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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在医学教学这一领域，不断需要新技术给予支持，可视化技术伴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本身也取得了突

破性的进展。在麻醉教学中，实践教学不仅能够检验理论知识，还能为实习生积累丰富的临床经验，然而医学理论与患者的生理特点总是

有区别的，简单来说，麻醉实习教学中的不确定性很高，考虑到这一问题，本文将要浅谈可视化技术在麻醉教学中的一些应用，向广大医

学教师及实习生展示其优越性。 
关键词：可视化技术；麻醉教学；应用 

 

一、可视化技术在麻醉教学中的优越性 
在现代医学领域，引入可视化技术可以说是一次革命。可视化

技术跟听诊器一样，有效扩展了我们感觉器官的能力。可视化技术

能把那些实际存在、不常见的身体内部结构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

眼前，能让我们的判断方式、应对能力更加准确、现实，盲目性可

以大大降低。 

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重症病人看护、

麻醉护理与紧急救治中。如果是医学专业学生，必须充分掌握传统

的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要慢慢了解可视化技术，争取早日掌握，

敢于实际应用。对学生来讲，基本的医学知识本已是浩如烟海，了

解新技术会对他们增添压力与负担，但以长远的目光来看，这还能

够增强他们的动手能力，可以提高临床实习质量，让患者的安全变

得更有保障。将可视化技术引入课堂，学生一定会对高度发达的仪

器充满兴趣，进而带动了班集体的学习动力，师生交流也就能够更

加频繁。 

二、可视化技术在麻醉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2.1 可视化视频技术——喉镜 

在麻醉管理中，患者气管是一个重点对象，患者呼吸道管理是

一项基本技能，从理论上讲，患者咽喉部位的解剖结构相当复杂，

无法用想象来描述，因此呼吸道管理的学习难度是比较大的，教学

效果也并不明显。众所周知，大多数麻醉护理都与手术有关，而呼

吸道管理又是手术之前的必经之路，这就更加提高了它在教学中的

地位，而可视化视频技术就能够带来帮助。 

在操作之前，教师要指导学生检查麻醉仪器与显示屏接电线

路，准备好演示设备，比如喉镜镜片、导管等，麻醉剂发挥作用之

后，等待肌肉完全松弛，之后就可插管，插管操作必须严格按照课

本操作，如果是初级阶段的演示实验，可以由教师插管，学生观看，

尤其要注意呼吸道的重点结构。 

从概念上讲，可视喉镜是一种插管设备，它带有可视化的优越

性：其一，高像素摄像仪是核心设备，在进行呼吸道处理时，显示

屏可以显现出它准确拍摄到的会厌软骨等结构，有利于学生加深直

观印象；其二，除设备使用者之外，在场的学生也能够看到，这与

传统意义上的直接喉镜是完全不同的，后者的服务范围太低，只限

于使用者；其三，学生在操作时，教师可及时发现问题并给予帮助；

其四，如果学生对呼吸道管理的知识还不太熟悉，那么使用可视喉

镜时，可以有效降低患者的受伤率，学生的犯错率可以得到降低。 

2.2 可视化视频技术——光棒 

同样作为可视化视频技术中的一员，光棒技术可以协助可视喉

镜进行工作，尤其是插管操作，光棒技术可以弥补喉镜操作中的某

些缺陷。针对那些张口度较小、张口困难的患者来说，很是适合，

还包括一些颈椎伤病患者。 

可视化光棒技术可以为操作者提供清晰完整的画面，可与可视

喉镜完美配合，准确地采集到插管操作中的每个细节画面，可以降

低插管风险率，从技术本身来讲，它的操作性不难，恰好适合实习

生操作。同传统意义上的“困难插管技术”相比，可视化光棒技术

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很适合教师在操作“困难呼吸道插管”时使用，

有利于学生理解处理“困难呼吸道”的手段。除此之外，还可以加

深学生对咽喉部位的印象，降低麻醉护理中的并发症发病率。 

2.3 可视化超声技术 

可视化超市技术的应用可以分两部分：神经阻滞与深静脉穿刺

置管 

2.3.1 

拿神经阻滞来说，在教师演示之前，每个学员应当充分了解超

声仪的使用方法，要思考如何看懂超声图像。另外，必备的麻醉剂

与急救药品要准备充分，考虑到穿刺产生的疼痛感，要在操作之前

安抚患者情绪，准确监测患者的体征，选好超声探头，调整好频率。 

在“超声引导神经阻滞”中，超声的优越性在于：其一：可在

患者锁骨上完整地看到臂丛神经及其分支；其二：及时跟踪探针，

能够安全穿刺，避免伤害患者的其他组织；其三：可准确地了解到

麻醉药的走向 

2.3.2 

拿深静脉穿刺置管来说，传统的操作风险很高，严重者还会伤

到神经与动脉。现阶段的教师演示已经引入了超声技术，在演示之

前，应当先对学生补充解剖学知识与超声操作知识，麻醉操作完成

后，教师要亲自操作，在操作过程中要相对应地强调注意事项，比

如针对不同体重患者的操作力度不同、注意胸膜位置等。 

超声技术的优势在于：其一：与传统的“体表标志穿刺”相比，

风险性得到大大降低，患者的其他生理结构得到了很好保护；其二：

视频演示同步着超声操作，能让学员们充分了解深静脉结构与相邻

组织结构，降低了教师的讲解难度，知识针对性更强；其三：深静

脉穿刺置管的操作难度更低，入门更容易，重点凸出，学员们可针

对它的刺针深浅、刺针走向进行研究。 

三、结语 
总的来说，可视化技术有利于实习生积累经验，还可帮助实习

生加深麻醉学与解剖学的知识印象，为麻醉工作增添了保障，有效

保证了麻醉安全，希望这一技术能够得到推广。 

参考文献： 

【1】陈立建, 张雷, 方卫平. 可视化技术在麻醉实践教学中的

应用与体会[J]. 广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21(03):115-117. 

【2】阎雪彬, 胡中华, 欧阳文. 麻醉教学使用可视化技术的应

用价值探讨[J]. 中国卫生产业(8). 

【3】陈峻. 可视化精准操作在临床麻醉中的应用[J]. 中外医学

研究(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