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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技术在耳鼻咽喉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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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鼻咽喉科患者的治疗以手术治疗为主，而手术部位的解

剖结构比较特殊，体积相对较小，位置相对较近，术中操作不当

极易导致相临器官受损。随着医学影像学的发展，腔镜技术已

广泛应用于临床，在疾病诊断、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

是微创内镜技术的应用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１６］，同时也

使耳鼻咽喉科临床教学方式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传统的图片

及文字教学无法让学生直观了解耳鼻咽喉解剖结构的不足。

现将本院应用内镜技术进行耳鼻咽喉科临床教学的经验总结

如下。

１　传统方式教学

采用包括文字及图片内容的幻灯片方式进行理论教学，让

学生对耳鼻咽喉的解剖结构、解剖概念及解剖框架有初步了

解。由于此时的理论教学尚无法与实践操作结合起来，因此教

学内容通常较为抽象，难以理解，只能使学生对解剖结构有一

个较为模糊的认识［７］。然而，学生在进行手术实践之前，理论

知识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该阶段应注重因材施教，尽可

能地让学生具有合格的理论基础，从而确保后续教学工作的顺

利开展。

２　常规器械实践

完成理论学习后，学生进入实践操作练习阶段，例如学习

如何使用前鼻镜、间接喉镜、间接鼻咽镜、耳镜等常规器械观察

鼻腔前部、鼻咽部、喉腔等［８］。通过本阶段的实践，学生可对耳

鼻喉咽的解剖结构有更直观的了解，实现理论知识形象化，也

能够让学生熟练掌握各种器械的操作。另一方面，在本阶段实

践中，需适当限制学生观察的范围，例如限定在表浅区域进行

观察，避免由于操作不熟练而导致在深部观察过程中造成患者

黏膜损伤。

３　内镜成像技术实践

完成常规器械实践后，学生进入耳鼻咽喉科内镜设备实践

阶段，包括耳内镜操作、鼻内镜操作、纤维喉镜操作等。在学生

熟悉各解剖结构的内镜成像后，可对部分难以观察的结构进行

观察，包括上鼻道、额隐窝、蝶筛隐窝、上颌窦自然开口等；使用

软质的纤维喉镜对会厌喉面、梨状窝、室带等比较特殊的结构

进行观察；使用耳内镜观察中耳，包括鼓膜以及鼓膜穿孔，特别

是砧镫关节、镫骨底板、圆窗、咽鼓管鼓室口等［９］。除对生理解

剖结构观察外，也应对部分常见病理性变化进行观察，如鼻息

肉、会厌囊肿、声带麻痹、腺样体肥大、胆脂瘤中耳炎、分泌性中

耳炎、喉部良恶性肿瘤、鼻窦炎等。使用频闪喉镜进行教学，更

有助于让学生准确了解声带的生理、病理结构和运动特点。通

过内镜成像技术实践，可以使学生以更为立体、真实的方式进

行解剖结构观察，有助于循序渐进地加深学生对各解剖结构的

理解程度。

４　内镜手术实践

内镜手术实践之前，应首先让学生进行手术观摩，了解手

术过程，使其对前期学习的理论知识和基本解剖结构知识有更

为深入的理解。内镜技术在耳鼻咽喉科的应用已较为广泛，而

数字化技术实现了数字影像传播，可以将手术过程通过远程控

制屏进行实时转播。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内镜技术的应用使

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地观察到不同手术的操作步骤，更可以随时

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也避免了现场观摩对手术的影响［１０］。

５　小　　结

耳鼻咽喉的解剖结构及生理功能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

紧密的联系，而上述解剖结构具有深在及腔洞细小的特点，只

能通过使用特殊的照明装置和检查器械，才能对耳鼻咽喉部各

器官的生理和病理特征进行清晰辨认。耳鼻咽喉部各器官的

解剖关系比较复杂，向上承颅底，向下通气管、食管，鼻两侧又

与眼眶毗邻，咽喉两侧走行着重要的神经干以及主要的大血

管。因此，耳鼻咽喉部各器官在解剖结构上与邻近器官及全身

器官均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医学各学科相互渗透和

促进也进一步扩展了耳鼻咽喉科的内容和范围，例如鼻神经外

科（以前称为颅底外科）与耳神经外科的兴起和发展相关，也与

颅脑外科的关系十分密切；鼻面部创伤或畸形及颌骨、会厌谷、

舌根肿瘤的诊治与口腔颌面外科存在交错；咽喉肿瘤与颈部转

移癌根治术、下咽与颈段食管癌根治术、胃咽吻合术等的密切

关系则使耳鼻喉科与颈外科、胸外科存在紧密联系。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是新兴的以手术治疗为主的学科，需

要有极高的手术精确性，而准确掌握生理解剖结构是进行手术

的重要前提。因此，学生在学习内镜操作技术的同时，必须熟

悉耳鼻咽喉解剖生理、病理结构。教师则应重视培养学生对的

学习兴趣，并通过师生间的交流与互动促进二者的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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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专业学生的实习是学校教学的延伸，是教学中理

论联系实践的重要阶段。通过实习可实现基础理论知识和临

床实际的密切结合，使学生熟练掌握检验操作技能，培养其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独立工作能力。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

展，检验科工作方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如何更新

观念，不断思考和改进带教方式，做好新时期下的检验医学实

习生带教工作，是检验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１］。本院作

为教学医院，实习生带教工作已成为日常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现将笔者近年来实习带教工作经验总结如下。

１　提高带教老师自身素质

１．１　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带教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

也是学生医德医风的榜样，在日常工作中应严格要求自己，以

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影响学生，培养学生良好的服务精神、严

谨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１．２　较高的专业技术素质。检验医学是发展十分迅速的学

科，因此带教老师应注重学习，更新知识，在系统掌握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的同时，准确把握新知识、新技术，同时熟练掌握仪

器设备的使用方法、各项检验技术操作规程和检验结果的临床

意义。

１．３　具有一定的带教能力。带教老师要有一定的带教经验和

良好的带教作风，善于沟通，做到“严而不厉”，并重视言传身

教、潜移默化的作用，多给实习生思考和探索的机会，使实习生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并培养其主动学习

的兴趣。

２　做好实习生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是实习生开始实习前的重要内容。首先，应组织

学生学习医院和检验科的各项规章制度，了解科室基本情况、

管理规定、实习要求；强调以人为本，培养学生以患者为中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让学生充分认识遵守规章制度和

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其次，应结合检验科工作的特殊性，培养

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使其认识到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因此，

有必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特别是

医疗废物处理、职业暴露预防及处理原则等知识，使学生在实

习中树立保护环境、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的意识。最后，通过

岗前培训，使学生正确认识实习与就业和考研的关系。随着就

业和考研压力的增加，许多实习生在实习中后期实习积极性显

著下降。因此，应在岗前培训时强调实习阶段的重要性，使学

生认识到实习是培养和提高工作能力的基础，不能松懈或放弃

任一阶段的实习任务。对于需要就业的学生，应在不影响实习

质量的前提下，安排其有计划、有目的地参加招聘会和面试。

对于有考研意向的实习生，老师应在充分理解学生的同时，帮

助学生端正实习态度，指导学生合理安排复习时间，最大限度

地缓解实习与考研间的矛盾［２］。

３　建立合理的实习计划和带教方式

３．１　合理安排实习时间和内容。检验科的实习专业繁多，因

此制定合理的实习带教计划是保证学生圆满完成实习任务的

基础。实习计划的制订应主要根据实习大纲的要求、科室的实

际情况以及历届实习生的建议，合理编排实习生在各专业组的

轮转表，使学生充分了解实习程序。

３．２　建立岗位老师负责制的带教方式。检验科分为许多专业

组，每个专业组又设置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按照以前“一对一”

的带教方式，带教老师难以较好地完成每个岗位的带教，也有

可能出现因老师出差、休息等原因而导致实习生无人带、无人

教、无人管的现象。因此，笔者所在科室实行岗位老师负责制，

在每个工作岗位每天都安排具有带教能力的老师完成实习指

导工作。实习生进入每个专业组时，要求专业组长根据实际情

况，合理安排各岗位的实习时间和顺序，并严格要求岗位老师

做好带教工作，更好地保证了实习教学的质量。

３．３　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应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实

现“传、帮、带”，既节省了带教老师的精力，也培养了学生的团

结协作精神。但应避免学生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遇到

问题时一定要及时请教老师或在老师指导下操作，避免出现不

必要的错误。

４　注重培养学生操作技能和质量保证意识

４．１　自动化仪器检测操作能力的培养。在安排实习生上机操

作前，岗位带教老师应向学生现场介绍仪器基本构造、检测原

理和检测项目，要求学生仔细阅读仪器规范操作规程，在确保

学生已熟悉仪器使用、维护和标本检测流程之后，再进行实践

操作，从而避免因实习生操作不当而影响科室的正常工作。

４．２　手工操作技能的培养。为了培养全面适用型检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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