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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ectional human anatomy teaching effect   combined with hospital PACS 
system in undergraduate imaging interns. Methods  By means of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examination,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combined teaching mode of sectional human  anatomy and 
hospital PACS system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control group) in the 
Undergraduate Practice of imaging were compared. At the same time,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combined teaching mode of sectional human anatomy and hospital PACS system were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heory,operation and tota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students 
generally accepted and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mode of sectional human anatomy combined 
with hospital PACS system,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mode of sectional human anatomy combined with hospital PACS system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anatomy learn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film reading and report writing) of image interns,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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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层解剖学是采用断层的方式展示和表达人体正常形态结构一门重要的基础学
科[1]，是每个医学影像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等影像相关专业学生的入门学科。现如
今CT、MRI等影像学检查方法已成为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要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
样对于影像学而言最为基础的学科断层解剖学也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对传统的解剖
学教学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次研究将研究对象放在实习医师上，结合我教研
室工作特点，希望通过断层解剖学联合医院PACS系统教学模式能更快提高实习医师
的临床工作水平及技能。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在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我院放射科的影像本科实习医生50名
作为研究对象，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均为25名。对照组应用常规书本教学
方法，实验组应用PACS联合断层解剖学的学习模式，两组实习医生的培训时间均为6个
月。其中男生28人，女生22人，年龄 22~25岁，平均(23.1±0.5)岁。二组间年龄、性别
构成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研究方法  在实习教学过程中，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资料，分析学生现阶段的知识水
平，且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病例教学。两组同学均由科室负责实习带教的同一组副主任医
师及以上进行专业指导。两组同学在不同的授课模式下共同学习理论知识，其中对照组
学生在传统带教模式下进行实习，而实验组教师将PACS系统应用于断层解剖学教学中，
然后通过病例讨论与PACS系统中相关影像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习。
1.3 考核评判标准  实习结束时，采取理论与操作考试(阅片能力及病例书写)、教学满意
度调查等方式对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教学成果进行最终效果分析。理论考试以解剖为主，
主要考核断层解剖学学习情况，全选择题，满分50分；阅片及病例书写主要考核学生书
写病例、结合影像图片对疾病进行影像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能力；共5个病例，满分50分
共计100分。优：90~100分；良：80~90分；差：70分以下。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χ

-
±s)表示，符

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两组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否则采用Kruskal Wallis H
秩和检验。独立的两组二分类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所有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两组同学理论考试及操作考试(阅片能力及病例书写)比较(表1)，实验组的理论、
操作及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同学均接受了满意度调
查，发放教学满意度调查卷50份，收回50份，均有效；调查内容实验组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P<0.05)(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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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断层解剖学与医院PACS系统联
合的教学模式在影像本科实习生中的教学效果。方
法 通过理论和操作考核的方式，比较断层解剖学
与医院PACS系统联合的教学模式(实验组)和传统教
学方式(对照组)在影像学本科实习中的教学效果差
异，同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评价断层解剖学与医院
PACS系统联合的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
组理论、操作及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普遍接受和满意断层解剖学与
医院PACS系统联合的教学模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断层解剖学与医院PACS系统联合的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影像实习生的解剖学学习及实
际操作(阅片及报告书写)的能力，值得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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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断层解剖学是每个医学影像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等影像
相 关 专 业 学 生 的 入 门 学 科 ， 掌 握 断 层 解 剖 的 基 础 知 识 后 ， 可
为今后临床影像诊断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2]。而PACS(Picture 
Archiving&Communi- cation System)影像归档及通信系统已广
泛应用于医院影像科室中，通过以数字化方式集中保存医院日常
运行中产生的MR、CT、DR等各种医学影像资料，同时PACS系统
的使用为日常教学工作中影像图片的收集提供了便捷的方式，极
大方便了影像图像管理与教学[3]。
　　断层解剖学在我校本科三年级时开展，教学时间短且方法单
一、枯燥，学生对解剖层面的记忆较机械，以及解剖结构抽象难
以理解、记忆等诸多弊端，不利于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掌握和
运用能力，而且还容易磨灭学生的学习兴趣，严重不能满足现代
医学教育的需求[4]，从而导致学生进入医院实习甚至工作时影像
工作能力不足。因此，我们针对已学习断层解剖学的医科大学影
像学生在实习期间进行断层解剖学及影像学(CT、MR)断层图像的
对比学习，将人体系统解剖和断面解剖图像与PACS系统中影像
图片进行比较[5]，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正常解剖结构在影像中位
置、大小、密度/信号等理解。PACS系统实现了医学影像资源的
共享及网络化[6]，医学影像信息丰富，带教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
中可根据影像医学的教学大纲，收集各种正常的人体解剖图像，
投照体位和影像表现标准，同样可以收集何种系统疾病的典型图
像[7]，应用于理论和实践见习/实习教学中，让同学们有一种直观
感受并对影像学感兴趣。
　　将断层解剖内容与PACS系统中实际影像图片紧密结合，培

养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的适应今后
医学影像学的快速发展需求[8-9]。实际实习教学中，我们开展每周
二、周三上午的早间小讲座，组织同学分为几个小组进行准备，
小组内讨论并决定讲座的方向及内容，例如某一个系统的断层或
某一器官、血管等的断层知识(图1)。同学们在准备的过程中不仅
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发现并解决一些在课堂上没有来得及搞懂的问
题，同时也再次加深对该领域知识的学习及掌握。其次我们也组
织同学参加每周四进行的早间疑难病例讨论(图2)，对于不懂的
影像解剖部位可以在活动中向老师提出并作记录，下来后查找书
本，强化记忆，争取不漏记、错记。通过以上教学方式，我们发
现采用了断层解剖学联合医院PACS系统教学模式的这部分同学影
像实习完成后在出科考核成绩上以及综合能力方面，如主动学习
的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要明显优于采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他们对于该教学模式满意度亦较高。
　　随着现代互联网医疗、大数据网络的建立， PACS 系统在医
学影像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为医学影像学的发展注入蓬勃的生命
力，有利于医学影像教师队伍的建设，同时更能使学生准确辨识
解剖部位、对疾病做出诊断及鉴别诊断，提高学习和实习质量与
效果。现如今，MDT模式下创新型“整合式”影像教学、CBL联
合MDT等教学模式层出不穷[10-11]，如何丰富教学内容，扩宽教学
方式，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成为教学工作者的新目
标，最终达到教师和学生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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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S)统计及非参数检验结果
分组    理论考核成绩(分)      操作考核成绩(分)           总成绩(分)

实验组               47.56±2.34                  44.72±1.79                 92.28±4.21

对照组         40.20±2.58                  39.88±1.69                 80.08±5.41

Z        -6.059                              -6.110          -6.092

P        <0.001          <0.001          <0.001

表2 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实验组 对照组    χ2       P

提高解剖知识的记忆能力 25      3 39.28 <0.001

提高学生的趣味及生动性 25      2 42.58 <0.001

提高专业技术能力                     22      3 28.88 <0.001

有助于培养影像诊断思维 23      2 35.28 <0.001

更加热爱影像学专业          22      3 28.88 <0.001

教学效果好                     25      5 33.33 <0.001

图1 正常肝脏CT影像学表现。图2 胆管系统（肝内胆管）扩张MR影像学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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