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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是形态学科，教学质量与标本质量的好坏有

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具有高质量的教学标本，才谈得上直观

教学!"#。在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神经系统是难度较大的部

分。为了增强其直观教学，深入认识和加强理解，提高课堂吸

收率，笔者对神经系统的标本进行了改革，设计制作出具有

人体形态的神经系统全貌立体装缸标本，取得了良好教学效

果，现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 取材

选用 ?: @甲醛液固定一年半左右的新生儿尸体，先在

颅的前囟处打开颅腔，然后再打开硬脑膜检查脑组织的固定

程度。由于新生儿尸体的灌注方法不同于成人尸体，多半采

取局部注射固定方法。新生儿颅内一旦注射甲醛液的量过少

或浓度过低，很容易造成脑组织液化，因此制作神经系统全

貌标本时，应检查脑组织的固定情况，这是选材的第 ? 步。如

果新生儿脑固定较好，则可根据新生儿脑组织的特点，将新

生儿颅再放入 9: @AB: @的高浓度甲醛液中固定 ? 周，效果

更好。

"$% 方法

"$%$" 脊髓的标本制作

打开新生儿尸体的胸、腹腔，去掉所有的脏器，将颈丛、

臂丛、腰丛和骶丛剥离出来，并一同将连于各丛的所有神经

分支及肋间神经，沿着神经的走行剥出并游离，然后破坏椎

管取脊髓。用咬骨钳子从脊柱后面自下而上的破坏椎骨，暴

露硬脊膜，并注意保护颈丛、臂丛、腰丛、骶丛及相连的其它

周围神经，防止操作时损伤。取脊髓时不要打开硬脊膜，最后

将完整的硬脊膜及脊髓一并取出。取出脊髓后，用纱布将脊髓

和周围神经一同包好，防止取脑时受损。

"$%$% 脑的标本制作

先剥去颅盖骨，但必须保留完整的硬脑膜，再剥去颅 底

骨及面颅骨。取脑时需要保留好完整的脑神经根，而新生儿

颅骨尚未发育完全，其中某些部位的颅骨与硬脑膜之间连结

紧密，所以取脑时的操作难度较大，要特别注意。将保留硬脑

膜的脑取出，神经系统全貌标本的剥制已完成，用纱布包好，

将其放入 C@AD@的过氧化氢液中去污漂白 9AC 3，然后用流

水冲洗 8A9 3，再对标本进行反复清理，待各部清理完后，最

后剥去硬脑膜。

"$%$& 有机玻璃缸的设计及制作

神经系统全貌装缸标本的特点是中 枢 神 经 和 周 围 神 经

都能立体的展示出来，尤其是在展示周围神经的分支与走行

上显得更加突出。在标本缸的形态设计上既要体现美观，又

要突出特性；既要与标本相统一，又要彼此之间相协调。缸内

标本衬板颜色的选择及造型的设计要根据标本的特点而定，

用深蓝色的衬板作装饰可使标本显得洁净、清晰、美观、更生

动形象，就像一件特制的工艺品。

有机玻璃缸的制作可按设计的形态、尺寸下料，经加工、

处理、粘合制成特型标本缸，用洗衣粉刷洗后，晾干待用。

"$%$’ 标本的固定与装缸

将神经系统全貌标本按解剖方位在衬板上摆好，用 C:8
胶按部位逐步加以固定，先把脑放在衬板的横板上加以 固

定，然后将包有硬脑膜的脊髓固定在衬板正中线上，最后再

固定周围神经。粘合时应注意，使用 C:8 胶的量要少许，若

C:8 胶用量过多，不但影响粘合的速度，而且还会引起化学反

应、局部颜色变白，既影响了标本的制作质量，又影响了标本

的观赏效果。

标本固定好后，再涂上一层 D @A?: @的明胶，粘上标

签，注明结构。待明胶晾干后，将标本及衬板放入含 C @甲醛

液（用蒸馏水配制）的有机玻璃缸内，然后密封。一件立体的、

具有人体形态的神经系统全貌的标本制作完毕。

% 结果

经过精密的设计和细致的操作，成功地制作出具有人体

形态特征的神经系统全貌标本。此标本，增强了教学的直观

性，提高了学生课堂知识的吸收率。由于教师充分利用实物

标本等直观教具进行教学，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记

忆。标本式样新颖且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故受到师生的普

遍欢迎。

此标本解决了教师在教学上既无理 想 的 挂 图 又 无 模 型

的一大难题。标本使教师授课时运用自如，得心应手。学生学

起来看得见，摸得着，感兴趣。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油然而

生。实践证明，标本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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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缸小，便于携带。上课时教师边讲、学生边看，对中枢

神经及周围神经的关系一目了然，使学生建立起立体概念，

既缩短了教师授课时间，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

教学效果。神经系统全貌的制作，解决了中枢神经及周围神

经结构在整体标本上不能同时看到或看不全的难题，同时也

解决了单一角度观察标本结构的方式，还给学生提供了艺术

鉴赏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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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善我国医学学位制度，加速培养临床医学高层

次人才，提高临床医疗队伍的素质和临床医疗工作水平，促

进卫生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对高层次临床医师的需要，有

利于国际上的对等交流，从 B;;F 年开始，我国正式设置医学

专业学位。本院从 B;;; 年开始招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经过 @ ’ 的试点工作，专业学位授予工作已初具规

模，培养了一批既有较高的临床诊疗水平又具备科研头脑的

高级专门人才。在培养和授予学位的过程中，发现强化对临

床医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考核，无疑是提高毕业生水平，培

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环节。

! 临床医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写作目的

对临床专业研究生要特别强调临床实践能力和临床科

研能力的培养，培养他们对临床病症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临床诊疗过程动态变化的敏锐

观察力和发现能力。他们应该具备较高的临床诊疗水平和一

定的科研能力。强化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考核应能促

进其更快的达到这两方面的要求。

" 临床医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形式和要求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的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

法》对毕业论文的要求是文献综述或病例分析报告。但从提

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出发，尚有商榷的余地。中医临床医学

研究生肩负着继承老中医经验，传承中医学术思想的重任，

与西医的临床医学研究生应有所区别。

本 院 要 求 临 床 研 究 生 的 毕 业 论 文 要 紧 密 结 合 临 床 实

际，以总结临床规律，丰富临床治疗手段，提高临床疗效的研

究为主。具体形式可有以下几种。

"#! 导 师 临 床 经 验 的 归 纳 总 结 包 括 对 导 师 的 诊 断 治 疗 特

点、学术思想的归纳与升华。这种类型的论文要从临床着手，

用中医理论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丰富中医的治疗思路。

"#" 导师经验方的临床观察 对导师或导师所在科室的经验

方剂进行系统的临床观察。但鉴于临床医学研究生大部分时

间要转科，因此对其观察病例的例数要求不必过苛，主要 让

他们通过毕业论文的写作，清楚临床病例观察的研究方法和

论文的写作规律大体格式，同时也为丰富中医治疗手段服务。

"#$ 大 病 历 分 析 报 告 选 择 有 特 色 的 临 床 病 例 进 行 系 统 分

析，要求分析水平应达到三级甲等医院会诊讨论的水平，要

有鉴别诊断和治疗方法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整个病 程 演 变 的

分析。

"#% 文献综述 选择某一疾病或某一疗法，全面搜集资料，按

一定的思路组织文章，写出一篇较全面、系统的文献综述，在

此基础上，要体现自己的观点、特色。

"#& 病历的回顾性调查 针对某一问题，系统搜集以往的病

历进行调查，总结分析，提出问题，总结经验。

"#’ 其他 研究生还可以根据临床实际存在的问题，确定自

己的选题，如对某一诊断技术的研究等。

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是将在临床一线工作的高级专门

人才，肩负着继承老中医经验，提高中医临床医疗水平的 重

任，在培养过程中，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为其成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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