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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Man@引领本科医学教学的研究 
董愫 1   李登科 1  宋雪松 1  麻海春 1  刘嘉 2* 

（1.吉林大学第一医院麻醉科；2.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外科  吉林长春 130021） 

【摘要】目的：探讨吸入麻醉学计算机模拟教学 GasMan@在本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
科生 80 人，所有学生均共同接受过吸入麻醉学理论教学后随机分成 T 组（传统教学组）和 G 组（Gasman@软件教学组），每组 40
人。教学评价分为理论试卷考试和满意度调查问卷两部分。理论学习及示教课结束后分别进行一次吸入麻醉学理论测试，在第二次
理论测试后随卷发放教学质量评价表。结果：理论测试 1 两组学生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7）；理论测试 2G 组成绩
明显高于 T 组（P＜0.01）；T 组理论测试 2 成绩明显高于理论测试 1（P＜0.01）；G 组理论测试成绩明显高于理论测试 1；G 组两次
理论测试成绩提高分数明显高于 T 组两次理论测试成绩提高分数（P＜0.01）。与 T 组比较，G 组在内容易理解、提高学习效率、激
发学习兴趣及提高动手能力方面的满意度均明显提高（P＜0.05）。结论：吸入麻醉学 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有助于调动医学专业
本科生主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教学满意度，值得在医学本科生麻醉学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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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学》中的吸入麻醉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医学生必修课

程，但该部分的内容枯燥，晦涩难懂，单纯课堂理论教学很难取得

满意的教学效果。如何将课堂内容融入新元素以达到启发学生自主

学习、巩固理论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成为医学本科生

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但由于吸入麻醉学开课阶段，本科生尚未进

入临床实习，无法亲身经历临床案例麻醉过程，所以在吸入麻醉课

堂教学中为学生模拟出仿真的临床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管理吸入

麻醉过程，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巩固理论知识，提高教学质量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GasMan@软件是由哈佛医学院开发研制的一款

挥发性麻醉药计算机模拟软件，它能以图表和图像的形式描述挥发

性麻醉药的药代动力学，并以此为基础对挥发性麻醉药从麻醉气体

挥发罐到呼吸回路、肺、动脉血、组织（特别是脑、肌肉、脂肪）

和静脉血的摄入和分布和排除进行模拟。本研究将吸入麻醉药计算

机模拟教学 GasMan@用于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本科生吸入麻醉课

程的教学，探讨 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软件与传统理论授课相结

合在本科生教学中的效果，旨在探讨如何提高医学本科生教育质

量。 

1.对象与方法 
1.1 教学对象 

选取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80 人，所有学生均共同接

受过吸入麻醉学理论教学。随后在示教课程中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学

生分成 2 组，分别为 T 组（n=40，传统教学组）和 G 组（n=40，Gasman@

软件教学组）。 

1.2 教学方法 

研究流程如图 1 所示，所有学生均接受由同一位老师讲授的吸

入麻醉学理论知识教学，共 1 学时，课后随堂接受吸入麻醉学理论

测试 1。随后 T 组学生参加传统教学方法示教课（包括理论复习 10

分钟，病例讨论 25 分钟，总结 10 分钟），G 组学生参加 GasMan@

计算机模拟教学示教课（包括 GasMan@软件演示理论复习及病例讨

论 35 分钟，总结 10 分钟），课后随堂接受吸入麻醉学理论测试 2。 

1.3 教学评价指标 

教学评价分为理论试卷考试和满意度调查问卷两部分。理论学

习及示教课结束后分别进行一次吸入麻醉学理论测试，考题全部为

客观选择题，满分 100 分。并在第二次理论测试后随卷发放教学质

量评价表，同学按照组别不记名填写。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剂量资料数据用均数

±标准差（`x±s），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

示，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1 两组学生学习流程 

2.结果 
2.1 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80 名本科生均按照计划完成学习和理论考试。T 组和 G 组学生

的平均年龄分别是(21.05±0.59)岁和（21.00±0.55）岁，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99）；两组性别比（男/女）分别是 21/19

和 20/20，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23）。 

2.2 教学成绩比较 

结果如表 1 所示，理论测试 1 两组学生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697）；理论测试 2G 组成绩明显高于 T 组（P＜0.01）；

T 组理论测试 2 成绩明显高于理论测试 1，成绩提高 10.3±6.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G 组理论测试成绩明显高于理论测试 1，

成绩提高 19.7±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G 组两次理论

测试成绩提高分数明显高于 T 组两次理论测试成绩提高分数，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 1 两组学生教学成绩比较 

组别 理论测试 1 理论测试 2 提高分数 

T 组 65.0±11.2 79.5±3.1 10.3±6.0 

G 组 63.4±10.3 89.4±4.1 19.7±6.4 

P 值 0.697 ＜0.01 ＜0.01 

2.3 教学效果满意度比较 

结果如表 2 所示，与 T 组比较，G 组在内容易理解、提高学习

效率、激发学习兴趣及提高动手能力方面的满意度均明显提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满意度比较 

T 组 

（n=40） 

G 组 

（n=40） 

 

项目 

是 否 是 否 

 
X2 值 

 
P 值 

内容易理解 21 19 30 10 4.381 0.036 

提高学习效率 20 20 37 3 17.635 0.000 

激发学习兴趣 19 21 37 3 19.286 0.000 

提高动手能力 20 20 33 7 9.448 0.002 

3.讨论 
吸入麻醉学中麻醉药物的药代动力学是该部分教学的重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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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最低肺泡浓度（MAC）、血/气分配系数，吸入麻醉药浓度、

心输出量、肺泡-静脉药物分压差、动-静脉药物分压等核心知识以

及第二气体效应等难点内容。课程的授课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本科

生，尚未进入临床实习阶段，知识仅停留在书本理论知识范围，所

以在课堂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将抽象晦涩的理论知识直观简便地

向学生讲解，是提高该部分教学成绩的关键。GasMan@计算机模拟

教学近年来被大量用于模拟研究中心以论证和更新吸入麻醉药的

药代动力学理论，部分医学院校也将其作为住院医师的教学工具。

GasMan@教学模拟软件可直观反映吸入麻醉药在体内的即时摄取/分

布情况; 比较不同麻醉条件(时间/给药方案/深度)下能够得到的不同

麻醉效果；全程模拟吸入麻醉药的诱导、维持、苏醒的过程，学习

如何预测和控制吸入麻醉药在体内不同部位的浓度，帮助建立常规

的操作模式/经验。 

本研究中从两组学生理论教学后的理论测试 1 成绩可看出，采

用传统的理论大课讲授吸入麻醉学，学生仍不能很好的掌握该部分

的知识。但经过吸入麻醉学示教课程之后，无论是传统的示教课还

是 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均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对该部分知识

的掌握程度，两组理论测试 2 的成绩均明显高于理论测试 1 的成绩。

但传统的示教课与 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相比较而言，GasMan@

计算机模拟教学组的成绩提高程度明显大于传统示教课组，说明这

种新的教学模式在帮助学生掌握该部分理论知识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同时在考试结束后的教学满意度调查表中，学生对 GasMan@计

算机模拟教学的教学满意度较高，包括内容易理解、提高学习效率、

激发学习兴趣和提高动手能力四方面。吸入麻醉 GasMan@计算机模

拟教学所展现出来的优势可能与以下几方面有关：①教学形式新

颖：以往的吸入麻醉教学，大多是老师通过公式计算进而引入理论

概念，学生无法将该部分知识与临床实际融会贯通。而 GasMan@计

算机模拟教学利用动态的表格、曲线、图形等形式将抽象的理论知

识更加直观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显而易见可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②模拟真实病例：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可以将真实病例信息输

入计算机系统，模拟吸入麻醉从诱导、维持到苏醒的全过程，进而

让学生不用接触患者，也能体会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③提高动手

能力：学生可以亲自动手操作 GasMan@计算机模拟软件，在操作过

程中巩固了理论知识，提高了动手能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自身的进步而不断得以完善,医

学模拟教学应覆盖医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培养提供相应的教育服

务，从理论知识学习、临床技能培养直至临床实际工作能力的全面

训练。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可以将吸入麻醉教学与软件模拟教

学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容易掌握且针对性强，有利于在短时间内通

过模拟病例、情景教学使得枯燥的药代动力学形象化、具体化，进

而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达到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的

目的。但完善计算机模拟教学仍需注意一下几方面内容：①教学硬

件的配置：教学设备以及软件配置，以满足全体学生中开展计算机

模拟教学。②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合理安排课时，GasMan@计算

机模拟软件的模拟操作包括 13 个项目下 44 个练习，教师需要深入

细化探讨哪部分更适合本科生阶段教学。③计算机辅助教学不能完

全代替真实病例的复杂性，也不能提供真实的场景、训练危机反应

并实施互动交流。 

总之，吸入麻醉学 GasMan@计算机模拟教学有助于调动医学本

科生主动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增加教学满意度。将 GasMan@

计算机模拟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的结合，值得在医学本科生麻醉学

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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