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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各项技术的高速发展，相当多的技

术都应用到中医教育领域，对现代教育模式产生了

深远影响。几年前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在教学中

的普遍应用，已经使我们受益匪浅。目前基于计算

机仿真的“虚拟现实”技术的教学形式，是一种新出

现的教学模式，在未来将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它将

是教育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1 虚拟现实技术定义

虚拟现实是一种由数据产生的情景，在这个情

景里学生能直接操纵其属性、物体及其关系，当需

要构造当前不存在的环境或构造虚拟环境以代替

耗资巨大的现实环境时，虚拟现实技术是必不可少

的。使用者就能从自己的视点出发，利用自然的技

能及某些设备对这一生成的虚拟世界客体进行浏

览和交互观察，不受到计算机界面的干扰，从而把

更多的精力放在学习内容上。

2 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医教学中的应用类型

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医教学的两类应用：1）全景

环视技术也称 360°全景环视技术，或基于图像处

理的 Panoram a（全景摄影）技术，它是把相机环绕

360°拍摄的一组照片拼接成一个全景图像，用一个

专用的播放软件在 Internet上显示，观看者可以通

过鼠标控制环视的方向，好像在一个窗口前浏览一

个现实的场景，制作软件如 PixM aker。2）V R M L（The

V irtual R eality M odeling Language，虚拟现实建模

语言）是一种虚拟现实建模语言，也是在 Internet上

建立 3D 多媒体和共享虚拟世界的一个开放标准，

V R M L 常用于描述三维物体及三维场景，它能够在

W W W 上构建动态的、具有丰富的传感效应的虚拟

环境，V R M L 文档是一个扩展名为 W R L 的文本文

件或扩展名为 W R Z 的二进制文件（压缩格式），一

般包含如下部分：文件头、注释、节点、属性值。一般

采用可视化的 V R M L 文档编辑软件，例如 Internet

Space Builder、Canom a 等。

3 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医教学中的优势

在中医院校中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教学

为主，再结合挂图、模型、标本、人体等辅助教学工

具进行教学，并配以费用较高的动物实验、尸体解

剖来加深学生的理解。近年来，多媒体教学异军突

起，成为现代教学方法的主流，但也只是增加了教

学的趣味性，并未从根本上突破教学方法。笔者认

为，虚拟现实技术将成为未来中医教学中的主要辅

助力量。

由于医学领域与人类有着密切的、重要的和特

殊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现实

之间的交互方式受一定的条件限制，甚至具有一定

的危险性。而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能从根本上降低

教学成本，减少危险性，提高教学质量，弥补教学条

件的不足。

在中医教学中，往往会因为实验设备、实验动

物、解剖用尸体、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而使一些教学

实验无法进行。例如医学解剖课程是医学院校最基

本、最重要的课程，为了使学生掌握人的解剖结构，

需要对实际的尸体进行解剖实践。近年来随着学生

的增加，尸源的减少，不可能每个学生都独立完成

实验。而如果利用虚拟现实系统，可以弥补这些方

面的不足，学生可获得与真实实验一样的体会。在

虚拟尸体解剖室环境中，学生可以在虚拟的“尸体”

身上进行解剖的全过程，对取下的“脏器”可以体验

外科病理检验工作的全过程。再例如，人体骨骼结

构的教学，一直以来多以静态图片、骨骼标本实物

展示给学生。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人体骨骼仿真

系统，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人体骨骼静止状

态下、多种运动状态下骨骼的相对位置、相对间隙

的变化等。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彻底打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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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限制，学生可以进入物体的内部进行动态观

察。如药物的分子结构与化学反应这些抽象知识，

在传统的教学中只能依靠教师的口头讲述来向学

生传授，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学生能够进入其

中详细观察以获得第一手概念及知识，大大提高学

生的理解力和掌握能力。虚拟技术还可以突破时间

的限制，一些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才能观察的变

化过程，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呈现给学生。例如，生物遗传学中的某些遗传定律，

用动物做实验往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利用虚拟技

术在一堂课内就可以实现。以往对于传染性疾病的

临床症状等危险性疾病知识的学习，学生无法直接

参与实验，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虚拟实验则可以

免除这种顾虑。学生在虚拟实验环境中，可以放心

地去做各种危险的或危害人体的实验。脉诊是中医

学最具特色的诊病方法之一，长期以来在临床上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具有很深的科学内涵和久

经考验的客观效果。脉象仪的研究已有多年, 但由

于成本高、操作不便、机械拘泥、不能真实地模拟人

体三指脉诊法等缺点，通常只能用于科研和教学。

近年来，虚拟仪器技术在仪器、仪表领域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突破了传统仪器在数据处理、显示、传送

等方面的限制，使用户可以方便地对其进行维护、

扩展和升级等。采用基于虚拟仪器技术开发中医三

指脉象仪可以充分地利用现有的计算机软件和硬

件资源，提升脉象仪各种功能和性价比，适合用于

临床诊断与电子病历等[1]。

医学专业人才的成长需要大量临床经验的积

累，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各种不同的疾病和系统

病状，供医科院校学生学习，从而提高诊断和治疗

水平，积累临床经验。例如：智能计算机辅助教学

（IC A I）系统实例[2]：一个用于临床医学诊断的典型

ICA I系统，由模拟角色、解释引擎、会话管理器 3 部

分组成。在基于病例的临床诊断应用中，此系统向

学生提供某一特殊的医学条件和病例，让学生通过

练习和此系统适当的引导学习临床医学知识。

4 小结

随着数字化校园的建设，虚拟现实技术所需的

超高速、多媒体的数据传输，大容量的数据存储，以

及数据处理的分布式与并行化技术迅速发展将会

带来一场技术革命。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教育

领域有着极其广阔的前景，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进

一步完善，它将会给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远程医

疗、虚拟医院、虚拟实验室等医学教育领域带来新的

发展方向，为促进中医教学水平更上一个新层次。

参考文献：

［1］郑小伟. 基于虚拟仪器技术的中医指套传感器脉象仪的

研究[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2）：117-118.

［2］钟季康.医学虚拟现实———21 世纪的挑战[J]. 中国医疗

器材杂志，2003，27（3）：156-158.

（收稿日期：2007-0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中医药》被检索系统收录情况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波兰《哥白尼索引》（IC）源期刊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万方数据网络系统”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中草药

·全国报刊索引·自然科学技术版

·美国《化学文摘》（CA ）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

·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

·中国医学文摘·中医分册

·俄罗斯《文摘杂志》（A J）源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中国药学文摘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