方资本竞相

追逐的朝阳产业' 目前布局大健康产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企业) &* 以康美药业为代表的医药健康领军企

业( 其主要围绕原油核心业务打造大健康产业神态( 完善产业整体布局' !* 以万达* 恒大为代表的房

地产企业( 其力图通过合作* 并购* 自建等方式快速进入大健康领域( 抢占未来发展先机' $* 以腾

讯* 百度* 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 其希望将移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大健康产业向融

合( 打造新兴领域'

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 高科技化' 未来我们用可穿戴设备* 远程医疗* 双向音频远程* 慢病监测* 区块链医学等高科技

将在医学领域大范围应用'

!* 精准化* 标准化和专业化' 未来将通过精准的检测* 治疗* 康养来实现个性化* 专业化的全生命

周期健康的照顾管理系统'

$* 智能化' 人工智能* 物联网 e等新技术将为大健康产业带来变革' \M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够提升诊

断治疗的智能化的水平'

/* 融合化' 未来的大健康产业将与文化* 旅游深度融合'

0* 国际化' 国际合作与资源共享是未来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趋势' 通过 %一带一路& 大健康驿站建

设( 为中国与世界医疗健康产业合作搭建平台'

信息来源! 东方财富网

$供稿人! 陈圆圆&

BMBM 年大健康产业市场达 NMMMM 亿% 将成重点产业

<<健康产业已成为全球热点( 将成为继 MN产业之后的全球 %财富第五波&'

近年来( 亚健康状态在中青年群体中不断蔓延' 世界银行针对中国慢性病做的调查数据称( 在今后的

!" 年( /" 岁以上人群( 慢性病的发病人数会增长三倍'

"&<何为健康

所谓大健康( 就是围绕人的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对生命实施全程* 全面* 全要素地呵护( 既追求个

体生理* 身体健康( 也追求心理* 精神等各方面健康'

当前( 我国发展大健康产业既具有重要意义(又具有良好条件' 积极发展大健康产业( 不仅有利于提

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而且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大健康产业是刚需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

面小康'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出发( 提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宏

伟目标( 凸显了国家对维护国民健康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近年来( 各级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如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居民医保体系* 逐年提高医保补助标

准* 推进县级公立医院改革* 破除以药养医等( 都使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这使得当前我国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之间仍有较大差距' 卫生资源总量仍然不足(

结构不合理( 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仍然较差( 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和药物政策在制定* 调整等方面

仍存在滞后或缺失( 执行力度也不够' 与此同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环境* 生活方

式发生巨大变化( 慢性病* 老年病* 肥胖症以及亚健康等趋于增多'

解决这些问题( 迫切需要树立大健康理念( 发展大健康产业'

"$<大健康产业的黄金时期

&* 中国经济总量排行世界第二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经济不发达( 这个国家的健康产业还是发展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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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老年人口将赶超 / 亿

目前(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为!9&!亿( 到 !"0" 年将达到/9+亿( 老龄化水平为&090B' 老人数越多对健

康需求* 关注* 迫切度越高( 这也是健康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因'

$* 慢病死亡占疾病死亡率 +0B

因为慢病而引起的疾病负担占到中国整个疾病负担的 C"B( 但是这些慢病是可防* 可控的( 正是因为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不注意* 生活方式不健康( 这些慢病才会发生( 发生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慢性疑难不治症'

/* 中国居民素养水平将达到 !"B

健康素养就是说我要吃什么才健康* 我怎么运动才健康* 怎样的生活方式健康' !""+ 年中国健康素

养水平是*9*+B( 预计在 !"!" 年提升到 !"B'

0* !"!" 年健康产业市场总额达 + 万亿

健康产业作为一种新兴服务业( 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 年( 我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将达到 + 万亿(

占 ]IZ比重将达到*90B'而美国!""%年已达到&C9*B'

"/<自我保健对抗慢性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被称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 在专家看来(

这些病实质上都是由可避免的行为性风险因素造成( 如) 不健康的饮食* 缺乏锻炼* 吸烟和过量饮酒' 也

就是说( 这些疾病都可以通过自我保健来预防和规避'

对于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 公众很容易感到不知所措( 实际上有许多目标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但需要

掌握生命和健康科学常识( 并加以运用' %八成的心脏病* 中风* MM型糖尿病及三分之一的癌症个案都可以

通过自我保健减低患病的风险( 这不但对个人及家人有益处( 亦大大减轻政府有关医疗开支的压力'&

摘自! 搜狐网

$供稿人! 陈圆圆&

大健康产业% 下一个弯道超车的领域

<<"&<养老产业

人口老龄化使养老产业受益( 以每位老人每年消费 & 万元计算( 目前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超过 ! 万亿'

根据全国老龄办数据( !"!" 年全国 *" 岁老年人口将达!9/+亿( 老龄化水平为 &CB' 从 !"&0 年到

!"!" 年间( 随着经济发展* 国人养老观念的改变( 老年人消费水平也将有所提高( 以 ]IZ增速作为老年

人均年消费金额增长率计算( 假设未来五年 ]IZ复合增长率为*90B( 那么到 !"!" 年( 则每位老人每年

消费金额约为&9$C万元( 养老产业市场规模达$9/万亿元44

"!<健康管理

我国健康管理市场潜在规划大约 *"" 亿元( 而现阶段仅完成了 $" 亿左右( 超过 0"" 万市场空缺有待

填补( 健康管理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其中体检中心* 体外诊断* 微量元素检测* 生殖健康* 中医养

生* 月子中心和康复中心成为最具投资潜力的领域'

健康管理正处于市场培育阶段( 市场认知度低( 一些健康管理理念还不能被公众普遍接受( 行业总体

来说盈利水平较低( 但健康体检等细分领域盈利状况较佳' 随着人们对健康管理认识的不断深入( 将翘起

一块巨大的市场' 健康管理门槛适中( 对资金* 技术无严苛要求企业应当尽早布局'

"$<商业医保

商业医保是朝阳产业( 医疗信息化水平提高( 市场规模达到千亿级别( 预计未来十年有望达&9+万亿

元'

随着政府对大病医疗保险建设的推进( 大病医疗保险的保费出险爆发式增长( !"&0 年上半年大病医

疗保险保费约 &C! 亿元( 已超过 !"&/ 年全年的 &0* 亿元' 在大病医疗保险领域( 中国人寿和人保集团基

本瓜分了整个市场( 中国人寿占据超过一半的市场份额( 人保集团紧随其后 !"&/ 年全年市场份额为

/!B( !"&0 年上半年提升至 /0B44

"/<医疗美容

!"&0 年中国整形手术占据了全球总量的 &*B以上( 成为全球第三整容大国' 女性是医疗美容主力军(

占消费者 +$B( 而且医疗美容消费群体年龄年轻化趋势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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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年( 我国医疗美容保持 &0B的年复合增长速度( 其中非手术医疗美容增速高于全行业整

体( 达到&+9%B(手术医疗美容增速只有&"9CB'我国医疗美容服务行业高度分散( 有超过 !/""" 家医疗美

容机构及诊所'

公立医院医疗美容科室占据市场份额的 $/B( 民营单店经营占 !*B( 民营连锁经营占 !&B( 还有

&%B为非法美容沙龙'

"0<在线医疗

近几年( 国内在线医疗发展迅速( !"&/ 年在线医疗市场规模为&"+9+亿元( !"&0 年市场规模超 &C" 亿

元( 预计未来 $ #0 年将有望突破 0"" 亿元'

!"&" 年之前( 在线医疗领域获投资非常少( !"&" 年之后开始呈几何级数增长态势( 投资规模增长迅

速( 且投资轮数多为种子天使轮' 可见( 我国在线医疗行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成长期'

"*<养生旅游

养生旅游占总旅游交易规模的 &B左右( !"&0 年中国旅游市场总交易规模为 /&$"" 亿元( 养生旅游的

交易规模约为 /"" 亿元'

现阶段( 养生旅游市场拥有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 发展空间巨大' 未来五年养生旅游的市场规模将呈

快速增长态势( 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B左右' !"!" 年市场规模将在 &""" 亿元左右' 养生旅游作为大

健康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复合型产业( 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44

"C<智慧医疗

我国约 /CB的医院已经制定全面信息化规划( 约 %0B的医院制定了部分或全面的信息化发展规划'

目前国内人均医疗信息化投入约为!90美元( 相比美国人均医疗信息化近 +0 美元的水平( 仅为美国的

$B' !"&0 年我国智慧医疗的市场规模约为 !*" 亿( 未来五年年复合增长率或在 $"B左右( 到 !"!" 年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约 &""" 亿元'

医院信息化 !智慧医院系统"* 区域医疗信息化 !区域卫生系统"* 健康管理信息化 !家庭个人健康

管理" 是智慧医疗最重要的三个子板块( 共同组成了智慧医疗的金字塔'

"+<康复医疗

预测至 !"!" 年我国康复医疗产业规模有望达到 C"" 亿元左右( 年复合增速不低于 !"B'

我国卫生总费用从 !""0 年"9+万亿增长到 !"&0 年$9%万亿( 占 ]IZ比重稳步上涨$ 入院人数也从"9C

亿增长到 ! 亿( 人均卫生费用翻两番( 行业空间巨大'

目前康复资源主要分布在残联*卫生*人事及社会保障*民政*教育以及社会机构六大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康复医疗行业虽然需求巨大(但体系不完善(我国综合医院康复科及康复专科机构

数为$+""家(占比!+9/B(康复床位数%+%%!(占比!9!B(康复医护人员数$%+$$(占比"9C!B(未形成系统*完

备*充足的康复医疗供给体系'此外(缺乏统一的行业管理标准$康复机构规模小*档次低*数量少(建设水平

有待提高$康复机构定位不明确(缺乏可借鉴的成功模式'

"%<医药电商

中国医药电商现在仍处于成长初期(政府对于处方药销售监管严格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

%十二五&期间(中国网上药店市场的总体规模由!"&&年的/亿元迅速增长至!"&0年的&0!亿元(五年间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C&9*CB'中国医药电商的渗透率目前仅为"9$0B(未来五年(医药电商年均复合增

长率有望达到0"B以上(至!"!"年(我国医药电商市场规模将超过&&""亿元'

目前医药电商所售商品主要包括医疗器械*计生用品*医药和保健品四大类'未来医药物流必将走向专

业化(第三方物流模式会成为医药物流的主要模式(医药电商的快速发展将会带动医药冷链物流需求(为该

行业带来发展机遇'

&"<基因测序

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几年来基因测序市场飞速发展(从!""C年的C9%/亿美元增长到!"&$年的/0亿美元(年复

合增长率为$$90B(预计未来几年依旧会保持快速增长(!"&+年将达到&&C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9&B'

基因测序仪增速已经放缓(预计!"&/ #!"!"年测序仪的复合增长率是&09/B$基因测序生物信息学全球

市场!目前测序行业最大的难点和瓶颈"(!"&! #!"&+复合增长率!$B'下游应用市场以科学研究为主(肿瘤

检测占下游最大的市场份额(下游应用市场开拓也是未来基因测序行业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44

摘自!)?46@P 4JO -A??O;3公众号

$供稿人!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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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面对机遇% 大健康产业的崛起% 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 年初(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的集中爆发( 让中国举全民之力奋起反击( 同时( 蔓延全球的疫情也

无疑成为世界公共卫生健康的一场大考( 也深刻影响着各个产业未来的发展格局'

但与此相对的是( 以大健康产业为代表的诸多行业却 %疫& 外走红( 除口罩* 体温计等防疫产品需

求爆发增长外( 公众对健康观念的意识再一次上升到高点' 各类运动器械* 提升免疫力的保健食品* 家庭

清洁产品等热销( 在疫情影响之下逆势上扬'

随着疫情在国内的逐渐平稳( 被疫情推动到高段位的大健康产业也迎来了 %后疫情时代&' 在需求与

环境的共同作用下( 市场显现出一片蓝海' 但可以预见的是( 公众对多层次* 多样化的大健康产品消费的

需求也将日益高涨( 这对于大健康产业的从业者而言( 是挑战( 也是机遇'

全民抗疫的过程( 更像是一次健康观念的普及过程' 随着抗疫的各种健康习惯和知识宣导( 强身健

体* 增强免疫力* 改善体质( 将成为更多人长期的健康意识( 也推动了消费需求的巨大升级'

这一改变( 在大健康产业中很多养生指南服务平台* 企业以及众多从业者都感同身受' 根据近段时间

与行业同仁接触沟通获悉( 自从发生疫情以来( 大众长时间使用网络* 远程办公* 线上游戏* 网络授课等

带来的连锁影响( 各种保健食品生产需求一直在持续跃升( 尤其是提高免疫力相关产品更是得到了较高的

市场欢迎'

对企业而言( 要想在产业新风口下把握好机遇* 实现新的发展( 就需要主动适应市场变化( 升级产品

服务( 更好地打造自身品牌价值' 在养生指南服务平台的产品结构中( 原本居家生活* 康复理疗* 基础营

养* 养生保健四大类别占比相当( 但在疫情催生的市场需求面前( 企业安全复工后快速调整生产结构比

例( 增加保健食品类产品的生产计划( 各类资源向增强免疫力类的产品倾斜( 并多方拓展人员招募渠道(

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而由于疫情期间要确保生产员工的安全( 企业又通过加强防疫管理* 错时排班* 增加

生产频次等方式( 发挥生产* 研发* 质检* 物流* 仓储等多方面的产业链优势( 兼顾防疫与产能的双向

保障'

经历过疫情的大众消费者( 对于消费品的选择将会更加聚焦于产品背后的品牌保障' 而在特殊时期

下( 企业品牌形象更集中体现在社会责任感上( 疫情下的公益行动* 企业的文化内涵更使得品牌价值被

放大'

越是面对机遇( 越需要企业修炼内功( 大健康产业的崛起( 需要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向规模化* 专业

化和规范化方向持续发展( 锐意探索( 助推大健康产业的转型升级'

$供稿人! 陈圆圆&

摘自! 腾讯 #新闻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医科新思考

<<这场新冠肺炎疫情( 给人类健康*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损失' 疫情发生后( 公共卫生体系* 医疗

救助体系以及医学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

&9疫情对我国医疗卫生体系及医学教育提出了新需求(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大健康&'

!"&* 年(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 吹响健康中国建设的集结号( 提出了要 %全过程& %全周期&

管理健康的 %大健康& 概念( 强调自我健康管理* 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强调预防* 治疗* 康养和健康管

理关联'

这次疫情( 进一步凸显了健康管理* 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也凸显了医疗卫生工作中贯

彻 %大健康& 理念的重要性' 打造一支优秀的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是落实 %健康中国& 战略的关键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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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对医学人才的岗位胜任力* 对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 对跨学科人才培养* 对个

体健康与群体健康服务体系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们必须将 %健康中国& 战略的内涵和建设计划落实

到新一代优秀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中( 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点从 %以疾病治疗为中心& 转向 %以促进健康

为中心&'

!9疫情对我国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体系提出了新挑战(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群健康&'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加上 !""" 年以来不断暴发的诸如 ^\Ĝ * i1Ĝ * 埃博拉* 禽流感等重大疫情(

提醒我们两点) 一是重大传染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不是罕见的 %黑天鹅&( 而是常见的 %灰犀牛&( 稍有

侥幸( 则随时可能引发灾难性事件( 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建立一个完善的常态应对机制' 二是我

们要加强临床医院的卫生防疫体系建设( 改变卫生防疫科只关注 %院内感染& 监测的现状( 进一步明确

其职责范围( 使其在疾控与传染病申报机制中起到最灵敏的 %感受器& 作用( 成为 %临床医疗#疾病防

控& 协同合作的桥梁和纽带' 如果把疾控中心比作 %望台&( 那么医院卫生防疫科就是 %感应器&) 一

旦社会上出现突发传染病或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院就会第一时间感知到( 卫生防疫科就可快速汇总分

析传递信息( 启动申报应对机制' 卫生防疫科要像消防系统一样( 做到每天监控( 看是否有异常疫情发

生( 是否有医护人员感染'

这次疫情同时提示我们( 在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中( 要加强对医学生有关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对

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和培训( 培养医学生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重大传染病的职业敏感性( 提高传染病与流

行病学课程分量( 增加相关实训锻炼( 加强医学生对传染病的防护意识( 加强公共卫生法教育' 要让公共

卫生成为医科各专业学生必修的 %专业通识课程&( 全面提升其公共卫生素养( 提高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能力和科学防疫抗疫能力'

$9疫情对人类社会提出了新启示(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同健康&'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从另一个角度印证(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兴衰相关的

%共同体&( 也是在重大传染病等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休戚与共的 %共同体&' 不同国家* 不同社会制度* 不

同文化要抛开成见和偏见( 相互合作与支持( 以人民福祉为宗旨( 共同打造 %人类健康共同体& ###即

%同健康&'

未来( 我们的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 也必须加强 %同健康& 理念( 开设 %全球健康& !]6;U46

P?46@P" 相关课程( 关注全球健康公共问题( 扩大医学生的国际视野( 提升其参与国际间医疗卫生合作与

交流的能力( 提升其在国际医疗卫生协调机构或组织内供职的岗位胜任力'

/9疫情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新警告(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全健康&'

全健康的理念最早萌芽于 &% 世纪末( 当时法国* 德国医学界先后提出 %人畜共患病& 的概念' 经过

一个多世纪的 %打磨&( 该理念成熟于 !& 世纪初(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兽医学家 K566543o4A?EP 正式提

出了 %cJ?)?46@P& 这一新概念'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陈国强院士首倡将其翻译成 %全健康&( 意指 %人

类健康* 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者统合为一个健康整体&'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 %全健康& 理念的重要性' %全健康& 理念涵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涉

及人类和动物健康* 环境卫生* 食品安全* 农林畜牧业* 生态和谐等方方面面( 也符合我国提出的 %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发展理念' 据统计( 人类近百年来新发传染病大多数为 %人畜共患

病&( 且主要来自野生动物' !& 世纪以来先后暴发的 ^\Ĝ * i1Ĝ * 寨卡病毒* 埃博拉病毒等疫情( 都属

于这类疾病( 这再次提醒我们打造 %全健康& 体系的重要性'

所以( 在医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中( 我们要更加突出和贯彻 %全健康& 理念(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 将人类健康与生态健康关联起来考虑( 在具体课程设置中要适当增加有关动物传染病* 生态健康方

面的课程'

09疫情对医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目标(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复合型& 人才培养'

这次重大灾难性疫情从正反两方面全方位展示了以全程健康管理为核心的 %大健康&( 以全民健康为

目标的 %群健康&( 以全球健康为理念的 %同健康&(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内涵的 %全健康& 这四种健

康模式之间相互演变* 相互作用的 %网格& 布局' 再一次凸显传统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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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需要( 医科人才培养体系迫切需要加大 %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 的培养力度'

优秀的复合型临床医学人才( 在总体层面必须有胸怀世界的 %国际视野&* 服务人民的 %家国情怀&*

医者仁术的 %大爱精神&* 悬壶济世的 %精湛医术&$ 在专业层面应具有四种能力( 即) 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和分析思辨能力$ 在知识结构上( 应具有厚实的临床医学功底* 相当程度的

预防医学知识* 一定的理工科基础* 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

就发展方向来讲( 优秀的复合型医学创新人才( 要么具备扎实的医学功底和突出的科学研究能力( 能

够成为引领医学创新发展的 %医学科学家&$ 要么具备多学科知识背景( 擅长医工医理结合( 成为引领医

学技术发展的 %跨学科领军人才&' 我们必须进一步优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学制设置( 统筹协调好

院校教育* 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 明确各自的定位* 分工及其关联' 完善本科教育* 研究生教育* 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顶层设计和相互之间的衔接机制' 设置跨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的机制和路径( 培养更多兼

具医工* 医理* 医文扎实基础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9疫情对医科建设的组织保障提出了新呼唤( 要求我们抓紧落实 %医教协同&'

这次战疫的经历(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加强医教协同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医教协同不仅是指医学教育系

统要与临床医疗系统协同( 而且包含医学教育系统要与疾病控制和公共卫生系统协同' 从这次疫情来看(

后者尤其重要( 但目前协同得远远不够' 今后( 建议医学院校预防医学* 流行病学和传染病学等学科领域

的专家* 教授( 与临床医生* 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建立一些日常沟通和合作机制( 组建不同层面的联合专家

委员会( 从临床医疗* 疾病防控和预防医学等不同角度密切关注与监测重大疾病( 特别是重大传染性疾病

发生与传播动态( 及时进行分析与预警( 为卫生管理部门和政府综合部门提供准确而科学的应对预案和解

决方案' 通过有效的医教协同( 我们可以形成支撑医疗卫生体系的 %铁三角&( 即 %医学教育#临床医

疗& %医学教育#疾病防控& 和 %临床医疗#疾病防控& 三方稳定的协同架构'

这次疫情( 暴露出医教协同不够* 机制体制不顺的问题' 在疫情过后( 医科建设任务繁重* 头绪复

杂* 时间紧迫( 迫切需要我们强化组织保障( 深入推进医教协同建设'

C9疫情对新医科建设和社会科教系统提出了新希望( 要求我们更加重视 %全民科普&'

%健康中国& 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全民健康科学素养的全面提升' 这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提高全民健

康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要在社会层面充分利用现代立体化信息手段( 建立起强大的医药卫生

与健康科普体系' 不仅针对医学生* 医务工作者( 还需要包括政府行政管理人员*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

普通市民( 要让全体国民增强健康意识* 增强重大传染病自我防护意识'

通过科普( 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通俗化( 根据不同的应急响应机制( 明确政

府部门该干什么* 单位社区该干什么* 居民该干什么' 一旦警报拉响( 各自进入自己的角色( 科学地应对

疫情' 而在医学院校( 应探索设立健康科普专门人才培养体系( 打造健康科普工作的专业队伍( 改变现有

科普体系 %劣币驱逐良币& 和 %鸠占鹊巢& 的不正常现象( 全面提升全社会健康科普水平'

一部人类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部与灾难做斗争* 从灾难中总结* 从灾难中崛起的历史'

我们医学教育界要认真开展总结( 进一步优化完善 %新医科& 建设计划( 出台相关措施( 打造 %国际一

流* 中国特色& 的医学教育体系( 为健康中国建设和 %两个一百年& 目标的实现作出应有的贡献'

摘自! -光明日报.. $!"!" 年 "/ 月 &* 日 "C 版&

$供稿人! 王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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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投稿须知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3QA?P?JE5V?P?46@P 1OL:4@5;J 4JO G?E?4A:P" 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主办的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是侧重于医药卫生内容( 服务地方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学术研究* 技术应用* 资讯信息

类出版物'

办刊宗旨) 以服务国家大健康战略和区域大健康产业发展为宗旨( 以宣传党和国家的教育* 卫生和科

技政策( 推动科学研究( 促进学术交流为目标( 依托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特色学科* 专业( 发表具有创新性

和前瞻性的学术论文( 全面反映本校各学科应用性研究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成果* 新进展以及合作单位

技术及产品研发成果( 全面反映本校教育创新研究与实践成果( 为推动区域健康产业发展及学校人才培

养* 教学改革* 转型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栏目设置及内容) 专家论坛$ 健康医学研究 !包括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及卫生学* 康复

医学* 预测医学* 护理研究等"$ 生物医药 !包括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 生物制药* 药学* 药物制剂"$

医疗装备与技术 !包括人工智能* 大数据* 云计算* 移动互联* 虚拟与增强技术在医学健康领域研究与

应用( 医学检验与影像设备研发与应用( 眼视光学技术和口腔医学技术与设备的研发与应用( 康复设备研

发与应用( 假肢矫形工程等"$ 医养结合 !包括政策与模式研究与应用* 养老机构管理* 养老技术与设备

研发与应用等"$ 健康与医疗管理 !包括区域医疗政策研究与实践( 健康与医疗机构管理的政策和技术研

究( 现代健康与医疗市场人力资源与营销理论研究与实践等"$ 综述$ 教育创新研究 !包括产教融合与应

用型高校建设研究与实践( 学科与专业集群建设* 应用型课程建设* 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研

究与实践* 教学管理等"$ 学术动态 !校内作者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杂志或网上研究论文的摘要内容( 学校

及所有合作单位的研究进展* 研究团队及其科室介绍* 名人介绍等"$ 大健康产业资讯 !通过查阅杂志或

网络收集大健康产业方面的政策性或学术技术性前沿信息等( 学校及所有合作企事业单位的产品推介* 成

果展示" 等'

作者和读者对象)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全体教师和管理干部( 新乡医学院全体教师( 与三全学院有产

学研合作或交流的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等'

稿件要求!

?@稿件内容要求) 稿件应具有一定创新性* 科学性* 学术性和实用性* 规范性' 做到内容充实( 观点明

确( 论证严密( 资料准确( 层次清楚( 结构合理' 文内所附图表力求简明清晰' 研究性论著每篇 0""" #

+""" 字( 普通稿件每篇 $""" #*""" 字( 学术动态和大健康产业资讯每篇 0"" #$""" 字'

B@稿件格式与写作要求

根据国家标准的规定及国内外医学期刊的常规要求( 医学论文 !论著" 写作格式及内容按顺序如下) 文

题* 作者署名* 摘要*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引言* 正文 !材料与方法* 结果* 讨论"* 致谢* 参考文献'

BA?@文题<要求简明* 准确* 醒目* 有专指性' 文题中不应出现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 元素符号* 分子

式等'

BAB@作者

BABA?@作者署名<置文题下( 顶格排( 多位作者之间用逗号 %(& 分隔' 作者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

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作更动'

BABAB@作者单位<指作者从事该项研究所在的单位' 置文题下圆括号 % !"& 内( 包括单位全称 !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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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到所在部门"( 所在省* 市* 自治区及邮政编码' 单位名称与省* 市* 自治区名之间用逗号 %(& 分隔'

不同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阿拉伯数字序号( 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

数字$ 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以分号 %$& 隔开' 例如)

韩英铎
&

( 王仲鸿
&

( 林孔兴
!

( 相永康
!

( 黄其励
$

( 蒋建民
$

!&9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 北京 &"""+/$ !9华中电力集团公司( 湖北 武汉 /$""!C$ $9

东北电力集团公司( 辽宁 沈阳 &&"""*"

BAC@作者及通讯作者简介<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简介( 包括姓名* 性别* 职称* 学位* 研究方向* 12

3456地址' 在简介前加 %作者简介)& 作为标识' !注于文章左下角或文章末尾"

BAD@摘要和关键词

BADA?@中文摘要和关键词<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 !包括) 目的* 方法* 结果* 结论"(

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 研究性论著采用结构式摘要( 其他文章采用报道性摘要或指示性摘要' 字数以 $""

h/"" 为宜' 关键词一般 $ #+ 个'

BADAB@英文摘要和关键词<文题* 作者姓名 !汉语拼音" 和单位* 摘要和关键词均采用中英文对照'

!&" 英文文题应与中文文题对应' 文题首词的首字母大写( 其余小写( 删去所有非功能词( 如

%NP?&* %E@LO[;J4&* %;UE?AV4@5;J ;R4& 等'

!!" 作者姓名应全部写出( 姓全大写( 名首字母大写( 复名之间用连字符连接( 如) ')\H],5JD

!张英"( K\H]g5#654J !王锡联"( ')f]1)L4!诸葛华"' 外国作者姓名写法遵从国际贯例'

!$" 英文摘要一般不超过 !0" 个词( 包括 cUT?:@5V?* i?@P;O !E"* G?EL6@!E"* .;J:6LE5;J !E" / 部

分( 并与中文摘要对应'

!/" 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 英文关键词前冠以 %o?[Y;AOE)& 作为标识' 例如) o?[2

Y;AOE) RA??A4O5:46E$ ?6?:@A;J EQ5JA?E;J4J:?EQ?:#@AL3$ =5Q65OEQ?A;X5O4@5;J

BAI@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以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第 / 版" 为准'

BAJ@引言<正文前的一段短文( 简述研究目的* 研究背景*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研究的主要方法和时间

等' 一般不超过 $"" 个字' %引言& 不用标出来'

BA_@正文<包括材料与方法* 结果* 讨论等 $ 个部分'

BA_A?@材料与方法<说明观察或实验对象的选择方法和标准$ 所用药物* 试剂或仪器的来源和批号$

详细叙述实验方法 !包括统计学方法" 及实验步骤等' 对经典方法提出方法名字即可$ 对已发表的但未

被人们所熟知的方法( 简要叙述并提供参考文献$ 对自己创新的方法或改进部分应详细叙述'

BA_AB@结果<按逻辑顺序用文字* 图或表叙述该研究的结果' 凡用简要文字不能将结果表达清楚者可

用图表( 如果应用图表则在正文中不应重复图* 表中的所有数据( 只需强调该研究的主要结果'

BA_AC@讨论<对本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着重讨论本研究新的和重要的发现( 以及由此可以得出

的结论' 讨论不应简单重复结果内容( 应结合国内外近期相关文献进行比较和分析( 正确评价他人和自己

的研究成果及其意义( 解释偶然性和必然性( 有充分依据时可以提出新的假设及 !或" 有待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 讨论中避免提出本研究结果不足以支持的结论'

BAN@致谢<致谢应置文后' 为论文作出过贡献而其贡献又不够作者署名资格者( 可在文后给予致谢( 但

必须得到致谢人的同意'

BAO@参考文献

BAOA?@应用原则<参考文献必须是作者亲自阅读的* 最新的 !$ h0 年"* 最主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献'

%内部资料& 和 %个人通讯& 不能列为参考文献' 论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应仔细核对( 保证准确无误' 参

考文献的数量一般论著不少于 &" 篇( 综述不少于 !" 篇( 其他论文不少于 0 篇'

BAOAB@文内标注方法<采用顺序编码制( 按照参考文献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用阿拉伯数字放在

方括号内依次标注在引用处右上角 !如 -&.( -! h/.( -0( *."( 并与文后著录的序号一致'

BAOAC@文后著录格式<采用 ]W_NCC&/ #!"&0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按照参考文献在正

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 用带有方括号的阿拉伯数字依次编排' 文后参考文献表中的作者( & h$ 名全部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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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名以上只列前 $ 名( 后加 %( 等& 或其他与之相应的文字' 外文刊名用缩写( 以 +MJO?Xi?O5:LE,

中的格式为准$ 中文期刊用全名' 每条参考文献均需著录起止页码( 最后均以 %9& 结束' 根据 ]W_N

$/*% 规定( 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各类参考文献的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专著 -i.( 论文集 -..( 期刊

文章 -(.( 学位论文 -I.( 标准 -^.( 专利 -Z. 等' 各类参考文献条目的著录格式如下)

!&" 专著 -序号. 作者9书名 -i.9版次9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9

!!" 期刊文献 -序号. 作者9题名 -(.9期刊名( 年( 卷 !期") 起止页码9

!$"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 -序号. 作者9析出文献题名 -.. __论文集主编9论文集名9出版地) 出

版者( 出版年) 起止页码9

!/" 电子文献 -序号. 作者9电子文献题名 -(_c=.9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地址) 发表或更新日

期'

C@图表应用

文中需要用图或表者( 应将主要结果用文字简要叙述后注出 %见图 j或表 j&'

CA?@表<采用三横线表( 不用纵线和斜线' 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 表序* 表题放在表的

上方居中排'

CAB@图<图的大小以 +:3 !宽" j0:3 !高" 为宜' 图序* 图题放在图的下方居中排' 图中所有数字*

符号* 文字一律用印刷体植字' 图片要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 病理学照片应注明染色法和放大倍数'

D@单位' 数字' 名词术语的应用

DA?@计量单位<严格执行 ]W$&"" h$&"! #%$ +量和单位国家标准,' 凡有单位符号者宜使用符号( 单

位符号一律用正体字母'

DAB@数字<执行 ]W_N&0+$0 #!"&&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DAC@名词术语<名词术语应规范( 全文一致' 医学名词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医学名词

系列( 药品名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为准'

DAD@统计学<要求给出统计软件* 版本( 每种观察 !检测" 指标的具体统计学方法( 检验水准( 统计

量* Z值的具体值' 统计学符号以 ]W$$0+9& h$$0+9$ #%! +统计学名词及符号, 为准' 符号的大小写及斜

体应表示清楚'

I@投稿相关说明
)

!&" 投稿方式为电子邮件投稿 !KcGI格式"( 投稿邮箱) E8X[XU7E83:9?OL9:J

!!" 基金资助项目产出的论文以 %基金项目)& 作为标识( 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其项

目编号' 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 其间以分号 %$& 隔开' !注于文章左下角或文章末尾"'

!$" 请做好学术不端检查( 查重率不得超过 $"B'

!/" 附联系电话( 以便编辑部及时与作者联系' !注于文章末尾"

!0" 来稿一律文责自负( 编辑部对来稿做文字修改* 删节( 凡涉及原意的修改则提请作者考虑'

!*" 编辑部对来稿审理及时并严格实行 %三审制&' 由于编辑部人手有限( 一般不退稿( 请作者自留

底稿'

!C"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目前为内部期刊( 在内部期刊上发表论文( 不录入知网( 不影响以后在

.H刊物发表'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发表的学术论文要求为首次发表( 不接收已在 .H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

编辑部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平原新区长江大道西段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行政楼二楼'

邮政编码) /0$""$<电话) "$C$ #C$C0"0$<联系人) 陈圆圆 &$%$C$$+!&!

投稿邮箱) E8X[XU7E83:9?OL9:J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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