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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了病理实验教学数字化建设的过程及优越性。病理实验教学数字化建设, 就是将大体标本、

组织切片和实习指导全部数字化, 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病变的识别和理解程度, 促进学生的自学, 扩

展学习的空间。这一工作为病理实验课改革提出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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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 rtic le d iscusses on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dig ita l pa tho log ic exper im ent teach ing. In th is

course v irtual slices and d ig ita l pho tog raphs o f pa tho log ic sam ples and slices w ere taken in order to help studen ts un

derstand them better. It suggests a new w ay to re fo rm the exper im ent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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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学 ! 是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它研究

的对象是人体疾病状态时的器官和组织标本, 研

究内容是观察器官和组织的病变, 包括病变的类

型、特点、发生发展规律以及与临床表现的联系

等, 研究手段主要是通过肉眼和光学显微镜对器

官标本 (又称大体标本 ) 和组织标本 (又称组织

切片 ) 进行全面和细致的观察, 从中发现病变,

研究的目的是探讨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理, 同时

对疾病进行诊断。  病理学 ! 的教学分为理论教

学和实验教学。实验教学的内容, 就是指导学生

看各种大体标本和组织切片, 帮助学生准确认识

病变、掌握病变的特点, 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

同时培养学生的病理学思维能力, 为学习临床课

程打下基础。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观察病变, 我校对  病理

学 ! 实验课进行了很多的改革, 特别是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 促进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1 数码互动设备完善的网络系统为病理实

验教学的数字化提供了可能性

显微数码互动设备是近几年来数字化技术与传

统的光学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早期的显微数码互

动设备是在显微镜上安装一个数码摄像头, 使学生

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图像, 可以通过内部网络传送到

教师的电脑上, 并通过投影机投放到大屏幕上, 同

样教师显微镜下的图像也可通过投影机投放出来。

这样, 教师和学生就不需要通过轮流看显微镜, 来

讨论某个病变的特点, 而是通过同时观看投影到屏

幕上的图像, 对某个病变的特点进行讨论和互动。

现在被称为第二代的显微数码互动设备, 在原来的

基础上又更进了一步。每台学生显微镜配一台计算

机, 将原来通过投影机投放出来的显微镜下的图

像, 通过计算机屏幕展现出来, 并且通过网络, 教

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可以相互传输显微镜下的图

像及数据。我们的病理实验室配备的就是第二代数

码互动设备, 这样的设备为我们病理实验课的改革

提供了一个数字化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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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体标本数字化建设

大体标本数字化就是将所有大体标本都拍成数

码照片输入电脑。大体标本在使用上的特点之一是

唯一性, 没有任何两个标本是一样的, 因此不可能

让学生人手一个。那么看标本时, 原来是很多人去

看一个标本。教师在向学生讲解大体标本病变时,

总是一手高举标本, 一手在标本上比划, 向周围的

学生讲解。每次的学生数量还不能多, 否则站的较

远的学生看不清。学生自己看标本时, 也是几个人

凑在一起看同一个标本, 有的在上课时间里还轮不

上看。虽然, 有实物展示台, 可将标本放大后投放

出来, 仍然存在不足之处。针对这一长期困扰病理

实验教学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借助第二代数码互动

设备完善的网络, 将所有大体标本全部拍成数码照

片, 制作出了一套数字化的大体标本。根据病变的

部位、特点, 一个标本拍一张或数张照片。在 20

世纪 80年代, 我们也将标本拍成照片, 但那是黑

白照片, 也无法在照片上加文字和符号进行注释。

因此那时的照片虽起到辅助理解病变的作用, 但说

明性不强。现在的强大的图片处理技术, 使我们能

够在照片上任意加各种标示和文字, 还可将一个标

本不同侧面、不同放大倍数所拍的照片整合在一张

照片上。同样我们通过显微摄影, 将组织切片上的

病变也拍成照片, 并进行标注。为了配合双语教学

和外国留学生教学, 每张照片上用的是中英文注

释。然后, 我们将这些照片冲印出来, 将相互对应

的大体标本照片和组织学照片 (例如同是大叶性

肺炎的大体标本照片和显微镜下的病变照片 ) 封

塑在一起, 与标本同时展出。这样, 每当学生看到

一个大体标本的时候, 同时也看到了经过注释的这

个标本的照片和这个标本上病变的显微镜图像。此

外, 学生还可以在计算机上看电子版的标本照片。

经过这样改革, 原来需要教师手举标本向学生讲解

的过程, 变成学生自学了; 原来需教师逐一解释学

生还未必看清楚的病变, 现在一目了然了; 原来几

个学生簇拥在一起看一个标本, 现在多了一个看电

子标本的选择了; 原来看标本就是看标本, 现在看

标本的同时也可以看到组织学的病变了, 促进了学

生对大体病变和组织学病变进行联系和比较的思

维。因此, 大体标本数字化的改革, 大大提高了病

理实验教学的质量。

3 组织切片数字化建设

组织切片数字化一方面是指将组织切片上的病

变拍成数码照片, 更重要的是通过专门的软件将组

织切片转化为数字化的虚拟切片。数码互动设备最

突出的优越性就在于对微观病变的讲解更直观更清

楚了。但是, 这种讲解是在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过程

中完成的, 讲解结束后, 学生对于病变的认识和理

解多数还是处于理性层面, 一旦自己在显微镜下观

察时, 还有很多问题弄不清。因此, 为学生提供一

个将典型病变定格下来的图片, 还是很有必要的,

它可以随时并反复参考使用。为此, 我们将所有切

片都拍成照片, 并在上面进行注释和标注, 帮助学

生在看片时寻找到正确的病变, 并指导学生准确理

解病变, 真正掌握病变的特点。数码互动设备与数

码照片配合使用, 做到动、静结合, 对学生帮助

很大。

虚拟切片是最新的数字化切片技术。它是对显

微镜下的图像进行扫描, 然后拼接成一幅大的图

片。根据需要, 可以对全部组织进行 40倍、 100

倍、 200倍和 400倍放大后扫描, 也可以对感兴趣

的区域进行不同倍率的扫描。经过这样扫描处理

后, 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切片, 需放在显微镜下才

能看清的病变, 现在完全数字化了, 完全可以脱离

显微镜用看图软件在计算机上看了。由于制作成本

问题, 我们暂时选择性地将一些切片进行了扫描,

制作成了虚拟切片。例如一些穿刺组织的切片

(如肾炎、肝炎 ) , 因其组织小, 无法大量制作出

切片供教学用; 一些特殊染色的切片 (如苏丹 III

染色 ) , 因其不易长期保存, 易褪色; 一些病变较

典型、但数量较少的切片等, 都制成了虚拟切片。

虚拟切片制作以后, 原来因数量少无法作为教学切

片、只能作为示教切片的, 现在就可以人手一

 张 ! 了; 原来因染色后很快褪色, 不可能作为切

片来看, 而只能看图片的病变的, 现在也可以长期

反复看了; 原来离开实验室没有显微镜就无法看的

切片, 现在学生在宿舍就可以看了。原来遇到一个

好的切片, 需要等待一个较长的大批量制作切片的

过程, 学生才能看到, 现在通过虚拟切片的形式,

学生很快就看到了。虚拟切片的使用, 使学生见到

的病变更多了, 看切片的时间多了, 对病变的掌握

更牢固了。

4 实习指导数字化建设

 病理学实习指导! 是学习  病理学 ! 不可缺

少的。它是针对自己教研室所拥有的大体标本和组

织切片而编写的实验教材,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病

变。以往的实习指导是纸质版本, 主要是用文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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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每个病变, 图片不多。虽然图书馆有很多彩色

图谱可供借阅, 但图谱上的图片与学生实际看到的

标本和切片不一样, 针对性不强, 而且主要是镜下

的图像, 而较少有大体标本的图片。此外, 我们在

日常工作中, 随时可能遇到好的标本和切片, 需要

加到实习内容里去, 而纸质版本一旦印刷, 无法随

时修改, 必须等到再次印刷的时候, 等待的时间至

少 2年, 造成滞后的现象。针对这一情况, 我们将

上述大体标本和切片的数码照片, 以及虚拟切片汇

总成为一套数字化的实习指导教材。这样的实习指

导教材有以下好处。

( 1) 面广量大, 一目了然。实习指导教材全部

是彩图, 既包括了组织切片的病变也包括了大体标

本的病变 (大量大体标本图片出现在实习指导里,

是很少见的 ) , 而且图片上还做了文字和图形

标注。

( 2) 针对性强。实验课上所看到的每一个标本

和切片都可以对应到一张或几张图片上, 对学生的

指导性强。

( 3) 便于自学和复习。以往学生离开实验室,

就无法看到切片和标本了, 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在计

算机上看电子标本, 非常便于学生复习和预习。特

别是虚拟切片, 更是可以观看到病变的每一个

细节。

( 4) 节省学时。在理论教学的幻灯片里, 必要

时就可以用这些图片来举例, 此时, 就相当于将这

个标本的病变进行了讲解。接下来的实验课, 一般

的标本教师就不再讲了, 这样就节省了宝贵的

时间。

( 5) 可自我测试。通过编辑, 我们可以将图片

上的某个箭头或某段文字隐去, 针对这些部分提出

问题, 让学生进行自我测试。点击鼠标, 箭头或文

字又重新出现。

( 6) 便于网络教学。电子实习指导与课件配合

使用是网络教学非常好的教材。

( 7) 便于增加和替换。现在我们发现好的标本

或切片, 只要将其拍成照片, 并加以标注, 即可加

入到实习指导里了, 操作非常方便。

5 结束语

将病理实验课的 3大要件: 标本、切片、实习

指导全部数字化是一项重大的改革, 极大提升了标

本和切片的使用价值, 也增加了学生接触标本和切

片的时间, 更加有利于学生对病理学核心内容

病变的掌握, 对教与学都有很大帮助。在将数字技

术与病理学教学相结合的方面, 还有很多工作可

做, 我们现在利用的只是平面数字技术, 今后我们

将向立体的三维的数字技术发展, 全面提高病理学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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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尝试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但还处于起步阶段, 还

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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