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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产教融合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黄开亮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也是

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是区域经济与

科学技术的融合与结构转型，为我国高等教育

强国建设奠定基础。产教融合利于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和市场适应，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市

场需要出发，平衡经济产业化和教育系统的供

求关系。与传统的教书育人方式不同，目前不

同高校对产教融合的思维导向不尽相同，其产

教融合的价值体系也存在多种差异，从专业化

的调整，到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再到实训基地

共建共管机制等都有显著的差异。同时，地方

政府对于产教融合的政策往往滞后，职能管理

存在错位、偏位等不对称，企业参与度普遍不

高等问题。在“学校一头热”、“校企融合差”“政

校企”互不融合等问题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

其中反映的恰恰是不同利益主体对于话语体系

权力不同而造就的冲突。政府在此过程中的独

大也造成利益偏弱方存在话语权少、说不上话

等情况。产教融合模式的产生一方面是解决高

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窘境，另一方面是促进政

校企三者融合互存、互利共生的话语权力构建，

是促进高校与企业同步所向、共谋发展，为产

教深度融合提供契机、机遇、道路和方向。

一、我国高校产教融合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时期（1978-1990 年）

高校产教融合发展的萌芽期在于生产力改

革时期，教育和产业相融合在于强调经济中心

的基础上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优势。在

这个阶段中，国家并没有对产教融合以制度性

文件出台，更多的论述早见于学者的研究中。

至 1980 年以后，国家逐步出台产教融合的倡议、

制度，辅助以强调科技结合产业、技术引领经

济的方针导向，如 1982 年关于对我国科技发展

的《汇报提纲》中阐述“科研要与生产相结合，

两者产生联系”，其提倡将科学研究纳入到生

产应用轨道中；1987 年的《高技术研究纲要》

摘 要：产教融合是推动高校与地方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是高校与企业结合、创新发展的关键，

更是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高校产教融合经过长期发展已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

但还存在运行机制不完善、成果转化不高等问题，为进一步深化我国高校产教融合，需要健全运行机制，

保障融合到位、搭建服务平台，实现成果转化等措施，为社会发展培养优秀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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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研发体系要

与产业发展相适应” [1] 部分出台的制度文件中

也有反映校企合作模式的雏形，如 1985 年的教

育改革《决定》中首次出现“产教结合”等字眼，

提出技术院校要加强与地方产业合办、共办。

此后，产教结合逐步形成趋势，并持续反映到

现代职业教育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

推动了政策的落实，逐步为产教融合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探索时期 (1991 － 2005 年 )

1990 年以后，“产教结合”逐步成为了国

家和政府政策常见的词汇，特别在职业教育相

关的政策制定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支持职

业教育发展“产教结合”。1991 年，国务院发

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产教

结合和工学结合是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途径”；

1996 年颁布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指出，“以

职业院校为代表的职业教育体系应当注重引导

开展产教结合”；1999 年颁布实施的深化教育

决定中强调“职业院校在对学生技能培训上鼓

励开展产教结合，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掌握度”，

在此过程中，“产教结合”逐步衍生出“教育

产业化”、“产教融合”、“产学研”等多种

模式。其中“教育产业化”由于将教育产业引

向产业模式发展，更为适应市场背景下的形势

发展，因此广受社会关注，同时也引起诸多非议。

1992 年的《关于发展第三产业的建议》中明确

科研事业和教育事业归入第三产业，并以引领

者逐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成为重点。

但在学界中对“教育产业化”产生争议，其中

部分观点认为教育并不能完全产业化，只能部

分产业化，其兼顾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不可

能改造成为产业化 [2]。而另一模式“产学研合

作”模式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探索发展。1992 年

教育部和中科研联合开展的“产学研开发工程”

中对产学研提出新的要求。1993 年《科学进步

法》对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衍生的“产教结合”

模式推动“产教融合”深入发展，并逐步迈进

下一阶段。

（三）发展时期 (2006 － 2013 年 )

2005 年，国务院推出针对校企合作的《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决定》中指出，校企合作连同

工学结合主要应用在职业教育中，这两种术语

表达相较此前的政策文件更为具体且指向性明

显。工学结合主要是指工作与学习相互适应融

合的模式，工学结合时间灵活、形式多变，通

常可以是以年计、学期计、星期计等。校企合

作主要是联系学校与企业之间的转换形式，双

方针对办学方式、学生培养、团队培育、实训

体系等多形式构建上共办、共建，开展深入合

作。2006 年，职业院校推出《工学结合和半工

半读》、《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见》等指导

方案；2010 年，国家制定 2010-2020 年的张长

期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教育教学持续开展改革，

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办学发展为抓手，“产教结

合”、“校企合作”“教育产业化”等字眼跃

然纸上，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产教融合

另一发展模式是衍生出校企合作的师徒制，强

化以名师带高徒的形式开展实践教育。2014 年，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职业教

育开展“校企联合”、“学徒制”等联合培养

新模式 [3]。教育部也在 2014 年发布《关于学徒

制的试点工作》中指出，合力构建新体系，培

养新技能，有力提高职业教育人才的能力和水

平。

（四）突破时期（2014 年以后）

2014 年以后，我国职业教育进入高水平建

设时期。在此基础上，产教融合逐步发展为重

点国家政策倾向，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地位。

产教融合是产教结合的进一步发展形式，其将

产业和教育进一步深化结合，消除双方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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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形成合力。2013 年，教育部在深化教育领

域中提出对当前职业教育的改革意见，其中指

出，要着力营造出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大环境，

这预示着产教融合的系列研究逐步成为了国家

政策的导向 [4]。2014 年是重要的产教融合突破

年，其中陆续颁布的国务院《加快职业教育决定》

以及《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中都将“产教

融合”推向新台阶，产教融合不仅是单一高校

的联合培养，更是产教集群的专业建设。2015

年，在《统筹世界一流大学及学科方案》以及《引

导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意见等预示着“产教融

合”逐步成为深化改革的一大利器。国务院办

公厅随后出台《深化产教融合意见》中更是将

“产教融合”视为国家重要的建设环境。据此，

在政策的牵引下，产教融合进入了成熟的发展

时期。

二、现阶段高校产教融合现状与不足

（一）运行机制不完善

产教融合单纯依靠学校和企业力量不足以

支撑整体体系发展，需要融合各方力量合力构

建，政府不但要以当地产业特色为带头，政府

要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支持，学校和企业

双方在合作沟通过程中逐步建立协调沟通机制，

在各部门的全力支持、协调和沟通下共同实现。

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不难发现，产教融合在现实

发展中往往有多种制约因素，其中最核心的因

素在于其机制不完善、运行体系不健全，最终

导致产教融合存在困难，无法发挥有机联合的

作用，导致最终两败俱伤 [5]。建设完善的体系

机制是保证政策顺利执行并发挥作用的核心关

键，部分地区在实施产教融合过程中，并未将

当地的高校技术优势和发展方向向企业充分展

示，当地企业也并未表明自身真是的经济发展

需求，出现随意上项目等情况，产教融合等各

项工作还处于合同签订、合作达成的初步阶段，

下一阶段本应由政府出具文件的政策倾斜并未

得以实施，缺乏后续管理，导致校企合作的产

教融合仅在“表面风光”，企业也未对人才的

实际培养提供支持和帮助，技术支援力度欠佳。

部分高校开展校企合作缺乏高效的沟通模式，

从地方协会、企业内部、高校等都未对产教融

合的深入发展和实际作用进行正确解读和分析，

对双方的合作模式未全盘统筹，未对合作效能

进行正确评价，导致最终合作不够深、效果不

明显。

（二）合力作用尚未显现

产教融合合力作用在时间中具有重要意

义，但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高校和企业对产教

融合理解存在偏差，双方各有需求和利益导向，

在融合时，并未充分考虑各自的需求出发点和

核心内容，并未实质性地结合双方需求导向，

导致合作流于表面形式。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

收入的同时，未能发掘出企业与学校的互利共

生，而是单一地认为学校是单纯提供免费劳动

力的场所，校企合作其实质只不过是利用学校

的免费劳动力资源开展实习，并未在实习实训

过程中将劳动技能教育作为首要目标 [6]。学校

也侧重从教学基础出发，追求实现的教学目标，

要求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熟悉，但是缺乏与企业

建立必要的沟通机制，对于学生在企业中学到

什么、了解到什么、掌握到什么并不关心，甚

至认为实习时间过长会影响教学开展。部分专

业的学生未来就业需要具备大量实训基础，如

建筑专业、汽修专业等，单纯的学校理论教育

只能让这些学生掌握部分知识，大量践行性的

操作时间无法开展，理论无法转为实践。在产

教融合过程中，企业和学校始终处于天平的左

右两端，无法均衡所需，不能结合成为对双方

同等有利的融合模式，最终也就无法在产教融

合过程中产生合力作用，对于学生技能提升产

生不良影响。

（三）成果转化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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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的本质在于通过校企合作形成工

学结合，依靠双方合作模式突破形成教育和产

业发展新理论。当前，产教融合尚未深入，缺

乏足够的动力支持，也没有相适应的政策引导，

产教融合效果发挥和成果获得受限；或是企业

在其中并未充分参与，在实施融合过程中急于

追求利益，忽视建立沟通机制的重要性；或是

高校对产教融合的认识存在偏差，仅仅将产教

融合作为学校中的工厂或者工厂中的学校，部

分高校自身研究能力不足，无法为企业提供充

足的技术支持，加上院校自身是公益单位，没

有更多的经费能够为产教融合提供资金保障 [7]。

更为关键的在于，高校教师和企业的技术人员

缺乏沟通的桥梁，无法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

有机结合，这也在一定程度限制了产教融合的

深入。最直接的表现可见于产教融合的成果转

化少，企业不能在此过程中获得高校的支持，

技术研发无法实际应用，经济收入并未完全体

现；高校并未在产教融合中获得企业的扶持，

对于专业发展、学生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上均

没有收到如期效果。

三、实现高校产教融合的策略

（一）健全运行机制，保障融合到位 

产教融合需要政府牵头引导、企业积极配

合、学校提供技术支持，从机制的完善出发，

建立切实保障产教融合深入开展、持续发展的

新模式，实现经济增长、就业纾困，推动地方

经济焕发新活力，实现新跃升。在政府角度上，

需要从法律、政策制定上下足功夫，从机制解

决和顺畅性上保障产教融合顺利开展，敦促和

平衡各方在产教融合中应发挥出各自作用 [8]。

要设立专项基金扶持产教融合领域，协助院校

与企业建立合作模式，在初期对双方合作提供

资金上的支持，以财政奖励等形式刺激和推动

校企合作，对其合作模式开展专题研究。在整

个过程中，政府还要政策扶持企业，从规划到

税收等领域建立绿色优惠通道，吸引更多企业

与学校开展合作。建立校企合作持续评价机制，

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收益和可持续发展展开

持续评估，加强监督管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企

业和学校采取劝退形式。在学校角度上，积极

开展产教融合有利于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做大

做强专业，以专业特色促进科研实力提升，通

过招商等形式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合作，形成互

惠互利，建立协商共促机制，为产教融合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撑和研究基础。在此过程中，教

师和企业的合作有利于企业实现科研攻关，也

为教师自身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奠定基础，帮助

教师提高职业生涯贡献，有利于提升职称晋升，

同时也为学生的实践操作提供更多先进的实训

基地。在企业的角度上，加快和加深产业融合

有利于企业迅速提高生产效能，加快产业布局

形成，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强化与高水平技能

技术支持的通力合作。企业可以派出专项技术

人员深入到高校中开展培训合作，经过培训的

人才随后返回企业，以传帮带等形式为企业培

育出急需的技能人才。借助于产教融合的模式，

对自身生产技艺进一步提升，确保经济收入跃

升到新台阶。

（二）搭建服务平台，实现成果转化 

践行产教融合是寻找高校在理论学习和实

践操作中与企业和市场化平衡点的过程，也是

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在产教融合

过程中，需要搭建合作平台，有机结合两者发

展，逐步降低双方信息差异，实现企业经济发

展需求、学校人才培养需求的双把握和双提升。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产教融合需要借助平台规

模以实现快速发展，相关的合作平台包括产教

融合联盟、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平台、产业发展

集团等多种新型模式。其中产教融合联盟是第

三方的平台机构，通过联盟的组织形式串联政

府、高校和企业，让不同的主体在产教融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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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程中，各自发展自身优势，逐步加强沟通、

协作能力，最终实现产教融合。产教融合联盟

是介于行业联盟和高校联盟其中的平台，其存

在一方面抓住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协同实施

真正地将产教融合自身的优惠政策和措施落地；

另一方面是抓住企业和院校主体功能的发挥，

在其中建立两者沟通的渠道，将企业的真实需

求和院校的合作目的充分反映并有机融合，充

当和发挥两者的对话、沟通、发声作用，保障

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能够顺利进行 [8]。例如，

浙江省在开展数字浙江全省试点工程时，充分

围绕建设的主题和目标，有意识地聚集新兴产

业和高校，建立产教融合联盟，逐个对交通领域、

工业领域、轨道领域、经济领域等开展产教融

合模式。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平台侧重于依托高

校的科研基础，利用创新孵化模式，实现成果

应用和转化。其是以高校牵头，展现出高校自

身科研实力为主体，从创新发展、技术引领角

度提供技术成功，辅助企业的产业升级实现和

学校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产业发展集团是以

高校的优势专业发展为抓手，与企业建立订单

人才培养模式，将企业人才资源的需求与学校

培养人才相结合，持续为企业高质量生产赋能。

（三）加大协同合作，发挥人才优势

人才是提升竞争的重要因素，也是高校开

展产教融合的基础条件。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可

以发现，产教融合的影响因素之一在于技能人

才是否储备足够，高校的专任教师是否能够完

全支撑产教融合的教学，企业人员是否能够指

导学生的实践操作，这也是学生能否在实际应

用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价值的目标所在。产

教融合中教育职能的正确发挥影响着技术成果

转化的成效 [9]。在此情形下，人才培养的模式

转变，可以以协同合作的形式共推教学质量新

高度。师资队伍的建设需要学校、企业共同合

力发挥作用，学校将传统的师资队伍建设理念

转变为以高质量、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为主

导，建立“双师型”的教师团队，注重培养企

业技术骨干、业务精英，并以校外导师、双聘

制等形式聘请为学校教师，充实师资团队。在

日常实训过程中，持续加强教师素质教育和专

业技能并举，共通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通过

各类型大赛、讲座等新式，营造“比学赶帮超”

大环境，磨砺教师的专业技能和操作技能，通

过激励形式持续支持教师不断创新，在产教融

合模式中探索出适应学校和企业的最优机制，

提供智力支持 [10]。此外，学校还建设有“大师库”，

在实施校企合作模式下，充分融合资源优势，

促进和提高高层次人才培养比例，丰富教学队

伍，提升技能攻关水平，进一步释放出积极要素。

四 、黄冈师范学院产教融合的探索实践

黄冈师范学院在过去数年间持续推行“编

制在黄师，工作在企业”的产教融合模式，加

强以学院牵引、企业合作的深化合作体系，以

地方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获得良好的效果，逐

步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黄师”之路。

（一）搭建产教融合政策平台

挖掘人才潜能，助推黄冈经济。黄冈师范

学院通过搭建黄冈市产教融合服务平台。平台

以“开放·融合·赋能”为宗旨，立足“需求

导向、开放流动、深度融合、协同创新”，力

求契合高校、企业需求，提供精准服务等形式，

以服务基层计划为抓手，将人才安排到企事业

单位历练、挂职。学校在相关制度上积极提倡

产教融合，以工资补贴、购买保险、报销路费、

评优争先、提拔任用等激励措施鼓励教师与企

业加强合作。学校也主动调整学科布局，以更

适应地方发展所需，实现同频共振。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在黄冈师范学院

不断发展过程中，学校积极践行“人才工作摆

在首位”理念，开展“百名博士引进工程”。

当前，已拥有正高 138 人、副高 437 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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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人，各类国家、省级荣誉专家 50 人次。这

种产教融合理念体现出，校企合作是产学研一

体化的基础，是本质地提升学校综合实力的必

然措施，是融合高校技术和企业效能的强强联

合，是加快黄冈建设成为省域中心城市、实现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践行。

（二）请企业研发进入高校

在湖北罗田三里畈镇的当地龙头的医药化

工企业—黄冈华阳药业有限公司成为首个邀请

到黄冈师范学院合作的企业。黄冈华阳药业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熊沣等人于 2020 年率先与黄冈

师范学院的化学化工学院建立合作关系，双方

就化工和化学制药行业中的难点、痛点和关键

要素达成合作共识，提出请黄冈师范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承担企业研发的重任。至 2021 年底，

双方合作顺利，共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获得

2833 万元的财政支持，合作申请 4 项专利。依

托黄冈师范学院的全体学院教职工及学生努力

下，华阳药业有限公司共在 2022 年实现营收入

14 亿元，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 300 人。

近年来，黄冈师范学院加强邀请企业研发

进入高校，充分利用自身平台优势，整合学校

设备、人力、能力资源等优势，结合企业和市

场需求，实现技术升级改造和新型产品研发，

已然成为了黄冈企业新的技术增长模式。黄冈

师范学院在期间发挥出强大智力支持、服务宗

旨和技术储备，以产教融合形势加强黄冈企业

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教授带队博士形成的研发团队成为

了黄冈师范学院的产教融合特色之一。学院的

程晓敏教授和刘小俊教授带队与孙川、邢世雄

等博士研究生组成企业研发团队，协同为湖北

茂盛生物有限公司集中技术攻关，在水溶性化

肥材料和化工装备绿色化领域取得较好的进展，

多项集中攻关成果获得国内外一致认可，优于

国际水平。其中新型技术的应用将化肥加工率

提升 200%，包装率提升一半以上，同时节能节

材大幅增加。根据湖北省成果认定报告显示，

整体技术已经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其中的含磷

钾矿微生物肥料技术已达到领先国际的层次。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学校注重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和引导。2021 年全年，学校获批专利 65

项，软件著作权专利 233 项目，特别培育高纯

石英砂材料等领域形成专利群，相关成果逐步

应用到企业生产、社会服务等经济社会领域，

产生巨大效果。

（三）让教授博士成为企业的新型“打工

人”

以教授博士为尖端技术的引领人，让教授

博士为企业的技术发展“打工”。2019 年，湖

北麻城木子店镇重点发展农业种植业，该地金

顶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聘请黄冈师范学院的

郑永良教授及其团队，围绕当地特色，开展珍

稀食药用菌人工种植项目，先后培育出菌栗蘑、

羊肚菌、赤松茸等人工菌株，逐步开展菌株选

育、新型栽培、活性提取、深度加工、精细转化、

示范应用等链条式的人工食药用菌应用技术研

究，已聚集超过十余名的博士团队加入，人才

团队逐步壮大。2021 年，企业响应精准扶贫要

求，培养、聘用超过 120 户农户帮助人工养殖，

被当地评为著名的的“扶贫车间”。

黄冈师范学院刘志教授及其团队率领年轻

的博士研究生分别受聘湖北中船重工贵金属有

限公司、湖北朝欣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湖北

大别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金属性能研究、

机械科技和药品生产等领域有所建树，任职企

业“科技副总”，成果显著。2021 年，被评为

全省 20 名表现突出的先进个人之一，获重大表

彰。

2022 年，4 位老师入选省“院士专家企业

行”，其中刘小俊教授为企业提供结构设计及

工业建筑钢的应用指导；李建明教授为企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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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机器视觉和 5G 通信技术相应技术。

黄冈师范学院在与企业开展产教深度融合

过程中，靠前指挥、主动作为，以市场和企业

需求为导向，积极发挥教授博士“打工”的创

新思维，让教授博士为企业所用，解决企业难题。

2021 年，教育厅的“百校联百县——高校服务

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计划”项目中，黄冈师

范学院获批 34 项，居全省前列。教师承接 534

项横向研究，经费近亿元。

五、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以校企合作为抓手，持续

深入发展产教融合，让高校和企业合作相向而

行、同频共振，形成合作合力，提升科研成果

企业转化率，为社会培养实用技能人才，为企

业输送高质量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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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uang kailiang

(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 Huanggang 438000, Hubei)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universities and 

local industries, the key to the combin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key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t content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fter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 certain practical found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low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ensure the integration in 

place, build a service platform, and achiev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Universitie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eacher; Enterpris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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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及对策

张绍颂

（黄冈康卓自动控制系统设备有限公司，湖北    黄州     438000）

“三农”问题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也

是每年政府春季工作首要抓紧的难题，妥善解

决“三农”问题是当前国家工作的重点和核心。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路径之一，旨在通过乡村振兴工作解决历年来

农业生产、农村经济遗留的历史难题，以“不

忘初心”的责任感勇担历史重担，开创性地带

领农业高速发展，振兴农村经济，带领农民群

众走向致富道路。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

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1] 乡村振兴核心是

对乡村产业的扶持，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支撑工

作之一。如何为乡村振兴培养农村人才，如何

在农村环境中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成为了当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使命。农

村职业教育如何实现乡村振兴，是每个从事职

业教育工作者要解决的任务。

一、农村职业教育实现乡村振兴政策历程

1. 需求调研阶段（1978-1996 年）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

展，探索通过教育方式引导农村经济持续增长。

1979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

指导纲要》中提及，各区域农业发展需要依托

并建设一批农业研究所、农业院校，加快培养

农业急需的人才，着力加强对农机手、插秧队

员等培养，鼓励有志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

学习，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传授农业知识，

争取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有生力量 [2]。1983 年，

摘 要：根据二十大报告，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要数。农村职业教育是培养新型人才的重要

途径，但由于农村职业教育存在观念落后、资金欠缺、社会认可度低、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使得人

才培育与乡村振兴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该持续加大资金投入，建立监

督监管机制，同时加大校企合作深度，加强教师系统性培训，为广大农村输送专业人才队伍，为实现

乡村振兴和全国农村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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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进一步出台加强农村经济的政策指导，颁

布实施《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其

中将农业相关的科研、培训与农村教育合并考

虑，提出建设农业经济基础资源，培养农业人

才。1985 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农村产业的改变与农业人才息息

相关，要想调整农村产业发展，增加农村经济

收入，必须改变当前教育体制，扶持我国广大

农村薄弱的农业教育，国家提供农业职业教育

扶持乡村地区发展 [3]。1990 年，教育部联合

多部门发布《全国农村教育改革试点区域工作

指导手册》，其中提出要用 10 年时间，在我

国每个乡镇试点区域建设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重点开设农村相关专业，如农林牧渔等，满足

试点区域农民农业技术的需要。国家陆续深化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方针。1991 年，《关

于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明确，坚

持农业科技对口扶持政策，开办农村职业教育，

提升农村技术水平，用科学的培养方法变革当

前农业发展状况 [4]。1992 年，国务院继续推

行《关于积极开展农科教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

策略》中再次提及，农村地区开展的农村职业

教育需要匹配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要将农民

适用、农业合用、农村可用等形式开展农科教

结合的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科技水平
[5]。1996 年，教育部联合农业部推出《办好农

村职业教育的若干意见》，其中首次将农学专

业提升为农村职业教育的长线专业，其指出“三

农”问题的关键核心是农村职业教育的普及和

坚持，只有办好农村职业教育才能真正为“三

农”搭好科技的平台，才能为“三农”健康发

展提供支持保障。1996 年，《职业教育法》

颁布实施，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农村职业教育

定位到县级以上政府职责范围内，提出由政府

主导开展农民适用技术培训，提升农村职业教

育水平，以科技引领区域发展。在需求阶段，

国家不断在农村教育上下功夫，以改革试点等

方式提升农村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相关文件

的颁布实施一方面是基于当时我国广大农村的

实际环境出发，以法律、制度、文件等形式开

展农业培训工作，鼓励政府主导的农村职业教

育普及，提倡农村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的开设，

以实际行动服务农村地区，为乡村振兴赋能提

振。

2. 持续深化阶段（1997-2010 年）

《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农村

职业教育得以快速发展，并在县级以上政府的

主动引领下深入推进，全面在农村地区实施发

展。1998 年，中央在开春一号文件上提及《关

于农业农村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开展科教

兴农战略部署，推进农村职业教育，补全教育

体系的完整性，重点照顾农村教育体系薄弱地

区 [6]。2003 年，国务院再次针对农村职业教育

提出工作意见。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职业

教育的决定》中明确，农村职业教育是“三农”

的根基，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实施，是以服

务农业、农民、农村为导向的适用教育体系 [7]。

2003 年，中央继续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作出指

导，提出开展适用的农业技术，建立农技所，

提高技术培训深度和广度，定期组织技术人员

下乡，以补贴形式提高农民学习职业技能的积

极性，将农村职业教育向适用技术、实用技术

逐步引导。2005 年后，国家每年都针对农村

职业教育颁布文件。2005 年颁布实施的《关

于大力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决定》以及 2010 年

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试点规划纲要》中均

明确解决“三农”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农业人才，

农业人才的输送离不开农村职业教育的持续深

化，农村职业教育是提升农民生产力，加快农

村经济发展的有利途径 [8]。在此阶段中，国家

将高素质的农村职业教育视为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水平的关键。在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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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农村职业教育的实质是为“三农”问题服

务，其中将农村科技水平的提升和引领农民致

富作为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和任务，这为农村

职业教育奠定了发展的方向，明晰了其中的权

责利。

3. 规范培养阶段（2011-2019 年）

2014 年，国务院对现代教育提出指导下

建议，其中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

育决定》中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培养新时

代的科技农民紧密挂钩，提出建立公益的农民

科普讲座，建设农民技术科普基地等。随后，

教育部在此基础上提出 2014 年 -2020 年的《现

代化职业教育发展纲要》，其中对我国职业教

育的实施增加农村职业教育的实施，以每年定

点资助形式建立公益性农民培训计划 [9]。2018

年，国务院相继颁布《提振农村经济和加快

乡村振兴的若干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方案

（2018-2022 年）》中分别指出农村职业教育

是为乡村振兴赋能，是要建立职业农民、科技

农民、技术农民的目标 [14]。2019 年，国务院

在《推行职业教育改革方案及实施细节》中将

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再次联系，提出新型职业

农民培养的重要性 [10]。教育部发布的《关于

深度贫困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再教育实施计划》

中提出，各级政府要建立主人翁精神，以积极

带头建设的势头，建立一批县级农村职业教育

中心，开展农村劳动力培训，建立考学机制，

提高农民科技素质 [11]。同年，国务院对职业

技能提出 10 年规划方案，其发布的《职业技

能提升规划》中将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培训和

职业教育摆在首位，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在规范培养阶段，政策不断深化落实，

由最开始的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逐步引导落实

如何培养、何种措施，明确定位目标，结合当

代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的迫切要求，积极调配农

村劳动力资源，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用性，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提高农业、

农村可持续发展，也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人才

提供实施路径和方向准则。在此阶段上，我国

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方针，进一步为农村

职业教育提供机遇和平台。

4. 振兴发展阶段（2020 年以后）

在进一步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

赋能后，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职业教

育成为提高乡村振兴高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2020 年，教育部联合 9 个部门颁布《职业教

育提质增效行动方案》，其中提及用 3 年的时

间完善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进一步加强对乡

村振兴的扶持，建设百所优质的农村职业教育

院校。国务院也颁布《关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实

施意见》，其中对脱贫攻坚地区开展农村职业

教育院校建设，以教育成果巩固脱贫攻坚战斗

成果，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明确要建设一批

农村职业教育院校提升农村教育水平 [20]。国

务院办公厅在《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意见》中将

支持职业院校对应性地培养农村职业技术人才

作为重要的方针意见。2021 年，颁布实施的《乡

村振兴促进法》将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的

赋能关系以法律形式再次巩固。2022 年，中

央继续加强文件引导，指出以全社会力量支持

办好农村职业教育。2022 年 5 月，《职业教育法》

更是明确将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国家重点引导扶

持方向，建立返乡创业支持、职业培训支持等

形式，加强乡村人才的培养，各级政府保障并

落实经费保障制度。可见，农村职业教育已经

由阶段性发展演变为具有政策保障、文件支持、

经费支撑的全方位教育方案，为乡村振兴持续

赋能。

培养农村最需要的人，一直是农村职业教

育的宗旨和方针，也是乡村振兴政策得以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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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的根本诉求，职业教育之所以能够振兴乡

村经济，其实质上是将人的培养潜能尽情发挥，

更看重人作为生产力保障实施的重要因素，提

倡以人的培养促进和带动乡村建设，助推乡村

振兴政策落实，将人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主体，

以行动力、实践力、创造力等形式不断深化到

农村建设上，赋予人们持续创造的无穷动力。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面临

的困境

（一）思想观念落后

千百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历来以儒

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思想体系，对于农村地区

衣食住行产生重要的影响，部分农村地区对农

村职业教育不重视，认为与其从事教育相关，

不如踏踏实实种好一亩三分地，无视甚至拒绝

农村职业教育的普及。部分人认为读书等教育

应当要去专门的学习场所，例如大学等，职业

院校起不到农村职业教育应有的水平，选择农

村职业教育只是给农民子女有书可读的迫不得

已选择。在此思想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往往

容易被轻视，人才培养面临发展阻碍，广大农

民群众对投身于农村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政

策实施和普及无法落到实处。

（二）资金投入欠缺

与城市化的职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

投入相对落后。虽然近年来，国家各级政府加

大对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团队的投入

力度，也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但由于基础条件

较差，城乡收入差距较大，优秀的师资团队无

法引流到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加之不少当地

政府对农村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足，忽视农村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对农村职业教育

抱有短期收益、快速见效的期望，当发现农村

职业教育需要千秋万代时，政府对农村职业教

育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资金投入比例降低，

难以维系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三）缺少社会认可度

在当前就业形式上来看，从事农村职业教

育往往被认为是低人一等，认为是前往偏远、

贫困的山区开展工作，对教育理念存在偏见。

同时，部分人不了解农村职业教育的关键性，

不掌握农村职业教育能够给予当地农民的技术

知识性，认为农村职业教育非正规教育，只是

简单的专科、业余教育，认为无存在的意义。

正因为这种传统且狭隘的思维定势下，部分农

民子女考不上高中便早早辍学，回家从事农牧

业，不让他们就读农村职业教育院校，这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农村职业教育的生源。

（四）职业教育针对性不强

现代专业教育追求对知识的普遍认知，提

倡普教化，这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针对性教育上

呈现阻力。职业教育不只是让学者获得通识课

程，更是应当针对性强地开展专业技能培训，

能够熟练掌握某一岗位的工作内容。但在农村

职业教育上，依然存在针对性差的现象，学生

在经历农村职业教育后对技能未能熟练掌握。

（五）师资团队力量薄弱

受制于广大农村基础条件，农村职业教育

的师资团队往往较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

现在：一是无专业的培训场地和设备支持。教

师间无法通过硬件的提升促进技能的掌握人才

培养过程中理论学习多于实操演练。二是，缺

乏校企深度合作。农村职业教育院校在教学后

即认为学生已经掌握基础，缺乏与企业的合作

实习，校企间合作机遇少，无正规的实习培训

基地。师资力量也不能完全地结合市场需要开

展教学培训，自然也无法为学生提供切合实际

所需的教育工作。三是院校针对教师培训力度

弱。当前，部分职业教育院校有针对教师的专

业培训，但是理论培训较多，实操考核较少，

理论与实践协调难度较大，教师缺乏系统性的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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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缺乏监督反馈机制

人才培养需要机制先行，监督反馈机制

有利于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实际效果。在乡村

振兴事业上，农民需要接受农村职业教育后即

投身于农牧事业中，但是由于缺少监督反馈机

制，不能及时在田间作业时监督和检查农民的

技能运用情况，不具备反馈技能掌握熟练度的

信息通道，这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新的

挑战。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对策

（一）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成效，切

实解决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难题，相关政府部

门主动作为，加大对经费投入的支持，组建和

发掘优秀人才。政府在解决资金投入对策上，

可以设立专项基金，为师资团队发放教育专项

补贴，加大对教师人才队伍的提拔和重用。同

时，注重联合社会力量，保障资金来源通道畅

通，开源节流地增加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资金扶

持力度。此外，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减轻农村

职业教育教师在其他事项上的工作压力，让其

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农村职业教育人才

培训工作上，提升人才培养比例。

（二）改变传统群众观念

农村职业教育稳定发展的前提是需要广

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当前，农村群众对

农村职业教育的不理解，甚至反对的声音，都

难以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阻碍乡村

振兴战略部署的“拦路虎”。因此，需要改变

传统群众观念。第一，充分发挥网络宣传作用。

政府充分利用抖音、微博等自媒体开展网络宣

传，普及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让工作人员

深入到各村户宣传教育，提高认识。第二，搞

好农村职业教育软硬件设施。农村职业教育不

再是贫穷教育，而是现代化的先进教育，改变

这一刻板理念，需要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软硬件

设施开展投入，打造特色课程，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第三，强调农村职业教育院校与农村实

地实习的合作。农村职教中心除了施行监督、

检查工作外，还兼顾联络、协调相关合作责

任，促进农村职业教育院校联系农村实际发展

需要，建立相互合作关系。

（三）强化职业教育针对性

农村职业教育院校加强对成人教育的教

学培训工作，增加成人招生树立。农村职业教

育并不是单纯针对辍学的青少年，而是面向广

泛的农村人员，包括农民、退伍军人等。农村

职业教育院校在设置专业时充分考虑群众的接

受度和关注度，将大家关心的产业技术设置专

题讲解，让群众在学习之余满足生活所需，利

于人才培养持续性。其次，开拓资源，加强农

村职业教育就业面，增加就业收入，提供短时

分段教学模式，兼顾农忙、家庭照顾、子女抚

养等特殊情况的教学工作，吸引更多的人员就

读。

（四）建设优质的师资队伍

农村职业教育要想上轨道，就需要专业

的教师队伍，特别是热爱乡村、肯留在乡村的

青年教师，建设优质的师资队伍，通过建立激

励措施，提高薪酬待遇，从已毕业的学生中培

养成为新一代教师，加强人才吸引力。此外，

农村职业教育院校加强与企业合作，联合企业

共建实习基地、培训基地，邀请企业到农村去

讲解当前社会发展急需人才解决的难题，带领

教师深入企业开展调研，让乡村教师多走出农

村，吸收更多知识，相互分享经验，学习更多

技能。

（五）提高劳动力规范性

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

提升专业技能掌握的重要性。政府加强政策引

导，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不断深化改革，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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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体系化、成熟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建立监督监管机制，加强对劳动力就业的监管。

（六）建立评估监督机制

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成效开展监督评估。

首先需要明确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并不止于

院校培养，并非简单就读期间培养计划，而是

需要长期、坚持、重复的技能提升，在此过程中，

评估和监督必不可少。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评

估主要可以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节点进

行。在部分试点农村职业教育区域中，可以观

察具体教育方案执行情况，讨论培训效果，对

其中可行环节予以认可，对可能存在教育偏差

环节进行及时改进，让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更具针对性。此外，建立追踪体系，从学校出

来后的农村职业教育人员要长期追踪反馈其技

能掌握情况，要确保顺利进入就业环节，并具

备农村岗位适应性，能够胜任农村岗位所需。

针对追踪评估获得的结果，形成相关报告，并

及时反馈至农村职业教育课堂教育中，形成定

向课程反馈机制，促进课堂质量的持续改进，

为农村职业教育人才提供扎实的对口教育服

务。

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培养新型的职业

农民是持续推进和新阶段的重点任务，必须切

实加强和落实农村职业教育相关工作，为广大

农村输送专业的人才队伍，保障农村经济持续

发展。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要紧密抓紧农村职业

教育道路，增加人才产出，提高农民收入，提

振农村经济，为实现乡村振兴和全国农村可持

续发展奠定基础。为此，农村职业教育院校需

要持续深化改革，加强基础建设，引入优秀的

师资团队，创立特色课程，加强政、企合作，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

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10-26(1-5).

[2] 马建富 . 乡村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变

革 [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3] 黄建平 .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群的改革

与建设——以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M]. 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5-87

[4] 梁宁森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职

业教育的困境、机遇与优化路径 [J]. 高等工程

教育研究 ,2020,(4):157-162. 

[5] 董仁忠 . 职业教育制度论纲 [J]. 河北师

范大学学报 ( 教育科学版 ),2008,(3):115-120. 

[6] 董仁忠 . 职业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功能

探微 [J]. 教育与职业 ,2007,(9):19-21. 

[7] 李懋 , 林仕彬 . 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研

究评述 [J]. 中国职业技 教育 ,2015,(9):26-31. 

[8] 贾建国 .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制

度变革与创新 [J]. 中国农村教育 ,2010,(4):47-

50. 

[9] 朱成晨 , 闫广芬 . 农村职业教育跨界

发展的思维范式 : 系统性思维 [J]. 贵州社会科

学 ,2020,(6):101-107. 

[10] 祁占勇 , 王志远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农村职业教育的现实困顿与实践指向 [J]. 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 ( 教育科学版 ),2020,(4):107-

117

[11] 祁占勇 , 王羽菲 .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

下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与行动逻辑

[J]. 西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0,(4):67-77.

[ 责任编辑：张民锋 ]



2023 年 6 月
第 14 卷第 2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June              2023
Vol.14          No.2

大学生消费问题研究及引导

黄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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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消费

水平也在逐步上升，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也随着

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借贷消费、攀比消费、

超前消费等在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屡见不鲜。各

种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的冲击下，消费至上

成为了外界对当代大学生的第一印象。如何培

养和改善大学生消费行为观，加强引导形成正

确的行为观念，提升大学生行为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成为了当前研究的热点。

一、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一）互联网消费助长了大学生网络消费

互联网消费可以满足人们随时随地地消

费需求，解放了人的购物消费固定模式。互联

网消费通过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进一步为

消费者提供琳琅满目的商品，灵活市场销售方

式，既方便商家售货的同时也适应社会“短、平、

快”的生活节奏。对于大学生消费而言，大学

生群体更青睐于这种“方便、快捷、高效”的

互联网消费体验，他们将原本要到店的冲动消

费转移到互联网网络消费，在足不出户甚至无

需下床的情况下购置自己喜爱的商品和物件。

与之匹配的是，快捷便利的物流货运服务，只

需要 1-3 天，网络消费的商品就可以送达手上。

这种依托互联网、物流而衍生的网络消费深受

当代大学生的喜爱。此外，特别是刚上大一的

大学生群体对网络消费喜爱度更高，一方面，

他们告别了繁忙的高中生活，步入远离父母、

更多靠自律自觉的大学生活时会产生自由感。

而这种自由感在大一新生群体中稍不留神很容

易失控形成消极堕落、放纵自我，部分大一新

生就在网络消费中沉溺无法自拔。另一方面，

大一新生刚刚接触到网络消费的便捷，与传统

的到店消费时要拿现金支付相比，网络消费面

对的只是一堆银行卡金额上的减少，对于大一

摘 要：随着互联网发展，大学生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反应了大学生思想不够成熟的特点。面对

部分大学生存在的非理性消费方式和消费心理，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共同努力，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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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而言，缺少必要的视觉冲击，因而产生冲

动型的网络消费，直至零钱花光才意识到网络

消费的弊端。网络消费就如同一把双刃剑，有

弊端也有优势。通过高速的物流配送和优质的

互联网服务，能为大学生群体提供更广阔的购

物渠道，也能打通地域之间限制，解决商品物

价因信息差而波动的现象 [1]。但是大学生群体

终究对冲动消费控制力有限，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尚在不断形成优化阶段，很难准确判断

商品网络消费价格是否与其真正价值匹配。

（二）跟风从众引导了盲目消费

大学生群体通常都是独生子女居多，初高

中生活也多是住家、走读式，就算是住校式，

也基本可以满足每周回家的需求。因此，大学

生群体在步入大学学堂前多是在家庭的影响环

境中生活。在步入大学学堂后，异地上学、封

闭住校等原因导致他们脱离了父母的悉心照

顾，转为依靠朋友、依靠同学、依靠师长的校

园生活。随之改变的是，大学生群体的接触环

境也由熟悉的家庭环境转为陌生的同龄人环

境。大学生群体初到陌生同龄人环境中往往存

在需要被认同感。一方面，他们需要适应来自

同学、室友等同龄人环绕的新环境，需要与他

们建立共同的沟通语言，拓展共同的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对于新兴的事物，如网络消费，他

们会共同对事物产生好奇，从而跟风地从众。

社会的多种价值观冲击下，面对心智尚未完全

成熟的大学生群体，他们更多地主张表达自己

个性的情绪，主张与众不同 [2]。因此，他们既

会选择“不走寻常路”，彰显个性，又会看到

同学们追求潮流前沿而跟风购买，穿搭个性化

的饰品，在网络中完成从众的消费体验。

（三）大学生对新事物缺乏判断力容易

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

不少大学生在步入大学生活前已经拥有

了自己的手机。五千元以下的中低端手机广受

大学生群体青睐。随着手机应用的普及化，大

学生群体只需要坐在宿舍里，就可以通过手机

窗口完成了解世界的需求，轻轻动动手指即可

以完成网上购物，付款消费。网络化、信息化

成为了商家对外宣传的手段和途径。在购物平

台上，一则商品往往会搭配上图文并茂的商品

说明，甚至会加上一段绘声绘色的视频介绍。

丰富多彩的商品宣传容易吸引大学生群体的眼

光，刺激着他们的消费欲望。部分媒体在对商

品宣传时只抓取所谓的时尚潮流关注点宣传，

夸大自身产品的特色，通过明星引流配合宣传，

将一个个“三无”产品乔装打扮成行业的尖端、

潮流的前沿商品。大学生群体在这种偶像引流

宣传作用下容易轻信商品的网络宣传，从而在

网络上跟风消费 [3]。此外，一部分自媒体处于

利益关系，也在引导大学生群体冲动消费，如

网络上流行的“曲别针换别墅”、“大学生 1

元买宝马”等营销案件，这是忽视媒体本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造成了错误的引导。

大学生群体本身缺乏必要的识别力，缺乏对事

物准确的判断力，容易被错误引导，最终导致

人财两空。

二、当代大学生非理性消费成因

（一）金钱至上观念驱使非理性消费

在西方的超前消费观念的影响下，国内

当代大学生群体青睐西方的超前消费理念，崇

尚物质和金钱追求，缺乏正确的消费观念。金

钱至上的思想观念下，催生出享乐主义、拜金

主义、物质主义等系列以金钱、物质为主导的

消费观念，其体现出当代大学生在追求高质量

的服务同时，只片面地要求满足功能需求，但

不从个人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产品或服务。金

钱至上的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当打大学

生群体只享受当前的消费快感，掩盖纵容消费

之后所产生的不良反应，会错误地引导当代大

学生群体以金钱和物质为自身的追求目标，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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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富足，产生非理性消费。

（二）网络消费过于便捷促使大学生群

体非理性消费

当前，只需要动动手指，简单花上几分

钟时间，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网络消费。配合

快捷可靠的物流服务，大学生群体在足不出户

的情况下即可完成网络消费。网络消费过于便

捷导致大学生群体习惯在购物平台上开展消费

行为，打破传统的到店消费耗时耗力。网络消

费对应的是网上支付，大学生群体多以微信支

付、支付宝支付等快捷支付形式完成购物。这

些支付形式在手机上只有数字的反应，与传统

的到店消费不同，缺乏必要的现金支出的动作

不足以形成视觉冲击。因此，大学生群体很易

被网络消费牵引，过于便捷的消费行为也影响

着大学生的判断力，产生非理性消费。

（三）借贷行为的随意性催生非理性消费

网络消费一旦走向无节制、非理性的行

为，就很容易催生借贷行为。如今，社会借贷

简单方便，大学生只需要一张身份证就可以在

各大 APP 借出款项，甚至在京东白条、蚂蚁

借呗等只需要凭借信用分就可以借款。当代大

学生没有具备足够的经济独立力，但又有消费

的欲望，就很容易借助借贷行为完成非理性消

费，无法还款就换个平台继续借，如此往返，

恶性循环。

（四）攀比虚荣心易引起非理性消费

离开了家长的监督和师长的督促，大学

生在学校内需要和大量同龄人相处。没有经济

来源的大学生往往从身边学习、生活的同龄人

一同交流消费心得，当得知别人购置新款的商

品，紧追潮流时尚时，自身也容易冲动，试图

迎合对方，互相攀比。在强烈的虚荣心刺激下，

大学生会产生非理性消费行为。

（五）缺乏必要的理财观念

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建立理

财观念，善用理财手段，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自

身的控制力。从商品的性价比着手，培养“量

入为出”的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有利于统筹自

身经济水平。从自身需求和承受能力出发，建

立消费台账，合理估算未来的消费行为，评估

当前消费行为的持久影响力。当缺少必要的理

财观念时，大学生群体对自身的消费行为缺乏

必要的量化评估，容易冲动消费行为，产生非

理性消费。

三、引导大学生理性消费的对策

当前，大学生群体错误的消费行为损害者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受制于社会、家庭、

同学、朋友的不同影响，规正大学生消费行为

需要从社会、家庭等方面分析纠正，着手相应

的对策。

（一）纠正社会媒体误导宣传乱象

网络是载体，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社会

媒体通过网络开展舆论引导，虽然有部分不良

媒体存在误导宣传，但是大部分的社会媒体还

是能够通过正本清源地端正舆论引导方向。因

此，合理利用社会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纠正

误导宣传乱象，有利于大学生群体网络消费的

合理化。社会媒体宣传工作随着互联网、人工

智能、大数据等领域深入发展而更为精准。通

过大数据比对，媒体宣传可以追踪大学生群体

的 APP 使用习惯，定向推送相关商品宣传，

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搜索功能，精准引导商家

对接潜在的大学生用户。因此，在纠正媒体宣

传乱象过程中，需要清楚认识到信息技术发展

带来的纠正难度。但是，并不是因为信息技术

的发展而无法纠正宣传乱象。首要是建立媒体

人的自觉宣传和引导责任，鼓励社会媒体牢记

自身的社会责任，制定宣传引导准则，明确行

业标准，杜绝向青少年、大学生等心智未完全

成熟的群体开展过度宣传、恶意宣传、误导宣

传等。树立正确消费观典型模范，以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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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大学生群体正确的价值观形成。限制或禁

止社会媒体引导大学生等开展盲目消费，提倡

健康消费观、合理消费观和正常消费观。逐步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观念上纠正其错

误的消费行为。习总书记在青少年座谈会上提

及，“关注青年的价值观形成，不断塑造形成

高尚人格”[4]。在社会媒体引导过程中注重方

法上的创新，通过法治宣传、错误案例警示等，

逐步建立大学生群体健康的消费行为，及时排

解大学生群体错误消费行为心理。

（二）学校强化思政教育，以思政教育

引导正确消费行为

大学相较于中学生活不同，其提倡更为

轻松、自律的教育环境。与中学生活的紧绷不

同，大学生活的“一下子”放松，很容易对大

学生群体造成松懈、懒惰的情绪。同时，大学

生群体缺少家长、高中老师群体的紧盯硬逼，

面对方便快捷的网络消费，很难控制自身消费

行为。因此，学校应针对性地开展行为思政教

育，规范和引导大学生群体正确的思想观念，

端正消费行为。研究显示，大学生群体受思政

教育影响力较大，其与网络接触程度、学习阅

读时长、互联网浏览内容等都与思政教育息息

相关 [5]。因此，这对大学生群体消费行为针对

性地开展思政教育，紧跟潮流开展多元的行为

教育。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教师论坛上指出：

“思想政治是立人之本，是千秋伟业之根基”[6]。

大量研究证明，强化思政教育，在互联网时代

由为重要，结合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对青少

年成长起正向促进作用。当前，针对大学生群

体消费行为开展强化思政教育，引导正确消费

行为，是树立大学生群体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方

法。

（三）树立家庭的模范指导作用

习总书记在对青少年的寄语中强调：“家

庭是青少年成长的模范，是言传身教、知识育

人的第一场所。建立家庭教育观，协助青少年

扣好第一颗扣子，向社会迈出第一步”[7]。习

总书记的谈话高度概括出家庭在青少年成长过

程中的引领作用。家庭是孩子教育的第一环境，

家庭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消

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一方面，家庭教育环境不

宜过于严肃，家庭教育方式不宜过于僵硬。青

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自我的表达，也需要民

主的表达环境。部分家长不适应这种表达自我

的方式，往往认为是青少年叛逆的表现，非要

在家庭种树立尊卑关系、服从关系，片面地强

加想法，得不偿失。而教育方式过于僵硬的环

境也造就青少年不能如愿地表达出自我想法，

对于不良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苗头，也易被严

肃的家庭环境所掩盖，家长很难早期发现并有

效纠正。因此，家庭教育应侧重引导和表达，

家长以多听少说的倾听角度出发，注意甄别青

少年成长过程中的苦恼和难题，及时疏导排解。

另一方面，从家庭教育出发，建立理性的消费

观念，树立家庭的模范作用。理性消费观念有

效克制大学生群体的盲目跟风消费，也有助于

其建立对商品虚假宣传的判断力。家长在此过

程中，首要以身作则，做好理性消费，杜绝冲

动消费，不宜在孩子面前做一套，背地里做一

套。宋庆龄先生曾经说过：“父母是孩子最好

的老师。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

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8]。

在日常家庭教育环境中，家长应率先做到正确

消费的模范作用，鼓励参与家庭劳动，让青少

年明白工作数量和质量和报酬成正比，引导树

立正确的金钱获得观，促进其从家庭走向社会

的衔接。

（四）提升自我教育水平

“量入为出”是高中教学时常会提及的成

语，其鼓励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以自

身的消费水平和需求确定为此付出的成本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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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但是青少年从结束高中生活到步入大学学

堂，面对各种诱惑，往往将理论知识抛掷脑后，

在行动上做出超前消费等错误的消费行为。因

此，在规整消费行为时要提倡对自我的教育和

繁盛。首先，自我教育是大学生群体自我约束

力的体现。大学生群体面对自由的学习环境和

氛围下，学会控制和自觉，控制随心所欲的购

买欲望，自觉限制消费行为，以自身的实际条

件对标消费行为。其次，定期反思消费行为。

做好记录台账，按月或按周定期统计自身消费

金额，回顾总结自身消费行为的合理性。再次，

做好自我人生规划。大学生应以学业为重，做

好自身规划，明确消费行为开展的目的和意

义，按规划执行，是对自己负责、对家长负责、

对社会负责的体现。此外，合理借助消费工具

进一步规正消费行为，如善用购物平台比价工

具，以低价购置必备商品；在“双十一”、“双

十二”等商品促销期内购买，提高商品性价比

等方式，通过“量入为出”的形式形成科学消

费观。

四、结语

大学生群体是衔接社会和高校教育的重

点人群。大学生群体既有积极消费的冲动，也

具备盲目消费的可能。在社会消费过程中，正

确规范并引导大学生群体的消费行为，建立正

确的消费观念，有助于他们成熟思维、培养品

格、端正行为，履行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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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problem of irrational consump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has become 

prominent,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mature th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aced with the irrational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psychology of some colleg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for society, schools, families, and college students themselves 

to work together to establish a correct consumption concept and create a positive and upward social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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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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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国各地幼儿园对幼师的教学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钢琴弹唱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主要教学内容，若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钢

琴弹唱能力，可以在日后教学中强化儿歌弹唱的教学模式，进而引导幼儿良好学习。本文主要对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培养路径加强探究。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在教学新形势下提高该专业学

生弹唱能力考试标准，适当的调整学生弹唱能力的考试难度，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措施，培养学生的弹

唱能力，以此解决当前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钢琴弹唱方面存在的学习问题，通过培养学生钢琴弹唱能力，

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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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研究方向：学前教育钢琴教学。

引言：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若想培养更多

优秀的幼儿教师，可以在教学新阶段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做出教学思考，结合该专业学生儿

歌弹唱能力的培养需求，调整该专业儿歌弹唱

的内容，加强创新提高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教

学方法，以此为学生创造钢琴弹唱能力的多种

有利条件，让学生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提升节

奏感，锻炼肢体协调性。另外，学前专业教师

也需要在教学指导过程中让学生明确听说音乐

素质便于开展幼儿教学活动，让学生明确音乐

教学是幼儿园教学中的重要学习内容，以此强

化学生的认知能力，可以调动学生学习钢琴弹

唱技巧的积极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参与工作

后，可以运用自身较强的钢琴弹唱能力提升课

堂感染力，促进幼儿园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推进幼儿心智发育。

1. 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

重要性

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进

而强化学生的音乐素质，可以让学生在参与工

作后顺利开展幼教活动。以强化学生音乐素质

为例，由于声乐和钢琴演奏的有效配合可以锻

炼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肢体协调性，所以，学

前教育教学工作者会依据学生学习实际情况调

整钢琴弹唱的教学方法，优化钢琴弹唱的教学

内容，以便于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节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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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培养学生钢琴弹唱能力，让该专业学生具

备良好的音乐素质。另外，以学生在参与工作

后顺利开展幼教活动为例，由于音乐教学是幼

儿园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教学内容，若学前专业

学生具备较强的钢琴弹唱能力，就可以借助自

身对音乐的感知能力和对生活的感知能力强化

幼儿园教学课堂的教学感染力，调动学生在课

堂中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既可以使幼儿教育活

动顺利开展，又可以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心智发

育。

2.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培养

问题

部分学前专业教师在全新的教学环境中更

新了教学思想，开始注重调整培养学生钢琴弹

唱能力的教学措施，开始有针对性提高该专业

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也有部分学前专业教

师并没有在全新的教学环境中更新教学思想，

依然会将传统的学习框架与教学模式带入到教

学工作中，受教师固有专业化教学理念过重的

影响，学前专业教学中的教学风格和教学内容

以及教学方法并没有在教学新阶段得到优化，

这样不仅无法培养学生的钢琴弹唱能力，而且

也无法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综合学习能力。另

外，许多教育工作者在全新的教学形势下，会

运用信息手段优化教学课堂，在学前教育专业

中，拥有先进教学理念的教师会运用信息化手

段丰富钢琴弹唱的教学内容，这样不仅可以提

升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性，而且还能利用线

上教学的独特优势，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提高

课堂教学的实效性。但是，受教师传统教学理

念的影响，学生只能在传统钢琴课中接触面对

面的教学形式，缺乏课堂实践，长此下去，学

生会感受到钢琴学习的无味和枯燥，不仅无法

推动其主动学习，而且还会大大降低课堂教学

的有效性。另外，若高校在教学新时期不注重

增多钢琴课中琴房的多媒体设备，教师即便在

教学工作中引入信息化教学手段，也很难全面

发挥线上教学的独特优势，限制学生提高学习

成效，让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毕业后无法顺利

参与岗位工作。所以，针对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钢琴弹唱能力的培养问题，学前教育专业教师

应在全新的教学环境中借助更新后的教学观念

提高课程教学内容与学生接触岗位的匹配度，

这样既可以使课堂输出的教学内容更加合理，

而且，还可以有效的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

毕业后对所属岗位的适应性，促进其发展。当然，

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也应在全新的教学环境中合

理应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开展将线上教学

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把学前专业教

学中的音乐教学方法与幼儿园活动有机融合，

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在学习时的认知，可以逐

渐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加强对传统音乐教学

课堂的改善力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3.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钢琴弹唱能力的培养

策略

3.1 教师可以优化该专业的教学展示活动

为了使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

断强化自身的钢琴弹唱能力，为了提高综合素

质，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可以在执行教学工作时

优化该专业的教学展示活动，为学生提供足够

的艺术实践机会，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

时的积极性，还可以帮助学生在展示活动中展

现良好的学习成果。例如，在教学新时期，学

前教育专业教师可以依据学生的学习所需创新

教学形式，将创新后的教学形式作为提高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学习水平的良好平台，推进学生

一步一步的学习，这样不仅可以完成艺术教育

的改革工作，还可以以此取得丰硕的教学成果。

另外，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或者学校在组织专业

学生钢琴成绩报告和展示活动前，可以从现代

数字钢琴的应用和钢琴课的形式及内容做重点

研究，调整学生体验教材的教学方法，积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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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学生参与实践操作学习，这样既可以让学生

顺利展现一个学期的学习成果，而且还能在有

效的展示活动中自我反省，对自身在学习过程

中所有的不足加强完善，让学习成果更加丰硕。

3.2 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音乐的内涵

音乐教学属于学前专业教学工作的重点内

容，教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音乐的

内涵，那么便可以提高学生对音乐知识的学习

兴趣，进而切入有效的钢琴弹唱教学策略，确

保学生可以在实践学习时从多视角思考问题，

进而拥有丰富的学习想法，可以自主的探索钢

琴弹唱技巧，可以自主的解决钢琴弹唱难点，

通过创造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宁静美好的学习

氛围中，感受钢琴弹唱的快乐，实现钢琴弹唱

能力培养目标。例如，教育工作者可以在引导

学生正确理解音乐内涵前，查阅教科书并研究

相关教学材料，将应用价值较高的教学知识和

实践内容引入到教学课堂中，确保学生在钢琴

学习时拥有听音的概念，拥有对高低音的正确

认知，这样才能在实际学习时安静地听各种声

音，并判断声音的高低，以此形成较强的声音

识别能力。另外，教师也可以借助游戏活动激

发学生的听音兴趣，让学生在参与互动式活动

的过程中从情感角度控制声音的节奏和变化，

以此引导学生正确理解音乐的内涵，体验音乐

的意境，培养学生的钢琴弹唱能力。

3.3 教师要更新钢琴弹唱的教学方法

传统的钢琴弹唱教学方法并不能培养学生

的钢琴弹唱能力，也无法提高学生在实践工作

时的工作水平。对此，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在音

乐教学中，可以利用现代的教学手段革新教学

方法，以此提高教学课程的实践性，弥补传统

教学方法中存有的不足，让学生弹唱能力培养

效果达到理想的教学成效。例如，学前教育专

业教师在教学工作中，首先可以对学生开展正

确的规范教学工作，然后依据学生的学习所需，

将现代教学手段与传统课堂教学工作结合，通

过引进多媒体或者新教具等现代设备构建高效

弹唱教学课堂，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儿

歌弹唱的正确认识，还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新环

境中提高儿歌弹唱能力。另外，教师将现代化

教学手段在课堂中加强引进，还可以增强与学

生之间的有效沟通，了解学生在学习音乐教学

内容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了解学生在学习音乐

教学内容过程中的优势，让学生在学习时得到

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解决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在学习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达成

理想教学目标。

结语：若幼师在开展教学工作时拥有较强

的钢琴弹唱能力，那么便可以在教学环境中具

备明显的教学优势，可以带给幼儿更好的学习

体验，促进幼儿的健康成长。另外，在教学新

阶段，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也逐渐将音乐教育作

为教学重点，会督促教学工作者采取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培养钢琴弹唱能力较强的专业学生，

这样既可以提高学生在后期工作过程中的就业

率，而且还可以使我国幼儿教育工作朝着下一

阶段进步。对此，学前教育专业教师要采取针

对性较强的教学措施或者先进的教学理念开展

正确的钢琴教学法，培养学生的钢琴弹唱能力，

推进学生的岗位工作。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也需

要在强化钢琴弹唱水平后进一步努力工作，注

重幼儿在实际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借助自身较强的音乐素质强化幼儿的演员素质，

以此促进幼儿的心智发展，让幼儿在轻松快乐

的学习氛围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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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ltivation of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Ability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Xu Qingyi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Currently,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kindergartens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level of preschool teachers.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is the main teaching cont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s. I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ir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abilities 

during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y can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mode of children's song playing and singing in future teaching, 

and guide young children to learn well. This article mainly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ability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improve the exam standards for students' singing and playing 

abilities in the new teaching situation, adjust the difficulty of the exam appropriately, and take effective teaching measures to 

cultivate students' singing and playing abilit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learning problems of preschool education students in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By cultivating students'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abilities, students' music quality can be improved.

Keywords: Preschoo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 Piano playing and singing; Abil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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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五位一体”创新创业
教育体系的构建

黄凤仙

（黄冈师范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

（简称“双高计划”）是国务院为建设一批引

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

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的重大决策建设

工程，被誉为高职教育中的“双一流计划”。 “双

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要为国家社会培育

优质人才，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大局，就

需要大力开展创新创业教育。2014 年李克强总

理就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 “大

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浪潮，自此，我国大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已进入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高

职院校作为重要平台 [1]，担负着提升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使命，在创新创业教育中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成效显著。但未建立起相关联的

体系，致使培养的人才优势不突出，后劲不足。

高职院校应按《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

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的文件精

神，适应创新创业形势要求，构建“五位一体”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系，

培养可用性人才。

一、“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概述

（一）本质内涵

“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中的“一

体”指教育的目标，重点关注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的提升。 “五位”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本单

元，由体制机制、双创课程、双创师资、双创

评价体系、双创实践平台构成。体制机制作为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核心设计，直接对

创新创业教育的定位及育人水平起到决定性作

用 [2]。而课程又作为教学工作的重心，双创课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中，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始终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其实践过程中存在缺乏雄厚的师资力量、课程体系不完善、评价体系不健全、实践平台不强等突出问题。

高职院校应革新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做好实践平台建设工作，打造高素

质的师资团队，构建“五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发挥出高职院校培养创新型、创业型人才的

主阵地作用。

关键词：高职院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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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全面细致地把握好行

业发展动态，了解关联学科的相关内容，同时

还要有丰富的创新创业实践经验。创新创业教

育教师团队包括就业指导课教师、辅导员、行

政岗教师转型构成，这些教师掌握的创新创业

相关的知识及经验并不丰富，从而导致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开展起来举步维艰，教育成效并不

乐观 [4]。除此以外，有些高职院校一再强调创

新创业教育中校外导师发挥的作用，而对于校

内师资队伍的打造极大地忽略了，甚至认为校

内教师根本不能承担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担，

必须依赖于校外导师才能实现该教育目标。

（三）创新创业的课程体系待完善

有些高职院校直接把创新创业课程和职业

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课程分离开来，作为单独

的基础课教授，但是分析课程设置成效，依然

不容乐观。首先课程目标定位失败，忽略了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不重视情感、态度、

价值观教育。课程结构设计不科学，过分强调

创新创业教育的普惠性，极大地忽略了不同群

体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教学模式的新颖程度较

差，系统性的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不到位，导致

学生缺乏创新的勇气和自信，知行合一的育人

目标无法达成。

（四）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不健全

目前需健全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

系，不少高职院校评价工作开展得并不到位，

评价方法机械单一，过分强调结果，忽略了学

生能力提升的过程，从而导致评价过于片面，

只能考核传授的知识和技能，而对于教育目标

的实现情况考核不到位。评价主体不够广泛，

创新创业教育成效直接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评价，

不注重学生及社会的评价，导致评价真实性不

足。

（五）实践平台支撑不到位

聚焦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单纯的教

授理论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要广阔的实践平台

的助推，引导学生在平时的实践中累积丰富的

经验，创新创业能力自然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提

升。纵观当前高职院校实践平台的搭建情况，

显然不尽如人意，由于人力、财力支撑不到位，

导致场地规模较小，设施配置不全面，与学生

创业实践需求不相契合 [5]。尤其是经费投入不

足再加上专业指导欠缺，学生创业项目以简单

的零售业和服务业为主，与学科尖端技术的关

联不密切，甚至与市场及大环境的发展严重脱

节。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五位一体”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构建

（一）健全创新创业教育体制机制

1、优化机构设置

新时期做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构

建工作，首先保障机构设置工作高效展开。结

合教育需要，成立专门的部门来负责统筹协调

工作，保障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机制扎实形

成，可成为专门的领导小组。高职院校立足于

整体层面，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体系的设计

工作，研究制定修订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及人才

培养方案，做好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健全

及完全工作，保障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工

作扎扎实实的顺利推进。高职院校形成多部门

联合，齐抓共管的协调集中，做好创业学院的

成立工作。在校党委及行政的协调领导下，紧

密围绕目标突出重点，成立多部门协调联动的

创新运行机制。创新创业学院必须做好创新人

才培养责任的明确，定期研究人才培养机制，

做好专项培训指导工作，促进创新创业型校园

文化氛围的有效营造， 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好年

度工作计划，做好专项经费预算设置工作，考

虑学生专业及兴趣所在成立创新创业小组、双

创工作室、产学研创工作室等等，为大学生创

新创业教育的高效推进奠定有力基础 [6]。



·30· 第 14 卷黄凤仙：“双高计划”背景下“五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2、强化制度保障

学生牢牢把握好立德树人的任务，完善系

统关联制度，确定好创新创业改革基本目标，

立足于制度层面助力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的高效

达成，党建和思政教育工作融入到创新创业教

育中去。与此同时，高职院校还需要从制度层

面保障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高效实施，完善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巧用弹性学制调动在校

学生参与创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资金方

面给予充足的支持，制定学生评优规定及奖励

策略，调动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中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对获得专利或者技术创新奖的学生

给予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 [7]。

（二）打造高素质的创新创业教师团队

教学方法作为教学活动顺利实施的基础，

直接影响教学目标及任务的实现。打造素质精

湛、创新能力过硬、经验丰富的高素质教师团

队是提升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工作开展成效的关

键。高职院校牢牢把握好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

推进三教改革工作，联系专业实际及班级特征

合理选择教学方法，贯彻落实因材施教的基本

准则，进一步扩大试验班覆盖面，鼓励高职院

校教师将最新研究成果及经验融入到育人活动

中，凭借学生创新思维及能力的培养情况检验

培养质量，点燃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灵

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5G 等新型技术手段，

为高职院校学生自主学习、交流协作提供丰富

的创新创业信息，鼓励教师参与到双创教育工

作中，积极探索双创教育方法及策略，理论联

系实际，把枯燥难懂的理论知识转变为学生愿

意学、乐于接受的操作知识，调动学生参与双

创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职院校配备齐

全的专职教师团队，贯彻落实与时代接轨的基

本思想完善定期考核机制、奖励淘汰机制等等，

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做好

校企资源的整合工作，推进创新创业教师团队

建设，打造高尖端师资团队。聘请行业企业专

家和技术能手担任专业课、创新创业课授课教

师，吸引成功企业家助阵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导

师团队。依托国培、市培、网培等多重手段，

做好教师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工作，提

升创新创业项目成果收益和分配机制的完善水

平，通过合作创业、作价入股等等形式把创新

创业项目成果直接引入到产业园区展开的产业

化培育过程中，调动高职院校教师带领学生参

与创新创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合专业

带头人、优秀企业家的力量，联合完成迎合高

职院校学生学习特征及发展需要的创新创业教

育规划教材的编写，围绕教材编写工作做好高

职院校创新创业教材建设工作，助推高职院校

创新创业课程教学实效的提升及育人质量的提

升。

（三）强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本身就是高职院校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的核心环节。课程体系是保障创新创业教育过

程顺利展开的关键。纵观当前国内高职院校创

新创业课程设置现状，课程设置陈旧，专门围

绕课程的课程体系依然没有建立起来，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能力培养工作无法顺利展

开，更没有同专业课程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的双

向互动。部分学校甚至都没有将创新创业纳入

到人才培养方案当中，无论是课程教学还是实

习实训都与创新创业教育脱节严重。革新创新

创业教育理念，联系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目

标，充分考虑用人单位的需求和专业发展要求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紧密联系高职院校创业基

础，完善就业创业指导、创新精神及就业能力

培养等工作。开设必修课、选修课、定向创业

选修课，完善创新创业学分累计和转换机制，

充分利用弹性学制，把学业年限适当放宽。找

寻创新创业档案和学习成绩单的建立路径，从

而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课程、保留学籍休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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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利条件。此外，高职院校还需要聚焦课

程优化设置工作，开设创新创业实践训练及能

力提升等等课程，建立迎合学生需求，突出职

业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通识课、专业课、实践

课三阶课程体系。总而言之，三阶课程体系围

绕素质教育展开，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切忌偏颇。

（四）提升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

做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评价工作，需

要高职院校真正立足于多重视角，包括社会、

政府、学校、学生等方面做好评价工作，评价

体系详情见表 1。

表 1  创新创业教育评价体系

学生层面应当选定创新创业意识、能力、

成果以及创业率等作为维度，依托全方位评估、

观察评分、问卷调查等等方法，了解学生对创

新创业教育活动的认可程度，掌握学生的学习

效能以及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在实际工作中的应

用情况。立足于学校层面，围绕办学宗旨、师

资力量、课程体系、实践平台等维度，选择自

测自评以及专家评估等方法，做好创新创业教

育顶层设计的考察工作。政府方面需要加大政

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到实地考察，评价高职院

校创新创业教育成效及相关政策的执行水平；

社会方面则需要结合社会认可程度以及企业认

可程度，通过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法等等方法，

全面细致的掌握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以及对社

会产生的影响力。

（五）搭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

注重多样化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的搭建工

作。首先，高职院校完善实践基地，充分利用

校内资源，成立大学生创业组织、创新工作室、

双创孵化基地等等平台。完善实践平台管理机

制，结合具体需要做好人力、物力等的配置工作，

真正为学生创业实践奠定扎实基础。创业指导

和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一系列技术和服务支持，

包括专利申请、政策咨询、资金帮扶等等，为

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便利。加大对智能物流、

工厂、服务等先进技术理念的宣传引导力度，

调动学生聚焦新兴科技及前沿技术领域的热情，

激发创新点，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其次，重

视线上实践平台的搭建工作，高职院校的学生

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因此高职院校需要做

好创新创业网络平台的搭建工作，设置专门的

交流互动区、模拟实践区、双创知识区。其中

知识区由创新创业基础知识、创业课程和书籍、

创业咨询和经验、创业法律知识等等构成。交

流探讨区，通过线上社区的方式来为学生提供

更丰富的创业项目探讨机会、互动交流机会、

组建团队、寻求合伙人等等，当学生遇到问题

的时候可以在线上留言，然后会获得专业指导

教师的在线解答。模拟实践区，建立虚拟的商

业平台来供学生模拟、联系，即便经营不善也

不会产生实质性损失。此外，针对学生的创业

项目做好线上管理工作，及时追踪学生的创业

实践动态。

四、结语

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时代全面来到，高职院校作为培

养人才的摇篮理应迎合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

找寻和革新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

完善双创教学体系，做好实践平台建设工作，

打造高素质的师资团队，注重校园文化和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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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作，创新创业教育始终贯穿于创新创业

型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同时充分利用学校资源，

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合作，为学生创新

创业提供良好的实践环境和制度保障，增强“双

创”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为社会提供高水

平创新创业人才。这符合高职院校自身成长发

展的需要，也是高职院校教育深化改革的方向

之一。因此必须给予创新创业教育充足的关注，

进一步探索行之有效的育人策略，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供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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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High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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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lways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a lack of strong teaching staff, in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incomplete evaluation system, and weak practical platform.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innovate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do a good job in building practical platforms, create a high-quality teaching team, build a "five 

in on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 and play the main rol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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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课堂”是与传统课堂相对应而言的，

一般意义上是指根据学生自身发展特点和社会

需求，按照课程教学内容，在教师的具体指导

组织下，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获得

直接经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方式。思政课

“行走课堂”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基本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

决问题，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通过融入现

场、生成情感，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的。

在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课“行走课堂”，充分体

现职业教育职业性和实践性，使“思政小课堂”

同“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推动

高职院校思政课改革创新的生动践行。

思政课“行走课堂”的关键在于走出课堂、

走出校园，回到社会生活之中，在丰富多彩的

实践教学、现场教学中立德树人、铸魂育人。

其精髓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在社会实践中“消

化”书本、检验真理，把固定场域中的思政小

课堂和开放场域中的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在

生动的社会实践中把深奥的理论知识学深悟透、

弄懂做实。

一、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课“行走课堂”的

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行走课堂”，把思政课实践教学阵地延

伸到社会大生产、大劳动中，使思政课与专业

课紧密联系、深度融合，不仅使学生在生活实

践中培养过硬的技能，又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毛概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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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融入生产生活中。在“行走”中，学生的

操作能力、表达能力、团结协作能力都能够得

到较好的锻炼，职业素养、就业竞争力得到显

著提高。

（二）有助于优化育人环境

“行走课堂”突破原有的育人思维，能够

充分利用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带来的大资源、

大课堂、大舞台，调动校内外不同育人主体的

积极性，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

社会，全社会各方共同发力、协同合作，打造

有深厚育人情怀的“育人共同体”。

（三）有益于创新育人方式

思政理论课要坚持在改革中加强，以学生

为中心，坚持问题导向。在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影响下，借助现代化教学技术手段和多维度教

学路径，把思政小课堂向课程思政、企业社会

实践、虚拟网络空间延展，激励学生主动参与

和体验各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构筑多维度多元

化多方位实践育人体系。创新性思政教育资源、

平台等可共享，育人方式可示范引领其他高职

兄弟院校及合作单位。

二、开展思政课“行走课堂”的有效路径

（一）将思政课搬到田间地头，打造“田

间课堂”

结合专业实际，引导学生走出校门，深入

基层，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认知认同。渭南

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本校）对口帮扶单位

为渭南市大荔县南黄村，在驻村第一书记的组

织协调下，本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刘晓

丹老师带领农林科技学院畜牧专业 10 名学生深

入该村实地调研，在该村蔬菜大棚种植基地，

刘老师以“民族要复兴 乡村必振兴”为主题，

现场讲授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影、内容

以及启示，引导学生现场理解、感受乡村振兴

战略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增强学生

对“毛概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伟

大飞跃的认知认同，鼓励学农专业学生毕业后

回乡就业、创业，服务美丽家乡建设。同时，

从 2019 年起，本校已连续三年开展暑期“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活动旨在努力打造“行走

的思政课堂”，一方面使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

实践能力与服务意识，锤炼意志，砥砺成长，

在实践中收获真知，另一方面积极探索思政课

教学社会实践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起

到丰富思政课教师教学资源、更新教学理念并

提高教科研水平的作用。

（二）将思政课搬到红色研学基地，打造

“红色课堂”

本土红色资源是最好的思政课教科书。渭

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具有悠久的革命历史、丰

富的红色资源，形成的渭华起义革命精神最为

传颂。除此而外，在秦东大地上还先后爆发了

辛亥义举、澄合战役、荔北战役、壶梯山战役、

潼关保卫战、永丰战役等影响重大的革命事件，

走出了习仲勋、王尚德、张宗逊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这些丰富的本土红色资源是思政

课“行走课堂”的“活教材”。2021 年，学校

先后与富平干部学院、渭华干部学院、渭南市

博物馆、韩城司马迁祠和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

抗日纪念园等 9 家单位共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

育和红色教育研学基地，相继组织团员干部、“青

马工程”优秀学员开展现场教学 30 余场，这种

沉浸式、体验式“行走课堂”深受欢迎，增强

了思政课教学在场感。同时，聚焦本土红色资

源建设，发挥学校师资和智力优势，加大对红

色文化的研究、阐释等工作，建立研学结合教

育新模式，用红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反哺思

政课程是未来研究的新方向。立足渭南红色资

源实际和学生思想实际，学校相继推出《西北

野战军在渭北》《革命先辈习仲勋同志的精神

风范和家风》等特色课程作为学生公选课之一。

（三）将思政课搬到志愿服务中，打造“爱

心课堂”

2019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新时



2023 年第 2 期 ·35·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坚

持开门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

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1] 志愿服务的实践性

和公益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关注青年学生专业技

能的训练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将思政课搬到

志愿服务中，就是让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的专业

技能服务于社会，既提高学生观察和分析社会

现象的能力，又有助于在行动中“消化”相关

理论知识。思政教师结合所带学生专业特点，

和专业课教师共同探索专业课程资源融入思政

课实践教学环节的方式和方法，例如汽车维修

专业的学生走进社区为居民讲授汽车保养公益

讲座；声乐专业的学生进社区开展文艺表演活

动；食品检测专业学生义务检测蔬菜农药残留

和宣传食品安全知识等。这样的“行走课堂”，

既体现了志愿服务专业化的发展方向，考核了

学生的专业技能，又践行了志愿服务精神。

（四）把思政课搬到工厂企业，打造“匠

心课堂”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工匠精神是

其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导向。高职

学生接受工匠精神的培育，养成工作严谨务实、

精益求精的素养与习惯，有利于将来的就业和

创业。现实中仅依托传统单一的思政课实践教

学阵地，容易忽略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培育；只

通过企业提供的实训实习平台来培养学生，容

易缺失人文性教育。“行走课堂”融职业性、

专业性、人文性于一体，把思政课教学阵地延

伸到社会大生产、大劳动中，让学生在生产实

践中培养过硬的技能，又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生产劳动过程，锤炼和锻造学生的工

匠精神，保证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更好地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功能。例如，本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薛梅在为中医专

业的学生讲授“毛概课”第十章第三节《坚定

文化自信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时，组织学生赴

渭南利君药品生产企业，紧扣思政课教学内容，

和学生一起探究中医药的健康智慧，在企业现

场讲授屠呦呦与青蒿素、中医抗疫的文化自信

等，一个个生动的案例，揭示着中医药正从传

承精华到守正创新，让“中国处方”走向世界、

造福人类，激发学生兴趣，把“工匠精神”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思政课实践教学体验感。

（五）把思政课搬到云端网络，打造“网

络课堂”

新时期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

术使课堂活起来，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本校马克思主义学

院全体思政教师根据“毛概课”课程逻辑脉络，

以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主干，分

十四期录制系列专题讲座，向建党百年献礼。

录制的思政系列视频有：《新民主主义革命道

路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从何

而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辅助青年学

生更好理解课程内容，方便快捷地在线学习。

同时，结合学生学习特点，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理论吸引力有效延伸，

精心制作《习仲勋的故事》大学生红色文化教

育课外有声读物、本土文化音频读物《诗咏渭

南三百首》，以及“校史中的红色故事”视频《二

师星火》《献身革命的红色校长——王授金》等。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的故事》被“学习强国”

渭南学习平台收录播放，总收听量达 26 万次，

掀起青年学生学习“习老精神”的一股热潮。

三、高职院校开展思政课“行走课堂”的

经验与启示

（一）以问题为导向，确定教学内容和方

式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

作，实际上是一个解疑释惑的过程。通过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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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惑实现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是“行走课堂”

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秉持强烈的问题

意识和问题导向，才能把道理讲彻底、让道理

说服人，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

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2]。当代大学生基本上都是“95 

后”“00 后”，他们思维活跃，易于接受新鲜

事物，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在选择“行走课堂”教学内容和方

式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其思想实际和现实需

要，及时回应和解决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

现实难题，遵循客观的教育规律和学生的身心

发展规律，结合学生性格特征和发展需求，有

针对性地精心设计“行走课堂”的实施方案和

路线，做好前期调研等工作，帮助学生更好地

完成知行转化。另一方面更要结合思政课程内

容，把反映时代特点和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等

搬到思政课“行走课堂”中来，引导学生客观、

立体、全面地感知社会生活，并从中找到解决

问题的办法。

（二）突出学生主体性作用，增强学生主

动参与意识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时刻保持学习精神，

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和精神追求，既多读有字

之书，也多读无字之书。思政课“行走课堂”，

一方面需要教师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课程内

容的选择、课程目标的确定以及活动组织等方

面，另一方面“行走课堂”更加突出了学生的

主体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聆听、观察、

思考、讨论等方式，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在“行

走”中渴望得到回答 [3]，需要激发他们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主动融入课程内容、课

程设计以及“行走”相关事宜。职业院校的学

生更应该注重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引导其心

怀“国之大者”，在广阔天地中建功立业，在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同样，

通过以思政课“行走课堂”教学汇报会的方式，

有效检验其实际效果，从自觉自省实现自悟自

信，增强课程魅力，加深课程建设。

（三）发挥思政教师主观能动性，树立全

校一盘棋思想

思政课“行走课堂”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是思政课教学方式的改革创新，其目的落实思

政课铸魂育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为防止流

于形式，应付教学改革，一方面要发挥思政课

教师的关键作用。思政课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

受教育原则，在实践中不断淬炼提升自我，自

身要练就非凡的实践智慧和高超的实践本领，

及时准确感知时代脉搏，带领学生更加客观、

全面地认识社会，将“行走课堂”讲得生动、

鲜活，引领学生更好地投身社会实践。另一方面，

“行走”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需要全校上下

各个方面大力支持，学校党委要树立大思政格

局，统筹学校其他职能部门多方联动，教学资

料提供、会议培训开展、教学团队组建、示范

课程推广等方面给予切实支持，要健全以学生

为主，分管领导、教学督导、同行教师为辅的

综合评价体系，营造全校“大思政”浓厚的育

人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思政课“行走课堂”

落地见效。

（四）推动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

形成育人合力

思政课程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阶段属

于公共基础课，课程思政则是指除了思政课程

之外的其他课程在教育教学中融入思政育人元

素，传授知识的同时强化道德教育和价值引领，

于“润物细无声”中实现立德树人目的 [4]。思

政课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立德树人的大场域，

两者育人目标一致。在思政课“行走课堂”开

展过程中，结合各个专业特点、学生学习情况，

与其他课程教师在理念、内容、教法、管理上

寻找契合点，做到优势互补，促进思政课程和

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共振和鸣，形成育人合力，

努力使每一位青年学生在“行走”中有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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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得。

四、结语

新时代的思政课必须打破囿于书斋的“圣

贤书”，改变传统教学中单纯依靠理论灌输的

路径依赖，让学生在鲜活的实践中有真感受、

真思考、真改变，从而实现“知情意信行”良

性转化。“行走课堂”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的积

极践行，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研、志愿服务、公益活动、

实习实训等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走出课堂，深

入社会，结合课堂中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

解决现实问题，在感受中国变化、讲好中国故事、

奉献青春力量的过程中提高职业素养和科学思

维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优化思政课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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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Walking Classroo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aking "Mao Zedong Course" of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Wang Xiaoli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Exploring the application of "walking classroom"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foll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mote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dhere to the unity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sp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u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to promot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social classroom. The article tak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in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to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o Zedong Overview") as an example, explores effective ways 
to implement "walking classroom", and obtain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carrying out "walking classroom",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Walking in the classroom"; Mao Zedong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Key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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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Zhang Yinhuan, Sun Zhiqiang, Guo Xiaojua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oblems such as information silo, low production efficienc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ow efficiency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inent waste of resources often occur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greatly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owever, the rise of BIM technology 
provides synergy and timeliness. The combination of BIM technology and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used to integrate, analyze and 
apply the industry according to dynamic data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uilding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Keywords: BIM technolog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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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 BIM 技术的建筑信息管理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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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建筑项目建设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信息孤岛、生产效率不高、环境污染严重、专业

协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突出等问题。这极大阻碍了建筑行业的发展。然而，BIM 技术的兴起提供了

协同性和及时性，运用 BIM 技术与项目建设相结合，根据动态数据对行业进行整合、分析、运用，确

保建筑信息集成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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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 BIM 技术的信息管理模式

1.1 BIM 概念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工程项目会产生多种

数据信息。在传统粗放式的施工条件下，这些

信息未得到有效管理，无法协同管理、数据共

享等，然而有效应用 BIM 技术，可极大转变这

一现状。目前，国际上关于 BIM 技术的概念应

用没有统一标准，因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进

行探讨。

狭义方面：运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基于建

筑施工过程中运用数字化的表达形式来展示建

筑的多种功能，多项数据进行整合并构建立起

相关的建筑模型。

广义方面：BIM 在应用过程中能够有效集

成多个技术、政策等，促使施工项目的管理和

设计等方面内容建立在详细的数据和信息基础

之上，从而提升建筑整体质量。在 BIM 技术运

用过程中，可交互性是能够对相关数据进行统

计和计算的重要体现，该性能实现需要在一定

的建筑标准下实施。

1.2 建筑工程信息管理模式 

目前，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信息管理有

两种模式。第一，传统人工管理。这种管理模

式是我国现阶段建筑工程的主要信息管理方法。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在促使建筑业发展的同时

存在许多波段，由于管理水平低下，信息沟通

不及时、信息丢失、信息断层等问题愈发凸显，

越来越不适应快速发展的建筑业。第二，信息

有效管理。在 BIM 技术不断深化应用情况下，

目前建筑行业推广并应用 BIM 技术可提高信息

管理水平、质量与和效率。随着建筑工程的数

量增加、规模扩大，技术难度提高，BIM 技术

可以有效化解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以上矛盾。

总之，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传统人工管理模式不

【建筑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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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容易导致信息丢失、对接不上现象的产生，

还容易产生一定失真，导致范围缩小、精度降低，

在施工过程中要做到施工信息及时更新存储相

当困难，所以这种管理方法不利于提高管理效

率。

2 基于 BIM 的建筑工程项目信息集成流程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产生许多动态信息，

怎样体现信息价值，尤其是在信息集成、传输

和共享方面，BIM 技术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上述对比，发现 BIM 技术在工程项目信息

管理过程中的优势，同时目前关于 BIM 的研究

文献有很多，这些文献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包

括 BIM 的概念、内容、施工、研究结果等方面，

对信息管理研究甚少。然而，国外早在上世纪

已经在建筑工程上应用了 BIM 技术，并已经

在项目全寿命周期管理过程中趋于成熟。鉴于

BIM 技术在中国工程项目应用各个方面还存在

许多不足，如深度不够、广度不足，中国 BIM

应用主要在施工阶段比较典型。因此本文提出

了基于 BIM 技术的建筑信息管理与应用研究，

旨在应用 BIM 技术的工程项目管理。

3 基于 BIM 技术重组整合信息

在工程项目建设的不同阶段，应用 BIM 技

术进行参与、指导、优化等。方案设计阶段，

用 BIM 进行工程设计，采集在构建初期的标注、

各种信息、注明、分类、各类信息属性。然后

对其进行归类将其划分为更为详细的信息，例

如再次将运营信息、施工信息、设计信息、决

策信息分为施工现场管理信息和建筑后期运营

管理信息、施工进度控制信息以及工程造价控

制信息、建筑性能分析信息和建筑图纸深化设

计信息、施工方案模拟信息、决策信息。应用

BIM 技术为项目全过程管理提供依据。

4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项目各阶段信息集

成的机理

就项目信息而言，一般建设建设项目都要

经历四个阶段生命周期来实现。项目建设过程

中进行项目信息的收集传递，最后完成项目。

项目全过程信息的整合依靠 BIM 的建筑技术主

要表现：

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包括投资规划、初步

设计、施工、运营维护等。在投资决策阶段，

应用 BIM 技术进行方案优选。在初步设计阶段，

各专业均采用 BIM 软件在统一平台下设计，可

以避免构件碰撞等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可以进

行设计优化，使设计方案更合理，可操作性更

强。在施工阶段，应用 BIM 技术进行施工模拟，

可以有效控制工期及成本，为项目不同参与方

提供接口，可以随时随地解决变更签证等问题。

同时在每个阶段生成的所有项目信息的实时保

存为项目实施期间的信息共享和后期项目运维

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及便利。根据工程建设

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项目信息集成供不同方调

用及使用是目标。BIM 技术的引入集成了项目

各阶段数据库，并将运维所需要的信息提前考

虑集成到每个环节中，实现了项目决策到运行

维护各过程的信息集成。

5 结语

综上所述，建筑业在飞速发展过程中遇到

了信息失真、断层这个瓶颈，促进信息技术与

建筑业的结合，提升建筑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成

为发展趋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效应用 BIM

技术，可促使建筑工程管理效率提升与信息化，

能够促使项目各参与方在项目全寿命周期中及

时沟通、协同管控等。由此可见，BIM 技术应

用颠覆传统粗放建筑，对于建筑信息化具有重

要指导作用，促使我国建筑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童舟 . 刍议 BIM 技术在建筑工程管理中

的应用 [J]. 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2018（07）：126.

[2] 刘宁 . 基于 BIM 技术的全过程造价实施

应用研究 [J].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2018（06）.

[ 责任编辑：孙占育 ]（下转 P37）



2023 年 6 月
第 14 卷第 2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June              2023
Vol.14          No.2

我国市政工程造价控制分析与研究

高    乐

由于市政工程建设资金来源广泛且复杂，

投资数额大，提高市政工程投资资金的使用效

率，是每一个市政工程建设人员必须努力学习

和做到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市政工程每一个建

设阶段的造价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然而，

目前我国市政工程造价控制还存在许多问题。

为了实现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经济性与效益性，

市政工程造价控制问题就必须得到很好的解决，

只有这样才能使市政工程的建设实现其真正的

经济价值。

1. 目前我国市政工程造价控制中存在的几

点问题

1.1 项目决策阶段

首先，由于市政工程施工工艺及规模比较

复杂，我们往往不能准确的根据城市发展状况、

生产技术水平、社会生产环境等确定合理的工

程规模。其次，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的工程都

会有不同的技术经济要求，我们往往不能一次

性使用合理的建设标准，从而给造价控制过程

造成阻碍。再者，在项目决策阶段对投资资金

估算的不准确，也会导致工程中后期造价控制

不准确、工程费用增加。

1.2 设计阶段

首先，在方案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往往不

能按照项目前期所提供的投资估算资料，对投

资比例进行准确的划分，尤其是那些投资比例

较高的工程部分，如果没有足够的重视，不进

行合理的限额设计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工程费用

超标，引起业主与施工方之间产生不必要的纠

纷。

1.3 招标投标阶段

首先，由于市政工程中工程材料所占比例

较大，不可预见因素较多，招标文件编制人员

往往不能及时并准确的编制合理的招标文件。

其次，招标活动不够规范，商务标评审力度不足，

导致后期追加工程款现象频发。再者，合同管

理不到位，尤其是采用费率招标时，各方的责、

权、利关系没有明确，导致业主负责制没有付

诸实际，政府职能不能有效转变。

1.4 施工阶段

首先，管理人员对施工方案及施工顺序审

查优化不及时、不到位，引起工程后期许多不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目前我国大力发展市政工程的作用及价值。对目前我国市政工程建设的现

状及造价控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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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弥补的损失。最后，相关人员对有关法律法

规的学习不扎实，施工现场工程变更审核不严，

现场签证管理不到位。这些均导致了 “ 三超 

” 现象的发生，法律纠纷事件不断，严重影响

市政工程工期进度及其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效发

挥。

1.5 竣工结算阶段

此阶段是投资控制的最后阶段，虚报工程

量、随意提高材料价格、虚设费用等现象均会

导致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损失。此外，各部门

配合不协调，造价人员及其他部门对签证及工

程变更审查不严格，业主及施工方在竣工结算

阶段对于合同履行不及时、不到位，对相关法

律知识掌握不扎实等，使得市政工程早日投入

使用发挥其社会效益的目的受到阻碍。

2. 解决市政工程造价控制问题的几点对策

2.1 项目决策阶段造价控制的对策

应根据城市发展状况及实际的经济水平确

定合理的建设规模。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

状况，不同地区、不同工程的建设要求，确定

合理的建设标准。充分考虑社会、经济、风险

等因素，做好投资估算，提高投资效益，并对

一些对造价影响较大的工程部分做好经济评价，

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应对办法。

2.2 设计阶段造价控制的对策

首先，造价人员应熟悉本专业的相关预算

定额和费用定额，熟悉各类建材价格和投资预

算情况。其次，应加强初步设计阶段的技术经

济分析，严格落实限额设计，按照投资比例重

点控制限额，对比例较大超出限额设计部分的

应进行优化设计。最后，对于施工图设计阶段

应对照造价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逐一进行审核，

对超出部分应进行再调整。做到投资估算控制

设计概算，概算控制施工预算的全方位造价控

制系统。

2.3 招投标阶段造价控制的对策

首先，招标方应根据各方面材料，考虑各

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编制好招标文件。其次，

采用费率招标时应弄清各方的责、权、利，加

强合同管理。最后，应规范招标活动，招标方

式应多元化，采取多种评标方式，避免追加工

程款，避免围标、找关系、暗箱操作等现象的

发生。

2.4 施工阶段造价控制的对策

首先，应严格实行工程监理制，要做到各

组织全面的协调。其次，应督促施工方按图纸

施工，严格落实业主负责制、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各方的监督机制严格控制工程变更。最后，

严格现场签证管理，现场管理人员对于要变更

的工程应做到 “ 随做随签 ”，并制定合理的

索赔程序，及时处理各项工程索赔费用。

2.5 竣工结算阶段造价控制的对策

此阶段造价人员应严格审核各方面资料文

件，杜绝虚报工程量、增加工程类别，提高材

料价格、虚设费用等现象，严格审核由于签证

所产生的合同外费用。此外，业主还应在竣工

前一个月着手准备结算资料，督促施工单位编

制结算书，及时收集整理相关结算资料报造价

部门审核。竣工结算阶段各个相关部门应相互

协调、配合，本着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原则集

中力量做出成果性的文件。

结语：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造价控制问题

是关系到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我

们必须要加强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各个阶段的

造价管理与控制，不断提高我国市政工程的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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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投资风险因素分析

王佩云

工程项目的实施过程是一个受综合因素

影响的特殊过程，投资决策是工程项目前期管

理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工程项目的不可移动

性、高投入性、建设条件的特殊性、专业管理

的依赖性决定了项目投资是不确定的，因此工

程项目的投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

险。通过对风险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提

高项目参与各方在投资实践过程中的风险管理

意识和风险管理水平，保证投资决策的准确性

以及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 [1]。

1. 工程项目投资风险因素

1.1 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各种自然现象、物理现

象和其他物质现象等风险因素所形成的风险。

1.2 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由于社会政治环境或国家

政策法令的变化等风险因素所形风的风险。

1.3 经济风险：

经济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关系、经济

贸易条件等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风险。

1.4 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

产方式的改变等风险因素所引起的设计技术风

险及施工技术风险。

2. 工程项目投资风险分析

工程项目投资风险分析是指辨识和估计

风险，并对工程项目投资风险的结果进行评价，

为工程项目投资管理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依

据。下面是对风险分析方法的一些基本的概括
[2]。

2.1 风险识别的常用方法

从系统的观点出发，风险识别横向涉及

项目投资的各个方面，纵向涉及投资建设的各

个阶段。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本文对影响工程项目投资的风险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和叙述，并对风险因素的分析方

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风险管理的现状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提高项目投资的资金利用率，保

证投资决策的准确性，降低项目风险，提高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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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对比风险核查表法：风险核查表就

是以往类似项目中经常出现的风险汇总表。该

方法将本工程项目与以往历史项目中的清单进

行对比，从而确定本项目存在的风险。

2.1.2 智暴法：智暴法又称头脑风暴法、

集中思考法等，是一种以群体专家组成专业小

组，利用专家的创造性思维，集思广益，获取

未来信息的直观预测和识别的方法。

2.1.3 德尔菲法：德尔菲法本质上是一种

匿名反馈函询的方法。其做法是，在针对所要

预测的问题征得各专家的意见后，进行整理、

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专家，再次征求意

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较集中稳定的

意见。

2.1.4 幕景分析法：幕景分析法是一种能

够分析引起风险的关键因素及其对工程项目的

影响程度的方法。

2.2 风险估计的常用方法

风险估计是在风险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定

性或定量描述的方法，估计单个风险发生概率

的大小及其对工程项目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并

分析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的程度，为进一步估计

和评价工程项目整体风险水平提供数据基础，

以便进一步对风险进行评价和决策，正确地选

择处理风险的方法。

2.2.1 综合推断法：综合推断法就是利用

已有数据资料结合主观判断估计工程项目风险

发生的概率分布的一种综合风险估计方法。

2.2.2 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是一种综

合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它把以人的主观判断为

主的定性分析进行量化，从而为决策者提供评

价风险要素的依据。

2.3 风险评价的常用方法

风险评价是指在风险识别与估计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风险的属性、管理的目标、主体

的承受能力以及其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确定

风险因素对工程项目总目标和全局的影响程

度。

2.3.1 调查和专家打分法：首先通过风险

识别将工程项目的所有风险列出；利用专家经

验，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分为几个等级并进行

打分；根据影响的严重性用权重表示；将各风

险发生概率与其影响严重性的权重相乘并相

加，可得出项目的风险度。

2.3.2 风险报酬法：是指在经济评价时，

将各方案分为若干个风险等级，各方案规定一

个与风险等级相对应的调整风险贴现率，即此

时的基准贴现率是无风险贴现率和风险贴现率

之和。

2.3.3 风险当量法：风险当量法则是基于

风险报酬法的缺点，把对贴现率的调整转化为

对净现金流量的调整，以决定项目的可取程度。

3. 对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发展的建议

在我国，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研究与应

用开展的比较晚。[3] 其过程及结构至今也没有

形成一种行业上的标准。

3.1 增强各级人员的风险意识

一方面，加快风险管理学科的建设，培

养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尽快地

发挥作用。所以要增强各级人员的风险意识。

3.2 适当地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加快风险

管理技术的实施和推广

增加风险管理报告的要求，并以正式文

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在企业日常管理中也应包

括风险管理的内容，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使

风险管理尽快规范化。

3.3 加强新方法、新技术在项目投资决策

风险管理中的应用

工程项目投资风险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风险管理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预测技术。目前系

统工程研究领域提出出了许多关于风管理的新

方法、新理论，管理人员可以考虑把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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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到项目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研究中来。

结语：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

全球化的加快，风险管理这门学科越来越受到

重视。风险意识的普遍化不断推动着风险管理

学科快速地发展，并且使人们有意识地去回避

风险、分离风险、控制风险、转移风险。通过

风险管理，可以使企业以最小的投资将风险损

失降到最低程度，保证生产经营安全、顺利地

进行。此外，风险管理也是项目投资决策科学

化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工程项目经济效益的有

力工具，对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及社会生产力的

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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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寿命周期的装配式建筑成本和效益
综合评价与分析

郑亚迪    黄文德    李小林    王宁宁

装配式建筑全寿命周期的成本和效益是

指装配式建筑在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建造阶

段、运营阶段和回收阶段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从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角度选取相

关指标来综合评价装配式建筑的整体效益。

1  装配式建筑成本和效益指标分析

1.1 装配式建筑经济成本和效益指标分析

（1）全寿命阶段经济成本分析。全寿命

阶段的经济成本主要包含决策设计成本、建造

使用成本和回收利用成本。（2）全寿命阶段

经济收益分析。全寿命周期装配式建筑经济收

益主要包括建设期间的节水、节能、节材、节

时和运营期间的节能、节水以及回收利用阶段

的污染物排放量减少等所带来的效益。

1.2 装配式建筑的环境成本和效益指标分

析

（1）全寿命周期环境成本。全寿命周期

环境成本主要包括对周围生态资源的破坏，建

设中所产生的废水、废气、废物以及噪音污染

等相关环境负面影响。（2）大气污染物减排

效益。装配式建筑将很多湿作业移至构件生产

车间，减少了施工现场的湿作业量和粉尘污染。

（3）回收利用效益。装配式建筑比传统现浇

建筑在建设和拆除阶段所产生的废弃物较少，

且构配件回收使用率很高，固体废弃物的处理

费用也相应降低。

1.3 装配式建筑的社会成本和效益指标分

析

装配式建筑对社会成本和效益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居民经济生活和相关利

益群体的影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是装配

式建筑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对居民经济

生活的影响主要是居民的收入分配效益，对相

关利益群体的影响主要是对其他产业的拉动

率。

2  构建装配式建筑成本和效益指标评价

体系

2.1  经济成本和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文章从全寿命周期角度出发，对装配式建筑进行综合效益分析，确定影响装配式建筑综合

效益的主要因素，建立装配式建筑综合效益评价机制，为装配式建筑优劣评价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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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指标主要从全寿命周期的五个阶段

进行考虑，包括：决策成本，设计成本，建造

成本，使用成本，回收成本；收益指标从能源

节约效益和资源节约效益两个方面考虑。

2.2  环境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成本主要包括资源和能源消耗费、

建筑垃圾处理费、噪声污染控制费，环境收益

主要从大气污染物减排效益、舒适度提升程度

和废弃物回收利用率方面来分析。

2.3  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社会效益评价是通过装配式建筑对社会

经济的影响和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两方面进行分

析。（1）社会效益的经济影响选取收入分配

效益和装配式建筑对相关产业拉动率指标进行

衡量。（2）社会环境的影响选取利益相关方

参与程度和项目人员受教育程度指标进行衡

量。

3  全寿命周期成本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及权重

采用 AHP 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1）

构建评语集。建立装配式建筑综合评价的评语

集 V=｛V1，V2，…，Vn｝=｛优秀，良好，一般，

差，很差｝，即评估等级，每个评估等级分别

对应一个模糊子集。对评语集的每个评估等级

进行赋 分， 赋 值 后 的 评 语 集 为 Ｋ =｛95，

85，75，65，55｝。确定评估因素集 U=｛U1，

U2，…，Un｝，其中 Ui（i=1，2，…，n）表

示评估对象的第 i 个影响因素。（2）构建隶

属度矩阵。邀请 10 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指标

进行打分，得到的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表 1 的统计结果，构建录属度矩阵如下：

式中：Ri 为 10 位专家对综合评价指标。

分目标 B 准则层 C
评价结果

优秀 良好 一般 差 很差

经济效益 B1

决策成本 C11 6 4 0 0 0

设计成本 C12 3 6 1 0 0

建造成本 C13 2 7 1 0 0

使用成本 C14 4 3 3 0 0

回收成本 C15 6 3 1 0 0

节约能源效益 C16 2 8 0 0 0

节约资源效益 C17 7 2 1 0 0

环境效益 B2

能源消耗 C21 5 4 1 0 0

建筑垃圾处理 C22 7 3 0 0 0

噪声污染控制 C23 4 4 1 0 0

大气污染物减排效益 C24 5 4 1 0 0

废弃物回收利用 C25 7 2 1 0 0

舒适度提升程度 C26 6 3 1 0 0

社会效益 B3

项目人员受教育程度 C31 8 2 0 0 0

利益相关方参与程度 C32 7 2 0 0 0

收入分配效益 C33 6 4 0 0 0

相关产业拉动率 C34 8 1 1 0 0

表 1 综合评价指标打分结果



2023 年第 2 期 ·47·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4  模糊聚类综合评价

4.1  一级评价

（1）经济效益 B1。

（2）环境效益 B2。

（3）社会效益 B3。

4.2 二级评价

最后，根据评语集赋分结果进行加权平

均计算：

5  模糊聚类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得分“90 ～ 100 分”规定为“优秀”，“81 

～ 90 分”为“良好”，“71 ～ 80 分”为“一

般”，“60 ～ 70 分”为“差”，“0 ～ 59 分”

为“很差”。项目综合得分为 89.68，处于 81 ～ 

90 分，与评语集中“良好”对应，且接近“优

秀”状态，可以得出装配式建筑通过以上指标

的综合评价良好，但仍有改进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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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研究

黄    蓉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

支撑力量，同时也是培养“中国制造 2025”的

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力量。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

其优势体现在实践能力上，而创新精神、创造能

力和综合能力方面还显得严重不足 [1]。渭南职业

技术学院从 2012 年开始对创新人才培养进行研，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在创新人才培养研究中取得了

可喜的成果，其成果在每年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中也得以体现，形成了较完善的创新人才培养方

案。

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实践性强，各种测量仪器

的更新换代迅速，近年来 GNSS 定位技术的广泛

应用也为测绘手段和方法带来了质的飞跃。由于

条件限制，学校的仪器设备无法及时更新，所以

要培养出从事测绘一线、智力应用、创造性劳动

于一体的高技能人才，在校期间对学生进行创新

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1  信息化课堂

合理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课程教学，是高职

教育模式下实现个性化教学、保证教学质量的有

效途径 [2]。依托校园网络实现课堂内外主要教学

活动信息化：课堂内教师把零散的教学资源组合

到一起辅助教学，如微课、操作视频、模拟器等，

借助蓝墨云班课实现教学的网上交互环境；课堂

外利用网络平台发布拓展任务，构建师生交流平

台。大部分学生对手机的依耐性强，这样的模式

学生较容易接受。在上课过程中，学生的参与程

度和课堂表现用经验值体现，在班级内部进行排

名，随时可以查看。其经验值可以兑换平时成绩，

最终课程考核的时候应适当提高平时成绩所占比

重。

2  职业提升——测量实训不间断

第一学期开设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测量

仪器基本操作能力、测量基本计算能力，在此基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渭南 714000；）

摘要：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人才，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和促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互联网时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文章结

合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测量专业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和探索经验，对测量专业创新人才培养

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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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对学生进行图根导线测量、四等水准测量

和地形图测绘三项核心职业能力的强化实训，考

核通过的学生安排到企业参与项目实践。第二学

期开设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绘图能力、控制测量

能力和 GPS 测量能力，在此基础上，安排学生进

行三角网控制测量、二等水准测量和 GPS 控制测

量的强化实训，考核通过的学生安排到企业参与

生产实践。第三学期开设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

的数字测图、工程测量能力，在此基础上，对学

生进行全站仪数字测图、GPS-RTK 测图和线桥

隧施工测量实训，考核通过的学生安排到企业参

与生产实践。第四学期开设的课程主要培养学生

地籍测量、房产测绘和变形观测能力，进行地籍

调查、地籍图测绘、房产测绘和建筑物变形测量

实训。第五、六学期学生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

从学生入学初到毕业，每学期都有集中实训，且

有机会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

3  工作室带动生产实习

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直是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追求的目标，也是职业教育领域持续关注的热

门话题。工程测量技术专业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

工作，校企合作最开始仅限于向企业输送顶岗实

习学生，到后来的订单班，其合作都是在顶岗实

习阶段，真正的教学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几乎为零。

导致了校企合作没有落到实处，工和学也没有真

正结合。根据课程的安排，每学期的实训项目要

和生产相结合，但企业不愿意接纳学生短时间的

实习，其生产项目也很难与课程安排一致。针对

这些问题，学院成立了测绘工作室，工作室成员

由测量专任教师和测量专业学生组成，主要开展

课程拓展任务实训、职业能力强化训练、技能比

赛和生产实践。

工作室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各单项实训任务的

表现，据其特长把学生分为三个小组，GPS 测量

组、数字测图组和工程施工测量组，每组配一名

指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技能强化。同时，积

极联系测量生产任务，根据学生特长安排学生在

教师的指导下参与生产实践。工作室已承担多项

测量生产任务，有地形图测绘、地籍测量、城市

布建等，完成的成果在学校、企业中的反响都很

不错。在生产中教会学生技术与技能，突破了教

学与生产不能紧密结合的瓶颈，让学生在工程环

境下培养职业技能。当生产项目不能与教学衔接

时，可利用校内实训场地模拟生产任务，比如校

园地形图测绘，按照生产过程进行管理并实现测

绘标准化考核。当生产任务到达一定规模之后，

可以成立公司，申请测绘资质，形成专业与企业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4  “互联网 +”背景下第二课堂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借助工作室平台，构建

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的学习主要是通过网络在线

课程和微课等自学，教师引导并答疑。针对学生

的特点布置模拟生产实践任务，着重培养学生自

学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参与生产任务的过

程中，用项目带动就业，甚至带动创业。对学生

来说，创业的成本太高，互联网无疑是最适合于

学生创业的方向。学生带着项目就业，带着项目

创业，企业也很愿意接受。

5  结束语

本文从课堂教学、实训、生产实习和第二课

堂四个角度探讨了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创新人才培

养的思路，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使学生的学习兴

趣更加浓厚，参与生产实践的积极性也非常高，

工作室的部分学生也能独当一面，完成测量生产

任务。因此，工程测量技术专业实践既培养和提

高了学生综合创新能力，又发展了学生的个性特

长，培养了学生的创造力。

参考文献

[1] 张泽林 , 方久华 . 建材职业教育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方案研究——以绵阳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J]. 才智 ,2017(4):65-66.

[2] 杨帆 . 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高职信息化

课堂建设 [J]. 才智 ,2017(34):87-88.

[ 责任编辑：孙占育 ]



2023 年 6 月
第 14 卷第 2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June              2023
Vol.14          No.2

股骨干骨折术后延迟愈合或不愈合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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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导致股骨干骨折术后不愈合的原因。方法 回顾性分析 90 例股骨干骨折患者的

病例资料，其中纳入观察组的 30 例股骨干骨折是延迟愈合及不愈合病人，纳入对照组的是 60 例股骨

干骨折骨性愈合病人。比较 2 组患者的股骨干骨折粉碎程以及周围软组织损伤情况、骨折解剖对位、

固定牢固程度、发生感染及不适当功能锻炼情况。结果 观察组中 21 例为股骨干开放性粉碎性骨折，

对照组中为 24 例股骨干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患者；观察组中股骨干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比例大于对照组

（X2=7.548，P =0.028）；其相对危险度是对照组的 3.976 倍。观察组中固定失稳为 23 例，对照组中固

定失稳为 11 例，观察组中固定失稳比例大于对照组（X2=28.263，P =0.047）；其相对危险度是对照组

的 15.664 倍。观察组中不当功能活动患者 24 例，对照组中为 10 例；观察组中不当功能锻炼的比例大

于对照组（X2=34.956，P =0.033）；其相对危险度是对照组的 21.556 倍。观察组在骨折周围软组织损

伤情况、骨折解剖对位和发生感染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股骨干骨折术后延迟愈

合或不愈合可能与不恰当的功能锻炼、固定失稳和开放性粉碎性损伤有关系，但股骨干骨折发生延迟

愈合或不愈合不是某一个原因导致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后果。

关键词：股骨干骨折 延迟愈合 不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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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纳入研究的病人共 90 例，临

床诊断其中股骨干骨折延迟愈合的病人 14 例

和临床诊断为股骨干骨折不愈合的病人 16 例

进入观察组，按年龄相差 3 岁进行 1:2 配伍，

选取渭南市中医医院就诊的 60 例股骨干骨折

痊愈患者进入对照组。通过两组病人的一般临

床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一定的

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①股骨干骨折延迟愈合 病人

股骨干骨折在正常愈合所需的时间（一般为 4

个月内），仍没有达到骨性完全愈合的标准，

【医药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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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骨延迟连接。伦琴射线显示股骨干骨折端

骨痂少，骨折线明显。②骨折不愈合骨折不愈

合是指骨不连，骨折所需愈合时间再三延长后，

骨折仍没有愈合迹象，断端仍存在异常活动，

伦琴射线片显示骨折断端存在分离，骨痂量少，

骨折断端萎缩光滑，骨髓腔已经封闭，骨端硬

化者，称骨折不愈合。 ③股骨干骨性愈合 病

人骨折端局部无压痛，且没有纵向叩击痛和异

常活动，伦琴射线显示骨折端模糊，有连续多

量骨痂通过骨折线。解除固定后，病人下肢不

扶拐在平地上连续走路 3 分钟，至少 30 步。

连续观察 14 天骨折处没有变形。

1.3 纳入标准 ①病人符合初步诊断标准；

②年龄在 18-65 岁之间；③病例资料完好无损。

1.4 排除标准 ①病人骨折因严重感染、畸

形无法纠正等因素再次手术者；②合并有严重

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血管或循环系统疾病

者；③因严重的血糖异常、免疫功能低下导致

的股骨干骨折延迟愈合或不愈合。

2 方法

2.1 资料收集和判定方法    主治医师在详

细而周到的告知相关情况后要求病人或病人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检查过程中需要对患者的

个人隐私权、关键病例资料严格保密，并做好

充分告知的义务，以便取得患者的积极配合。

由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对患者的三维 CT、伦

琴射线住院病历资料、访问笔录、对严重的开

放性粉碎性骨折、患部周围软组织损伤、骨折

解剖对位、固定牢固程度、局部发生感染及不

恰当的功能锻炼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并收集

有关临床资料。

2.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

对获得临床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全部数据以

均数 ± 标准差表示，两组患者的民族、性别、

患病部位及骨折延迟愈合与不愈合原因进行组

间的一个比较 X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1 为差异有非常显著统计学

意义。

3 结果

在两组病人开放性粉碎性股骨干骨折的严

重情况比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中股

骨干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比例大于对照组；它的

相对危险度是对照组的 3.976 倍。两组病人中

固定不牢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

中固定不牢固比例大于对照组；其相对危险度

是对照组的 15.664 倍。两组病人不合理功能锻

炼比较，观察组中不当功能锻炼的比例大于对

照组；它的相对危险度是对照组的 21.556 倍。

观察组病人在骨折端周围软组织损伤情况、骨

折解剖对位和发生感染情况与对照组相比，均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股骨干骨折术后延迟愈合或不愈合原因分析

组别

开放性粉碎性
骨折

固定失稳 不当功能活动 围软组织损伤 骨折对位 感染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观察组 21 9 23 7 24 6 12 18 18 12 2 19

对照组 24 36 11 49 10 50 18 42 41 19 4 56

OR 值 3.976 15.664 21.556 2.767 0.591 3.827

X2 值 7.548 28.263 34.956 2.052 0.868 0.753

P 值 0.028 0.047 0.033 0.546 0.751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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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车祸伤常常致严重的开放性粉碎性骨

折，观察组中 21 例均为暴力所致的高能量损伤，

它们属于比较严重的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术中

因为显露的需要，过多的剥离骨膜，严重影响

了骨折端的血液供应。由于粉碎极为严重，碎

骨块清除过多，造成骨折断端的骨质缺损。即

便是游离骨块回植，它的痊愈主要是经过替代

爬行来完成，生长较为缓慢，容易发生股骨干

断端的缺血性坏死，形成股骨干骨折端内固定

材料的松动甚至断裂，因而影响骨折断端的牢

固程度，最终可能发生骨折断端的延迟愈合或

不愈合。相关文献报道使用加压钢板进行内固

定且常规取自体髂骨一期植骨治疗开放性粉碎

性股骨干骨折，股骨干骨折延迟愈合与不愈合

的发生率则显著降低。植骨不但可以消灭死腔，

而且可以恢复股骨干的固有长度，移行替代重

建骨组织，固定骨折断端 [1]。激活人体内生长

因子的是植入的髂骨具，它诱导成骨作用良好。

因此，对于严重的开放性粉碎性股骨干骨折，

特别是骨折端有明确缺损者，建议采用取自体

髂骨移植手术为妥。

4.2 固定失稳骨折固定的三大原则，复位、

固定和功能锻炼。固定便是其中之一，其主要

作用是为了保持骨折断端的良好接触，对冲不

利于骨折的应力，坚强的内固定是骨折愈合的

先决条件。相关循证医学调查结果显示，60%

骨折内固定骨折不愈合与内固定术后骨折端不

牢固有关，骨折内固定材料的使用不妥当是造

成内内固定不牢固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钢板

的韧性及强度不适当，松质骨或皮质骨螺钉的

方向或长度不够，髓内钉太粗或太细 [2]。本观

察组中有 15 例因内固定断裂而发生骨不连，

4 例因螺钉过短发生断裂而形成骨折不愈合。3

例出现骨折断端坏死吸收，1 例病人手法复位

小夹板后固定不牢固造成骨折端延迟愈合。作

者认为固定不牢固主要与固定方式的选择不恰

当，骨块断端吸收坏死及病人的后期不当功能

锻炼关系密切，股骨干骨折内固定术后合理使

用支具、石膏托等非常有利于骨折牢固性的维

持。

4.3 不恰当的功能锻炼 病人股骨干骨折内

固定术后只是临时恢复了骨折断端的稳定性。

骨质结构及功能的恢复需要一段的时间、必要

的血液供应和适当的功能锻炼。患肢过早负重

活动会使骨折断端产生较大的剪切力、旋转力

和成角应力，严重影响了骨折端的牢固性，造

成血肿机化、原始骨痂及新生血管的断裂，以

至于发生缺血性坏死，造成股骨干骨折端延迟

愈合或不愈合，最后形成骨不连 [3]。因此，股

骨干骨折患者的康复功能锻炼应该在康复医师

的指导下坚持循序渐进、逐步增加的原则，依

据各个阶段的恢复情况制定个体化的康复计

划。

综上所述，股骨干骨折术后延迟愈合或不

愈合可能与不恰当的功能锻炼、固定不牢靠以

及开放性粉碎性损伤有关系，但股骨干骨折发

生延迟愈合或不愈合不是某一个原因导致的结

果，而是多种原因相互作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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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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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肝病大国，各种慢性肝病严重

危害患者的健康和生命。肝纤维化是继发于各

种形式慢性肝损伤之后组织修复过程中的代偿

反应，也是慢性肝病发展为肝硬化必经的病理

过程。肝纤维化的实质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肝星

状细胞活化，引起肝内细胞外基质（ECM）合

成大于降解，导致大量 ECM 过度沉积 [1-2]。生

物体内的能量代谢将氧气作为有氧代谢过程中

的电子接受体，不可避免地产生活性氧自由基

（ROS），其与某些生理活性物质的调控和炎

症反应过程密切相关，但过量的 ROS 容易导致

氧化应激。研究表明，肝炎、肝硬化、脂肪肝、

肝癌、酒精肝等肝病的发生发展与自由基损伤

密切相关 [3]。现代医学认为减少胶原纤维的生

成和增强其降解，肝纤维化是可以逆转的。肝

星状细胞激活转化为肌纤维母细胞，并大量分

泌 ECM 是肝纤维化发生和发展的核心病理环节
[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氧化应激和炎

性反应是引起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氧化应激

引发的脂质过氧化是肝星状细胞活化、增殖及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2．咸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3．解放军第 988 医院焦作院区，河南    焦作    454150)

摘要：目的  观察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氧化应激和炎性反应的影响。方

法  选择 2016 年 4 月 -2018 年 11 月解放军第 988 医院焦作院区消化科诊治的 40 例肝硬化患者，随机

分为 2 组，对照组 20 例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 20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2

组疗程均为 6 个月。观察 2 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肝功能指标 [ 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

总胆红素 (FBil)]、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肝纤维化指标 [ 透明质酸（HA）、层黏连蛋白（LN）、

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p Ⅲ NP）、Ⅳ型胶原（Ⅳ -C）]、氧化应激指标 [ 丙二醛（MIDA）、黄嘌

呤氧化酶（XO）] 及炎性指标 [ 白细胞介素 -6 (IL -6)、白细胞介素 -8（IL-8）] 的变化。结果  治疗后，

2 组患者血清 ALT、AST、TBil、HA、LN、P Ⅲ NP、Ⅳ -C、MDA、11 -6、11 -8 水平和 XO 活性均明

显降低（p 均 <0．05)，且观察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均 <0.05）；2 组患者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均明显改善（p 均 <0.05），且观察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复方甘草酸苷片可显

著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和肝纤维化情况，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氧化应激和炎性反应有关。

关键词：肝硬化；复方甘草酸苷片；肝纤维化；氧化应激；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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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 合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氧化应激可能是肝

病的共同发病机制，而炎性反应可直接诱导肝

细胞的坏死，促进肝纤维化的发生 [5]。复方甘

草酸苷片对于肝病的防治具有积极作用，其主

要组分为甘草酸苷、甘氨酸和盐酸半胱氨酸。

其中甘草酸苷是中药甘草中提取的一个活性成

分，具有降低谷丙转氨酶，恢复肝细胞功能，

防止脂肪性变等作用，对于肝病具有很好的防

治作用 [6]。目前，国内外关于复方甘草酸苷片

治疗肝硬化患者的临床研究报道较少，所以本

研究拟采取复方甘草酸苷片联合常规用药治疗

肝硬化，并以常规治疗作为对照，观察复方甘

草酸苷片治疗肝硬化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抗

炎、抗氧化作用，旨在为肝硬化的治疗提供新

的思路，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按照《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

疗共识》[7] 中相关标准：具有肝硬化临床表现

以及典型血清生物化学指标变化；改良肝硬化

Child - Pugh 分级为 A-C 级；影像学检查具有

门静脉高压征证据；肝组织学表现为假小叶形

成以及弥漫性纤维化，经胃镜检查、B 超或 CT

检查、病理检查确诊。

1.2 纳入标准   符合诊断标准；年龄 18 - 65

岁，性别不限；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3 排除标准  合并恶性肿瘤、自身免疫性

疾病者；合并严重心、脑、肾、肝、胆疾病者；

对本研究所使用的药物过敏者；2 周内服用抗

炎类药物者；妊娠、哺乳期女性；3 个月内参

加过其他肝硬化临床研究者。

1.4 脱落标准  依从性较差，不配合研究者；

研究过程中发生严重出血或其他严重并发症者；

自愿退出研究者。

1.5 一般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入选 2016 年

4 月 -2018 年 11 月到解放军第 988 医院焦作院

区消化科就诊的肝硬化患者 40 例。将患者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观察组 20 例，男 12 例，

女 8 例；年龄 18 -65 （42.1+4. 9) 岁；体质指数

（BMI）（24. 12±2. 37) kg/m2；病程 1-5 （2.78 

+0. 54）年；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A

级 5 例，B 级 7 例，C 级 8 例。对照组 20 例，

男 13 例，女 7 例；年龄 18 - 65（41.2 +5.6）岁；

BMIQ4. 62 +3. 16）kg ／ m-； 病 程 1-6 （2.47 

+0.76) 年；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A 级

3 例，B 级 10 例，C 级 7 例。2 组性别、年龄、

BMI、病程和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 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SP20160156）。

1.6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消化科基础

治疗。采用还原型谷胱甘肽（山东绿叶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30001）进行基础保肝

治疗，并适时采用降酶、退黄等药物进行对症

治疗；根据不同类型的肝硬化，给予抗病毒、

戒酒、干扰素、免疫抑制剂、外科介入等针对

原发病的对因治疗；同时嘱患者适当减少劳动，

注意劳逸结合，并适当调整饮食习惯，例如有

腹水者应低盐饮食，黄疸患者应避免油腻，以

减少肝脏负担，最大限度控制存在的可控病因。

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基础上给予复方甘草酸苷

片（美能，日本秋山片剂株式会社，进口药品

注册批号：H20171325) 饭后口服，3 片／次，3

次／ d，3 个月为 1 个疗程，治疗 2 个疗程 6 个

月）。

1.7 观察指标

1.7.1 肝功能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 ECHOICD，意大利乐高特公司）

检测 2 组患者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

转氨酶（AST）和总胆红素 (TBil) 水平。

1.7.2  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  分别

于治疗前后根据患者的一般状况、腹水情况、

血清胆红素水平、血清白蛋白水平及凝血酶原

时间进行记分，不同状态分别记为 1 分、2 分

和 3 分，并将 5 个指标计分进行相加，总分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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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为 5 -15 分，根据总分将肝脏储备功能分为 A、

B、C3 个等级，等级越高，预示着肝脏储备功

能越差，病情越严重。

1.7.3  肝纤维化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化学发光法检测 2 组患者血清中透明质酸 (HA)、

层黏连蛋白（LN）、Ⅲ型前胶原氨基末端前肽

（p Ⅲ NP）和Ⅳ型胶原（Ⅳ -C）水平。

1.7.4 氧化应激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TBA 法检测血清中丙二醛（MDA）水平（试剂

盒为 BC0020，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采

用 NBT ／ MTS2PMS 比色法检测黄嘌呤氧化酶

（XO）活性（试剂盒为 JL14770 - 48T，上海江

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操作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完成。

1.7.5  炎性指标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

晨起空腹外周静脉血 4 mL，运用离心机 (KA - 

1000，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将样本进行离心，

离心后取上层血清置于洁净的 EP 管中，并放

于 - 20℃冰箱保存待检。通过自动免疫分析仪

（IMMAGE， 美 国 BECKMAN COULTER)， 采

用 ELISA 法检测 2 组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6

（IL-6）（试剂盒为 FK -FV0049，上海樊克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和白细胞介素 -8（IL-8）（试

剂盒为 GOY - E6388，上海谷研科技有限公司）

水平，全部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完成。

1.8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符合正态，采用 x±s 表

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采用 Mann - Whit-ney U 检验；二分类变量比较

采用 X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多组独立样本秩和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 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与治疗

前 比 较， 治 疗 后 2 组 患 者 血 清 ALT、AST 和

TBil 水平均明显降低（p 均 <0. 05）；与对照组

比较，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ALT、AST 和 TBil 水

平更低（p 均 <0.05）。见表 1。

表 1   2 组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数
ALT/（IU/L） AST/（IU/L） TBil（μmol/L）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观察组 20 43.27±5.16 31.62±6.53 ①② 45.79±3.28 32.84±3.69 ①② 36.83±4.92 21.61±2.18 ①②

对照组 20 42.29±6.19 36.28±5.26 ① 47.23±4.02 39.49±3.77 ① 35.87±4.24 26.43±3.25 ①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 05；②与对照组比较，P<0. 05。

2.2 2 组患者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

比较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2 组患者改良肝功

能 Child -Pugh 分级均明显改善（p 均 <0.05），

且治疗后观察组改善更明显（p<0.05）。见表 2。

表 2   2 组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改良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比较        例 ( % )

组
别

例
数

时间 A 级 B 级 C 级

观
察
组

20
治疗前 5（25） 7（35） 8（35）

治疗 6 个月后 17（85） 1（5） 2（10）

对
照
组

20
治疗前 3（15） 10（50） 7（35）

治疗 6 个月后 10（50） 7（35） 3（15）

2.3 2 组 患 者 血 清 肝 纤 维 化 指 标 水 平 比

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2 组患者血清 HA、

LN、PC Ⅲ NP、 Ⅵ -C 水 平 均 明 显 下 降（p 均

<0. 05）；与对照组比较，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HA、LN、PC Ⅲ NP、 Ⅵ -C 水 平 更 低（p 均

<0.05）。见表 3。

2.4 2 组患者血清氧化应激指标水平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2 组患者血清 MDA 水平

和 XO 活性均明显下降（p 均 <0. 05）；与对照

组比较，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MDA 水平和 XO 活

性更低（p 均 <0. 05)。见表 4。

2.5 2 组患者血清炎性指标水平比较  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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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前比较，治疗后 2 组患者血清 IL-6 和 11 -8

水平均明显下降（p 均 <0. 05）；与对照组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血清 IL-6 和 11 -8 水平更低（p

均 <0.05）。见表 5。

表 3    2 组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肝纤维化指标水平比较（x±s，ng/mL）

组别 例数

HA IN PC Ⅲ NP VI-C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观察
组

20
270.47±

15.55
87.39±
14.42 ①②

176.45±
12.14

86.46±
10.08 ①②

158.92±
14.92

73.23±
13.59 ①②

170.92±
6.46

92.81±
5.88 ①②

对照
组

20
266.56±

16.37
124.83±
13.47 ①

180.77±
14.43

136.49±
12.49 ①

160.47±
16.47

106.46±
15.58 ①

168.24±
10.42

127.33±
5.36 ①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 05；②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 4    2 组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氧化

应激指标比较（x±s）

组别
例
数

MDA/(nmol/L) XO/(IU/L)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观察
组

20
18.67±

2.14
5.63±
1.73 ①②

33.18±
1.88

14.27±
2.06 ①②

对照
组

20
19.56±

2.46
11.62±
1.84 ①

34.29±
2.65

20.37±
2.73 ①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P<0. 05；②与对照组比较，
P<0. 05。

   
 表 5   2 组肝硬化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炎性指标水

平比较（x±s，ng ／ L）

组别
例
数

IL-6 IL-8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治疗前

治疗
6 个月后

观察
组

20
37.26±

3.87
13.14±
2.96 ①②

38.47±
3.43

14.18±
3.16 ①②

对照
组

20
35.18±

3.45
20.17±
3.12 ①

34.62±
2.49

22.43±
2.87 ①

 注：①与治疗前比较 ,P <0.05；②与对照组比较 ,P 
<0. 05。

3 讨  论

肝硬化被认为是多种慢性肝病的终末期阶

段，预后差，病死率高 [8]。肝纤维化是多种肝

病发展为肝硬化必经的病理过程，随着疾病的

进展，细胞外基质过度沉积和纤维化瘢痕反复

发生最终导致肝硬化，所以控制肝纤维化是目

前延缓肝硬化进展急需解决的难题 [9]。

在引起肝硬化的众多原因中，氧化应激反

应和炎性反应起关键作用 [10]。首先，在氧代

谢过程中，氧化应激增强引发的脂质过氧化使

ROS 产生增多，导致 ROS 氧化生物膜，即 ROS

与膜磷脂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氧化反应，造

成多种脂质过氧化物形成过多，尤其是氧化应

激产物 MDA 和 XO。MDA 水平升高提示机体氧

化功能增强，自由基清除率下降，由此导致肝

细胞炎症、坏死，加重肝脏的病变。同时，大

量的 XO 由于肝细胞受损导致的不同程度微循

环障碍而大量生成，造成超氧化物含量增加，

从而加重肝损伤，所以动态观察 MDA 水平和

XO 活性，对于监测肝硬化患者体内氧化应激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11]。其次，炎性反应在肝纤维

化的启动和促进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肝脏

发生组织实性病变的同时伴大量炎症细胞浸润，

并产生大量的促炎因子，其中最重要的是 IL-6

和 IL-8。它们一方面通过趋化中性粒细胞、单

核细胞等释放其他促炎因子，介导局部和全身

的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又通过激活 Kupffer 细胞

和淋巴细胞等，共同参与激活肝脏星形细胞，

在清除坏死肝细胞的同时，刺激细胞外间质合

成分泌增加，加重肝细胞损伤 [12]。最后，氧

化应激反应和炎性反应在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

可以相互影响，共同诱导并加重肝纤维化的恶

性循环。一方面，ROS 等可以通过激发细胞内

NF-KB 等级联信号的传导来增强 IL-6 和 IL-8

等促炎因子的表达，加重炎性损伤；另一方面，

活化的炎性细胞又可以诱导机体产生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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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导致更高水平的氧化应激，两者共同激

活肝星状细胞产生胶原纤维和促纤维化细胞因

子，促进肝纤维化的发生，加快肝硬化形成的

进程 [13]。

复方甘草酸苷片对于各种肝病的防治均具

有积极的作用。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复方甘草

酸苷片可显著减轻患者炎性反应，改善肝功能，

降低肝纤维化指标水平 [14-15]。相关动物实验表

明，复方甘草酸苷片可以通过抑制 NF - KB 促

炎信号通路的转导和下游炎性分子的表达抑制

肝损伤，发挥保护肝脏的作用 [16]。复方甘草酸

苷的主要组分为甘草酸苷、甘氨酸和盐酸半胱

氨酸。有研究发现甘草酸苷一方面通过抑制 IL 

-6 和 IL-8 的表达，显著增加肝细胞的活性，

另一方面，又通过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和谷胱甘肽表达以及抑制 MDA 合成，减轻氧化

应激诱导的肝细胞损伤 [17]。甘氨酸是内源性抗

氧化剂还原性谷胱甘肽的组成氨基酸，具有抗

氧化性，其可抑制肝细胞表面 CD14 受体的表达，

减轻实验大鼠的肝纤维化程度 [18]；甘氨酸还可

以通过减轻线粒体肿胀和改善线粒体膜电位，

抑制活性氧 ROS 生成，减少 ROS 和脂质过氧

化作用，减轻氧化应激反应造成的肝损伤 [19]。

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后，

患者血清中 MDA、XO、11-6 和 IL-8 水平明显

低于治疗前及对照组，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 [20]，提示复方甘草酸苷片具有抗氧化和抗

炎作用。

ALT、AST、TBil 是最常用来反映肝细胞

损伤的血清学指标，它们存在于肝细胞中，当

肝细胞膜受损或者细胞坏死时进入血中，其中

ALT、AST 是反映肝细胞膜稳定性最敏感的指

标，且 ALT、AST 水平越高代表肝细胞损伤越

严重。肝硬化时肝细胞排泄功能降低，胆红素

排出障碍，使得血中胆红素升高，IBil 升高预

示着肝细胞进行性坏死并且预后不良 [21]。因此，

通过测定血清或血浆中酶的活性可以反映肝细

胞受损情况及损伤程度。对于肝脏储备功能的

评价，目前最广泛应用的是改良肝功能 Child-

Pugh 分级法，Child - Pugh 分级越高表示患者

病情越严重，而且血清 ALT、AST、TBil 水平

随着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的增高而逐渐上

升 [22]。肝纤四项是反映肝纤维化程度的敏感指

标 [23]。测定上述指标对估测肝硬化的严重程度

及预后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本研究结果显

示，加用复方甘草酸苷片治疗可明显降低血清

ALT、AST、TBil 及肝纤四项指标水平，并且改

善肝功能 Child - Pugh 分级，提示复方甘草酸

苷片具有改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和肝纤维化

程度的作用。

综上所述，肝硬化患者机体处于高氧化应

激和炎性反应状态，复方甘草酸苷片可显著改

善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和肝纤维化状况，其作

用机制可能与抑制氧化应激和炎性反应有关。

本研究为小样本、单中心的临床研究，有待开

展大样本、多中心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复方甘草

酸苷片治疗肝硬化的疗效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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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康养领域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从 2013 年医养结合第一次

被提出，截止到 2018 年短短 5 年时间里，发表

相关论文的数量过千，这一现象说明，医养结

合养老模式逐渐进入研究者视野，成为我国养

老模式研究的新热点。

就全国范围来看，朱凤梅等 [1] 研究发现医

养结合政策执行浮于表面较多，刘维等 [2] 发现

医养结合知晓率较低，有研究 [3] 指出，医养结

合的人才方面存在人员配备少、职业资质低、

专业医护背景人员少等特点，孟海英 [4] 发现洛

阳市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存在定性不清楚、保

障体系不完善、医养风险高等问题。

医养结合是一种新型养老模式，是将现

代化医疗服务技术与养老保障模式相结合，尝

试用来解决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具体康养问题。

2018 年 1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就进一步发展

养老产业、推进医养结合和提高老有所养质量

进行了安排和部署。我国医疗养老服务仍处于

起步阶段，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各

地都在积极进行探索和尝试。

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大多数医院除保障每

日正常运营外很难再拓展养老业务，而大多数

养老院又存在硬件不达标、人员不够资格，以

及自身办院资质问题难以开展医疗服务。在我

国现有行政管理体系中，医疗业务涉及的主管

部门为各级卫生和健康管理部门，养老业务涉

及的主管部门为民政部门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门。医养结合模式相当于组合了两个机构，

同时又受多部门管理监督，这样可能会存在部

门之间衔接不紧密，体制组合存在障碍等问题。

渭南市也积极响应相关号召，积极寻求一

条适合本地发展的路线。自 2017 年起，渭南先

后在潼关建成首家“医养结合”养老院、渭南

(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26)

摘要： 医养结合模式是近年来养老行业新兴起的热点，也是适应养老事业发展的趋势，各地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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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三医院康复养老中心、渭南杜桥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等医养结合单位。渭南市于 2019 年

被确定为全国第四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地区，在主城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产业总体布局，良性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医养

结合养老服务体系，涌现了一批“杜桥养老模

式”“临渭模式”。截止 2021 年 10 月，以渭

南主城区即政府机构所在地临渭区为例，现有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22.9%，高出全国平

均水平 4.2 个百分点，主城区人口呈现空巢、

失能及半失能老人增幅大的特点。基于这么庞

大的市场需求，医养市场配置和供需及医养意

愿也是需要研究的重点。

1 医养结合现状

1.1 国内医养结合现状 纵观国内医养结合

认知发现，郑玥 [5] 将国内医养结合总结为五种

模式：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模式、养老机构

增加医疗服务模式、养老机构进驻医疗机构模

式、商业化养老社区、家庭购买简单医疗服务

模式。赖敏清 [6] 认为，随着家庭养老功能削弱，

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

料及医疗服务需求，而“医养结合”机构养老

将作为一种正式养老形式。倪语初等 [7] 阐述了

我国“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发展现状及其

实现途径，指出“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模式存

在如下问题：（1）养老服务供需不平衡，政府

管理机制不健全；（2） 筹资机制不完善，服

务主体参与积极性不高；（3）准入标准难统一，

专业人员缺乏：（4）信息化建设滞后等。刘巍 [8]

以哈尔滨市 16 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为研究

对象，分析养老机构建设现状、入住者对机构

养老意愿和服务满意度，结果显示，老年人有

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需求的占比 66.4%

左右，无自理能力老人有更强的“医养结合”

方面的服务需求，服务类型主要体现在健康监

测、康复训练、功能检查和失能护理四个方面；

老年人认为机构服务供给方面的“医保政策”“医

疗设施”“服务人员素质”及“服务费用”均

需得到改善。

1.2 渭南市医养结合现状 渭南市医养结合

机构中既有政府出资兴办或者转型而成的，又

有民间力量兴办的，分别对公办医养结合单位

和民办医养结合机构进行调研，相比于普通养

老机构，医养结合机构基础设施要好很多，规

模也较大，管理也更为规范。以及有居住室、

卫生室、娱乐室、活动室、餐厅，以及安全消

防设施，在公共区域有监控和呼叫系统。居住

室有两人间和单人间，一般生活能自理的为两

人间，不能自理者为单人间，房间就像宾馆的

基本设施，内有卫生间、空调、暖气、呼叫设备，

卫生间有防滑垫，有扶手，建筑外部有多个通

道及残障通道，一些市中心地段机构由于选址

及区域发展桎梏，规模及容纳量有限，一些地

处郊区的机构，其规模、绿化更好。医养机构

基本由医疗部门和养老部门有机结合，区域相

对独立且职能紧密联系。医院改造而成的机构，

在保留基本医院的部门和绿化外，针对老年人

的常见病、易发病分类设置科室，方便老人就

医，园区绿化好，对于能自主活动的入住者，

由专人定时组织作日常健身、锻炼、做操。对

于不能自理者，工作人员协助、推送老人坐轮

椅进行观看娱乐活动，以及协助监督老人自主

活动上半身及上肢功能锻炼。针对卧床的老人，

加强照护级别，专人负责，为老人进行擦洗、

翻身、进食、排泄，让老人接受床上被动活动，

防止肌肉萎缩。针对一些医养结合做得比较出

色的机构，经常有当地或者外地学习者参观学

习，可以给入住老人带来一部分礼品来补充老

人生活所需，使之体会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在人员配备方面，公办的医养结合机构

比民办更有优势。公办医养结合中大部分人员

享受国家事业编制，工资由财政发放，政府可

以通过事业单位招考等方式补充编制，相较于

医院合同制工作，事业单位招考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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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民办的医养结合机构更重视成本，会有一些

城市下岗职工、农村闲置劳动力引入，特别是 

45~60 岁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进行生活照料

方面得心应手，但在学习新知识，技能强化方

面存在一定劣势。生活照料方面工作人员以女

性为主，有个别男性工作人员实际更受欢迎，

他们在体能方面更有优势，有些人能把技能和

生活相结合，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在行业内很

受欢迎，有客户指定工作人员为其服务，甚至

有早早预约、排队等待服务的现象。

在渭南市现有医养结合模式中以渭南市临

渭区杜桥医养中心为例，该机构是市内发展较

好的医养结合机构之一，2022 年获批为全国第

二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机构。

其业务用房共 3000 m2，床位 100 张，其中医养

床位 80 张，日间照料床位 20 张。打造出微负

担养老、专业化养老、零距离就医、全程化护理、

个体化宣教、多元化活动、人性化关怀的养老

一体化杜桥服务模式。

以临渭区老年公寓为例，也是医养结合产

物，该机构不仅提供对入住老人的日常照顾、

护理保健、娱乐生活，还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

保健、康复、陪伴就医、临终关怀、丧葬服务等，

真正做到全程、全项目为老人及其家庭服务。

对于一些瘫痪及自理能力全部丧失或部分丧失

的老年人，能够做好基本生活护理医疗服务，

对于一些失能的老年人，更注重提供专业化医

疗护理服务。在基础设施方面更为用心，切实

保障入住老人的身心健康。

从收费标准来看，公办收费比民办机构同

类型同标准略高，平均高 200~300 元之间，在

调查中发现，就环境、设施以及服务质量而言，

公办医养结合机构更具有优势。

2 医养结合模式存在的问题

2.1 医养结合机构不足 国家规定每 1000 名

老人 15 张病床的要求，渭南主城区目前远远达

不到这一标准。在一部分人固有传统观念不愿

选择机构养老情况下，医养结合的供需双方依

然存在不平衡性，即现有机构不能满足老年人

实际需要。

2.2 资金短缺及来源单一 从这点来看，公

办医养结合机构会好一些，从场所来源及修建、

基础设施、人员工资方面政府能够出资一部分，

机构承受的压力会低一些。相对而言，民办机

构承担的生存压力、竞争压力更大，忙于应付

基本开支，在机构长远发展、质量提升方面精

力有限。整体而言，现有的医养结合机构没有

结合其他养老产业链，调动社会各界力量，特

别是吸纳慈善及公益机构，来进行多方筹集资

金。虽然政府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是资金

短缺和来源途径有限依然是限制医养结合机构

良性发展的枷锁。

2.3 医养结合兴办受到桎梏 医养结合是养

老产业发展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由于举办耗资较大，产业进入门槛较高，以

国家为主体兴办更切合实际，或者可以因地制

宜引入集体所有制，或者引入第三方资本进入，

个体承担局限性较大。目前该地区某些医养结

合机构探索实行了医联体及双向转诊制度，能

切实解决其医疗条件局限及满足自身业务发展

的需求。下一步也可以和当地高校如渭南职业

技术学院增进联系，加强专业技术指导。

2.4 医养结合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防

护用品不普及 有些医养结合机构是在医院基础

上改建的，存在一些设施不合理的地方，可以

逐步改善，如公共通道的防滑设计，生活用品

的防滑处理。在和机构工作人员访谈中得知，

医养结合机构留不住人的现象十分普遍。据了

解可能与以下问题有关，如工作人员认为器具

及智能设置应用不足，翻身等操作依靠人力，

造成工作效率不高，防压疮成效不大及工作人

员体力透支过大等。因此，需大量投入专为老

年人设计的一些防护用品，如防跌倒马桶、智

能护理床翻身装置、智能帮助肢体功能锻炼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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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这需要机构和产品研发部门合作，逐步形

成具有上下游的完整养老产业链体系。

2.5 医养结合机构整体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对于失能老人进行延缓病情发展的相关药物治

疗，以及补充营养，认知训练、康复锻炼、体

育锻炼等，根据每位老人的具体情况，在工作

人员协助下进行适当社交活动。老年人群中慢

性疾病高发 [9]，且患病率还在不断上升 [10-11]。

因此，具有专业慢性病管理经验、康复功能锻

炼指导、专业心理医师指导，在一些老年人常

患病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帕金森症、阿尔

茨海默症等；心脑血管类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

高血压、高脂血症等；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

骨骼类疾病如关节炎、痛风中建立及培养一支

优秀的医护队伍，打造自身品牌优势及口碑，

后期人们在选择医养机构时必然会在这些方面

增加考量。整体医疗护理服务质量也是医养行

业的核心竞争力。

2.6 医养结合机构收费相对较高 相较于普

通养老院，医养结合机构运营成本更高，因此

在收费上也会受到影响。这类机构前期投资很

大，投资回收周期长，因此运营利润不高。即

使政府给以专项资金支持或政策扶持，也存在

多部门审核，有些部门职能交叉，有些职能之

间缺乏连接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医养

机构没有过多结余，有些老人及老人家庭对费

用支出显现微词甚或不满。而有些政策又没有

用活用尽，没有使各方享受到政策红利。

2.7 普遍存在对医养结合认识不足的问题 

一部分人即使患病还抱有居家养老观念，即使

在很不便利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入住医养机构养

老；一部分人嫌医养机构费用相对较高，在疾

病得到控制或者缓和后便转到普通养老院，使

后续治疗中断或者不能很好地衔接。这样的现

象需要跟进，了解深层次的原因，探讨怎样为

老人提供一些性价比更高的医护服务，实现“以

老年人为中心”目的。党瑞英等 [12] 以 35 家养

老机构的 324 名老年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老

年人的“医养结合”机构养老服务需求意愿及

对养老服务的建议，认为护理保险制度的建立

是推动“医养结合”机构发展的有效措施，至

于在本地区是否能够依靠护理保险制度解决问

题需要后续进行研究。

2.8 医养结合机构中专业人才缺乏 相较于

传统的养老院，医养结合更为专业和规范，对

于工作人员的来源、构成、结构、性别需求也

有所不同。比如，除了对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

照料外还有更多的医疗干预和护理操作，这就

需要有医疗护理背景的人员参与进来，具有专

业知识的智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士更受欢

迎，在此类人员不足情况下社会层面上养老护

理员培养为其补充途径。既懂机构运营和管理

又懂专业基础和技能知识的人员，成为决定整

个机构能走多远的主要因素。在有些操作方面，

由于男性体力较好具有优势，如协助不能自理

老人翻身擦洗、协助老人进行康复功能锻炼等。

这些供需信息定位也为人才定位指明方向。

3 医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途径

专业的医疗护理队伍是老年人健康养老的

技术保障基础，专业人才需要专业院校培养，

针对专业机构中不同人才层次定位需求，职业

院校须进行系统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的实施。

渭南本地市属院校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在 2019 年

获批智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可以便利地为

本地区培养急需专业养老人才。

由于医养结合机构中失能及半失能老人入

住相对较多，整体护理服务强度较大，刚毕业

的学生没有耐心，能吃苦耐劳的中老年护工又

缺乏专业知识，一时难以打通两者之间的界限

融合和各自优势。加之工作人员所得薪酬与医

院相比较低，个别专业人才工作价值得不到认

可，另有人们的思想观念狭隘，专业人才社会

认可度较低，个别人思想上觉得选择医养结合

机构上班好像低人一等，这一系列的现象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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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在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所以需要政府提

倡、媒体发力进行医养关注点导向、职业院校

进行专业宣讲和发展较好的智慧健康服务与管

理专业学生现身说法。为服务于本地产业发挥

更大作用，解决目前老龄化发展困境，解决医

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中存在的多重问题，将行

业发展壮大。同时鼓励依托公办职业类学校、

技校类具有办学资质单位承担起社会责任，面

向社会人群，提供师资、场所、设备等，用于

培养短期就能结业，能够将技能应用于老人的

养老护理员。更要鼓励社会第三方组织“老年

人能力评估”等类似培训班，因为科学正确评

估老人问题和状态，是正确对待，科学分级，

采取合理措施的第一步。

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培养养老专业人才

是多部门参与，分层发力，共同合力形成一群

具有专业层次、层次递进，适合医养结合具体

需要的，或参与居家养老或参与机构养老的，

进行接诊、服务、照护、管理老年人工作流程

的队伍。

渭南虽然与大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

近年来被纳入距离西安半小时经济圈，其与主

中心城市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日俱增，

加上不断增长的生活质量需求，老年人在养老

方式选择方面更为宽泛，而寻求一种自己和家

庭经济能承受的、更能保障就医需要的或者医

养条件中环境更好的、医护服务更舒心的机构，

会是入住者需要考虑的重点。

4 渭南主城区医养结合现状突出问题的解

决方法

4.1 做好政府统筹 政府出面加强监管的同

时，缩短职能部门层级，精简一些中间手续和

审批，加强政策扶持，以及国家在疫情期间出

台的一系列让利于企业的精政减政之策，在土

地出让及税收方面能够有所倾斜。鼓励多方资

本进入医养结合领域，解决养老难问题，减少

社会矛盾。

4.2 做好人才培养 政府统筹，发挥各层面

各层级的优势，培养智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本科、专科人才，养老护理员人才，医学老年

病方向人才、老年人护理专业人才，鼓励优先

服务于当地，解决本地医养结合养老问题。

4.3 做到留下人才 鼓励医养结合机构和高

校建立订单式培养意愿，在当今其他专业大学

毕业生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营造出“一人优

秀百家求”的场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影响力，

加大社会对智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认识度。

对于进入医养结合机构工作人员，管理者要将

其薪金福利向医疗机构靠拢，建立人员晋升、

职称认定、继续教育等一系列人才晋级体系。

使其有信心、有希望继续在机构工作，稳定人

员队伍。毕竟大部分专业人员还是希望能够以

本专业谋生，希望在本专业有所建树。医养结

合模式为新兴事物，能够满足个人成长需要，

为自身发展提供东风。早期政府可以考虑发放

急需岗位特殊补助津贴，对从业人员进行经济

和心理双重慰籍。

4.4 做好舆论宣传 多方营造机构养老的优

势，特别是具有医疗护理资质，具有专业养老

人才的医养结合模式和机构更能满足有复杂基

础疾病老人的需要，改变其传统居家养老打算，

可以减少一定数量的老年人居家意外事故和伤

亡。除了做好需求方舆情之外，还要加大对初中、

高中学生和三校生做好选择养老方向专业的宣

传，可以考虑对该类学生减免部分学费或奖助

学金等方式，政府出资优选专业人才。因为所

处地为北方，大部分人还有捧“铁饭碗”的思想，

可以稳定一部分人才来源。

综上所述，通过对渭南主城区医养结合问

题的调研和相关现状分析，希望引发相关领域

的思考和引起多方关注。发现现存问题，探索

寻求适合本地区的一些方法，用来解决建设、

供需、人才培养、专业发展、行业发展中的矛盾，

针对一些现状突出问题，给出解决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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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铺平老年人“养老、乐老、平安老”

的道路，为解决老龄化突出问题、建设和谐社

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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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Integration in the 
Main Urban District of Weinan City

Xi Weijuan

(Wei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inan 714000, Shaanxi)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elderly care is a new hot spot in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and it is also a trend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derly care industry. All regions are increasing their research on it.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in this region can help provide perspectives, 

references, and identify problems for governments,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social figures, elderly people, and their families. 

This article lists the prominent issues found in the study, analyzes them,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nd 

contributes to solving the prominent issue of medical and elderly care integration (i.e. elderly care and medical issues) in the 

aging population.

Keywords: Combin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care; Healthy elderly care;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 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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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规疗法治疗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脾肾两虚证临床研究

李    宁    李    君    李兴永    任大鹏

(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规疗法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

床疗效。方法   选取 90 例脾肾两虚型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及观察组各 45 例。对照组给予现代医学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健脾固肾颗粒口服。

观察 2 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肺功能［肺活量（FVC）、

最大呼气流量（PEF）、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炎症因子［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白细胞介素 -4（IL-4）、血清 C- 反应蛋白（CRP）］水平及免疫功能指标［疫球蛋白 A（Ig A）、免

疫球蛋白 G（Ig G）及免疫球蛋白 M（Ig M）、T 细胞亚群（CD3+、CD4+、CD8+、CD4+/CD8+）］的变化。

结果：治疗后，观察组临床疗效为 93.33%，对照组为 77.7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后，2 组咳嗽痰多、气喘、神疲乏力、食少纳呆、气短懒言中医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观察组

上述 5 项中医证候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2 组 FVC、PEF、

FEV1 指标值均较治疗前升高，观察组上述 3 项指标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后，2 组 TNF-α、CRP、IL-4 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观察组上述 3 项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2 组 Ig A、Ig G、Ig M、CD3+、CD4+、CD4+/CD8+ 指标值均较治

疗前上升，CD8+ 指标值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观察组 Ig A、Ig G、

Ig M、CD3+、CD4+、CD4+/CD8+ 指标值均高于对照组，CD8+ 指标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 组治疗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规疗法治疗脾肾

两虚型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可缓解临床症状，减轻炎症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提高肺功能。

关键词：反复呼吸道感染；小儿；脾肾两虚证；健脾固肾颗粒；肺功能；炎症因子

中图分类号：R5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时间：2022-07-12

作者简介：李宁（1979-），女，平顶山中医医院副教授医师。



·66· 第 13 卷李宁等：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脾肾两虚证临床研究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recurrent respiratory 

tractinfection，RRTI）指患儿频繁上、下呼吸道

感染，表现为扁桃体炎、支气管炎、肺炎等，

反复感染，迁延难愈，易导致咳喘等多种并发症，

影响患儿身体健康 [1]。由于小儿机体发育尚不

完善，鼻腔部狭窄和肺泡数目少等导致病原微

生物难以有效清除，生理特点决定了该病易反

复发作 [2]。研究发现，小儿免疫功能指标处于

较低水平，病毒容易入侵，反复感染，导致机

体产生炎症因子，引起炎症反应 [3-4]。现代医学

一般以抗感染、免疫调节及补充微量元素为主。

小儿 RRTI 归属于中医体虚感冒、咳喘、虚证、

自汗等范畴，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喂养失当，

或病后调养不当，或久病失治误治，导致患儿

脾胃虚弱、气血不足、无力抵抗外邪，内环境

失宜，易于复感。本质为肺、脾、肾三脏虚损，

致卫外不固，反复感邪，迁延不愈。脾肾两虚

是导致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治宜健脾固肾 [5-6]。

本研究观察应用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

规疗法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 RRTI 的临床效果，

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符合 《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

判断条件和防治》[7] 和《儿童反复上呼吸道感

染临床诊治管理专家共识》[8] 中小儿 RRTI 诊断

标准：2 次感染间隔至少 7d 以上；年龄 2 ～ 12

岁；具有发热、流涕、鼻塞、喷嚏伴轻咳等症；

食欲不振、盗汗、体质量不增、面色萎黄等；

0 ～ 2 岁每年呼吸道感染次数超过 7 次，3 ～ 5

岁感染超过 6 次，6 ～ 12 岁感染超过 5 次。

1.2 辨证标准 符合 《中医儿科学》[9]、《中

医儿科常见病诊疗指南》[10] 中脾肾两虚证辨证

标准。主症为感冒咳嗽，腰膝酸软，神疲乏力，

气短，大便溏薄，夜尿频多；次症为食少纳呆，

面色苍白，口淡不渴；脉沉细、舌淡、苔白。

1.3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及辨证标准；

年龄 2 ～ 12 岁；临床资料完整；精神良好，且

治疗依从性高；患儿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订知

情同意书。

1.4 排除标准 先天性疾病；合并重要脏器、

免疫等其他原发性疾病；合并其他感染或与呼

吸道感染；药物过敏和拒绝中药治疗；上气道

咳嗽综合征及哮喘；临床资料缺失；近 6 个月

内服用免疫抑制剂或免疫增强剂；依从性差，

不能配合治疗和检查。

1.5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平顶山市中医医院收治的 90 例脾肾两虚

型 RRTI 患儿，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及

观察组各 45 例。对照组男 22 例，女 23 例；年

龄 2 ～ 3 岁 20 例，4 ～ 6 岁 18 例，7 ～ 12 岁 7 例，

平均（6.47±0.86）岁；每年感染次数 5 ～ 13 次，

平均（8.86±1.72）次，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

染例数分别为 27 例、18 例。观察组男 20 例，

女 25 例；年龄 2 ～ 3 岁 22 例，4 ～ 6 岁 19 例，

7 ～ 12 岁 4 例， 平 均（6.51±0.92） 岁； 每 年

感染次数 6 ～ 14 次，平均（8.91±1.77）次，

上呼吸道及下呼吸道感染例数分别为 23 例、22

例。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平顶山市中

医医院临床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同意执行（批

号：20-21ZY2289）。

2 治疗方法

2.1 对照组 患儿急性期给予现代医学常规

治疗，感染严重患儿给予抗感染治疗，发热者

给予退热处理，腹泻和咽痛严重者分别进行止

泻和雾化吸入治疗（雾化吸入布地奈德，＞ 6

岁患儿，每次 2mL，每天 2 次；≤ 6 岁患儿，

每次 1 m L，每天 2 次）。缓解期给予健康教育，

包括适当休息、营养均衡、保持环境舒适及适

量运动等。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健脾固肾

颗粒口服治疗，处方：焦白术 15 g，鸡内金、黄芪、

枳壳各 12 g，益智仁、槟榔各 10 g，砂仁 8 g，

紫草 6 g，党参、甘草各 3 g。药材加水煎煮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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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缩后制成颗粒剂，每袋 10 g，每 100 g 颗粒相

当于 126 g 处方药材，每次 1 袋，2 ～ 5 岁，早

晚各 1 次；6 ～ 12 岁，早中晚各 1 次，连续治

疗 3 周。

3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3.1 观察指标 

①比较 2 组临床疗效。②中医证候评分：

参照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

设计与评价技术指南》[11] 进行证候评分，从咳

嗽痰多、气喘、神疲乏力、食少纳呆、气短懒

言等方面评价证候改善情况，按程度分为无、

轻、 中、 重 4 级， 分 别 计 0、2、4、6 分， 中

医证候严重情况与得分呈正相关。③肺功能

指标：采用 Spirolab Ⅱ肺功能测定仪（北京精

诚华泰仪表有限公司）检测肺活量（FVC）、

最大呼气流量（PEF）及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

（FEV1）水平。④炎症因子：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ELISA）法检测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 和 白 细 胞 介 素 -4（IL-4） 水 平，

试剂盒购于武汉华美有限公司。免疫扩散检测

血清 C- 反应蛋白（CRP）水平，试剂盒购于上

海臻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为 20201123。

⑤免疫功能指标：于治疗前后取患儿空腹静脉

血 1 m L， 离 心， 取 上 清， 采 用 BS-280 全 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免疫球蛋白 A（Ig A）、免

疫球蛋白 G（Ig G）及免疫球蛋白 M（Ig M）

水平，试剂盒分别购于上海优选生物科技有

限 公 司， 批 号 分 别 为 20201204、20201212 和

20201217。Cyto FLEX 型流式细胞仪（贝克曼库

尔特公司）检测 T 细胞亚群（CD3+、CD4+、

CD8+、CD4+/CD8+）试剂盒购于 BD 公司，批

号分别为 J20201141、J20201121、J20201128 和

J20201129。⑥不良反应：统计 2 组患儿治疗期

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3.2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

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 χ2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 显效：咳嗽、咳痰、气喘、

发热症状完全消失，未感染复发或加重；有效：

咳嗽、咳痰、气喘、发热症状有一定改善，感

染次数减少；无效：咳嗽、咳痰、气喘、发热

症状未消失或症状加重，感染次数未减少 [12]。

4.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1。治疗后，观

察组临床疗效为 93.33％，对照组为 77.78％，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
组

45
15

（33.33）
20

（44.44）
10

（22.22）
35

（77.78）

观察
组

45
24

（53.33）
18

（40.00）
3

（6.67）

42
（93.33）

①

注：①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4.3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见表

2。治疗后，2 组咳嗽痰多、气喘、神疲乏力、

食少纳呆、气短懒言中医证候评分均较治疗前

下降，观察组上述 5 项中医证候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2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x± s） 分

组 
别

时 间
例
数

咳嗽痰多 气喘 神疲乏力 食少纳呆 气短懒言

对照
组

治疗前 45 5.01 ± 0.65 4.69 ± 1.23 4.61 ± 0.78 4.02 ± 0.74 4.27 ± 0.57

治疗后 45 2.12 ± 0.57 ① 2.02 ± 0.65 ① 1.56 ± 0.43 ① 1.84 ± 0.66 ① 1.96 ± 0.48 ①

观察
组

治疗前 45 5.04 ± 0.71 4.71 ± 1.02 4.65 ± 0.82 3.99 ± 0.77 4.31 ± 0.61

治疗后 45 1.12 ± 0.33 ①② 1.17 ± 0.31 ①② 0.98 ± 0.35 ①② 0.83 ± 0.23 ①② 0.62 ± 0.17 ①②

注：①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②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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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 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见表 3。

治疗后，2 组 FVC、PEF、FEV1 指标值均较治

疗前升高，观察组上述 3 项指标值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表 3   2 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x ± s）

组 
别

时 间
例
数

FVC（L） PEF（s） FEV1（L）

对照
组

治疗前 45
2.02 ± 

0.31
2.10 ± 

0.32
1.62 ± 

0.18

治疗后 45
2.46 ± 
0.27 ①

2.43 ± 
0.34 ①

1.93 ±
 0.24 ①

观察
组

治疗前 45
1.99 ± 

0.27
2.09 ±
 0.33

1.63 ±
 0.19

治疗后 45
2.89 ± 
0.28 ①②

2.86 ± 
0.39 ①②

2.35 ± 
0.22 ①②

注：①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②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

4.5 2 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见表

4。治疗后，2 组 TNF-α、CRP、IL-4 水平均

较治疗前下降，观察组上述 3 项水平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统计学意义（P ＜ 0.05）。

4.6 2 组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见表 

5。 治 疗 后，2 组 Ig A、Ig G、Ig M、CD3+、

CD4+、CD4+/CD8+ 指标值均较治疗前上升，

CD8+ 指标值均较治疗前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治疗后，观察组 Ig A、Ig G、

Ig M、CD3+、CD4+、CD4+/CD8+ 指标值均高于

对照组，CD8+ 指标值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

4.7 不良反应 

2 组治疗期间未见血常规、尿常规、心电

图等异常，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

表 4    2 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x±s）

组 
别

时 间
例
数

TNF-α
（pg/m L）

CRP
（mg/m L）

IL-4（pg/
m L）

对照
组

治疗前 45
81.22 ± 

7.02
18.26 ± 

2.71
349.12 ± 

26.37

治疗后 45
43.17 ± 
6.25 ①

15.64 ±
 2.43 ①

253.14 ± 
21.43 ①

观察
组

治疗前 45
80.97 ± 

6.78
18.41 ± 

2.83
350.37 ± 

27.83

治疗后 45
24.05 ± 
6.03 ①②

11.03 ± 
2.17 ①②

193.03 ± 

22.17 ①②

注：①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②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 0.05

表 5   2 组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x±s）

项 目 时 间
对照组（例数

=45）
观察组（例数

=45）

Ig A
（g/L）

治疗前 0.51 ± 0.14 0.53 ± 0.17

治疗后 1.14 ± 0.21 ① 1.57 ± 0.18 ①②

Ig G
（g/L）

治疗前 7.41 ± 1.15 7.39 ± 1.13

治疗后 9.51 ± 1.24 ① 11.42 ± 1.39 ①②

Ig M
（g/L）

治疗前 0.94 ± 0.22 0.92 ± 0.19

治疗后 1.42 ± 0.24 ① 1.74 ± 0.26 ①②

CD3+
（%）

治疗前 44.85 ± 5.02 45.11 ± 4.75

治疗后 50.12 ± 5.07 ① 61.47 ± 5.07 ①②

CD4+
（%）

治疗前 25.04 ± 3.24 24.76 ± 4.07

治疗后 29.89 ± 3.74 ① 36.58 ± 4.67 ①②

CD8+
（%）

治疗前 37.79 ± 4.23 38.01 ± 5.09

治疗后 33.15 ± 3.78 ① 28.13 ± 2.96 ①②

CD4+/
CD8+

治疗前 0.66 ± 0.13 0.65 ± 0.11

治疗后 0.91 ± 0.22 ① 1.28 ± 0.45 ①②

5 讨论

小儿 RRTI 发病与病原微生物感染关系密

切，由于小儿免疫机制发育尚未完善，难以有

效地清除病原微生物，易导致反复感染，病程

长，缠绵难愈，预后较差。中医学认为，小儿

体质稚弱，肺脾肾三脏虚损，卫外不固，夹湿

夹滞，内蕴化热、邪热内扰，病性多为本虚标

实，治宜益气健脾、固肾培元 [12]。中医药治疗

RRTI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健脾肾颗粒为平顶

山市中医医院应用多年的协定处方，方中党参

味甘，性平，补中益气、健脾益肺、养血生津，

黄芪味甘，性微温，具补气固表、利水消肿，

二者共为君药，共奏益卫固表、健脾固肾功效；

焦白术苦甘温，健脾益气燥湿，益智仁味辛，

性温，温脾，暖肾，二者共为臣药，加强健脾

益气固肾功效；枳壳理气宽中，紫草凉血活血、

清热解毒，鸡内金消食健脾，槟榔消积导滞，

砂仁和胃醒脾，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健

脾固肾方重在调补肺肾之气，辅以益气健脾，

共奏益气健脾、固肾培元之功效，可有效治疗

小儿 R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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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党参提取物中的党

参多糖与氨基酸，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可增强

网状内皮系统，增加细胞吞噬功能，提高人体

免疫力 [13]；黄芪中的多糖、皂苷和黄酮类具有

抗氧化、杀菌和抗病毒作用 [14]；白术水提取物

具有抑制胃酸分泌、解除胃肠平滑肌痉挛，保

护胃黏膜损伤的药理作用 [15]；益智仁的水提取

物和甲醇提取物能够抑制体内炎症因子释放，

药理研究显示，其对肾阳虚多尿模型大鼠肾脏、

脾脏指数均有显著改善 [16]；枳壳中的黄酮类和

挥发油类物质均有抗菌抗病毒作用，能够双向

调节人体的胃肠平滑肌，可增强胃肠蠕动，同

时亦可缓解胃肠平滑肌扩张、缓解痉挛；紫草

中紫草素具有解热、抗菌消炎作用；槟榔中的

生物碱具有胆碱受体作用，可以使胃肠平滑肌

张力升高，增加肠蠕动，消化液分泌旺盛，增

强食欲；鸡内金含有胃激素和角蛋白具有促进

消化作用；砂仁中的挥发油具有杀菌、镇痛、

消炎作用，同时能够增加 P 物质和促进胃肠蠕

动；甘草中的皂苷和多糖类物质能够提高人体

免疫力 [17-22]。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临床疗效高于对照

组，中医证候评分降低，提示联合应用健脾固

肾颗粒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 RRTI 具有较好的

临床疗效。由于 RRTI 时间较长，患儿的肺通

气功能受损，导致肺功能下降，从而容易引起 

FVC、PEF 和 FEV1 水平降低；TNF-α 是肿瘤

坏死因子，可促 T 细胞产生各种炎症因子，进

而促进炎症反应的发生；CRP 是一种急性反应

期蛋白，当机体发生炎症时能够促进免疫细胞

释放溶菌体酶，发挥非特异性免疫作用，达到

抗炎抗菌的效果；IL-4 主要由活化 T 细胞产生，

是具有多种免疫学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反复

的呼吸道感染致使患儿血清中 TNF-α、CRP

和 IL-4 水平明显升高 [23]。本研究显示，治疗

后观察组 FVC、PEF 和 FEV1 水平均显著升高，

TNF-α、CRP 和 IL-4 水平均降低，提示联合

健脾固肾颗粒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 RRTI 可提

高肺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有研究证实，RRTI

受病毒感染后，辅助性 T 细胞受到侵犯，从而

导致 CD4+ 分化受到阻碍，总 T 淋巴细胞数量

减少，Ig A、Ig G 和 Ig M 蛋白表达降低，患儿

免疫功能障碍导致更容易受到细菌和病毒的侵

害，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24]。本研究中，治疗后

观察组 Ig A、Ig G、Ig M、CD3+、CD4+、CD4+/

CD8+ 水平均升高，CD8+ 降低，说明联合健脾

固肾颗粒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 RRTI 可提高免

疫功能，增强机体抵抗力。

综上所述，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

规疗法治疗脾肾两虚型小儿 RRTI 具有较好的

临床疗效，可缓解临床症状，减轻炎症反应，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提高肺功能。

参考文献

[1] 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危重症医学

工作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危

重症医学学组，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

治疗学学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常规呼吸支

持治疗的临床指征与院感防控 [J]．中华结核和

呼吸杂志，2020，43（3）：189-194.

[2] 车 荣 飞， 白 茹， 孙 聪， 等． 广 州 市

2018-2019 年呼吸道感染病毒性病原谱研究 [J].

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杂志，2020，34（6）：

630-635．

[3] 程琪，尚云晓．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及

其诊治策略 [J]．国际儿科学杂志，2020，47（11）：

749-754．

[4] 杨洁，赵玉倩，雒大国．维生素 D 缺

乏与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关系及机制 [J]．基

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2020，39（1）：264-

269.

[5] 张琪，邓芳，毕良学，等．血清 25- 羟

维生素 D 水平与儿童免疫功能和反复呼吸道感

染的关联性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20，23（9）：

1112-1116．



·70· 第 13 卷李宁等：健脾固肾颗粒联合现代医学常规疗法治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脾肾两虚证临床研究

[6] 和婧伟，汪永红，孙雯，等．基于中医

传承辅助平台（V2.5）软件分析时毓民教授治

疗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用药经验及其组方规律

[J]．中医儿科杂志，2020，16（2）：23-28．

[7] 林立，李昌崇．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

判断条件和防治 [J]．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2017，32（4）：249-252．

[8] 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儿童耳鼻

咽喉专业委员会．儿童反复上呼吸道感染临床

诊治管理专家共识 [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17，32（10）：721-725．

[9] 韩新民，熊磊．中医儿科学 [M]．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71-75．

[10]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儿科常见病

诊疗指南 [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100-102．

[11] 马融，胡思源，吴振起，等．小儿反

复呼吸道感染中药新药临床试验设计与评价技

术指南 [J]．药物评价研究，2015，38（3）：

238-243．

[12] 陈洁琳，覃敏，杨晓祥，等．反复呼

吸道感染儿童的免疫状态与维生素 A/E 缺乏

情 况 [J]． 广 西 医 学，2020，42（17）：2199-

2201，2205．

[13] 帖晓燕，张云鹤，辛国雄，等．党参

米炒炮制及其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中国中医

药信息杂志，2021，28（4）：140-145．

[14] 姜辉，顾胜龙，张玉婷，等．黄芪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安徽中医药大

学学报，2020，39（5）：93-96

[15] 顾思浩，孔维崧，张彤，等．白术的

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及复方临床应用进展 [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20，38（1）：69-73．

[16] 随家宁，李芳婵，郭勇秀，等．益智

仁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质量标志物研究进

展 [J]. 药物评价研究，2020，43（10）：2120-

2126．

[17] 王楠，顾笑妍，吴怡，等．鸡内金的

临床应用及药理作用研究概况 [J]．江苏中医药，

2021，53（1）：77-81．

[18] 张明发，沈雅琴．甘草及甘草酸类成

分抗病毒性肺炎的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药物

评价研究，2020，43（7）：1452-1468．

[19] 张凡，王绾江，景慧玲．紫草的现代

药理研究及皮肤科中的应用 [J]．中医药导报，

2020，26（9）：168-170．

[20] 杨雅蛟，孔维军，孙兰，等．槟榔化

学成分和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J]．世

界科学技术 - 中医药现代化，2019，21（12）：

2583-2591．

[21] 龚斌，李琴，胡小红，等．枳壳化学

成分及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J]. 南方林业科学，

2019，47（3）：40-45．

[22] 李丽丽，田文仓，刘茵，等．砂仁中

化学成分及其药理作用的研究进展 [J]．现代生

物医学进展，2018，18（22）：4390-4396．

[23] 曹祥，黄晓燕．布拉氏酵母菌联合维

生素 D 对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患儿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功能及 25-（OH）D3 的影响 [J]．临

床 和 实 验 医 学 杂 志，2020，19（16）：1744-

1747．

[24] 吕树泉，张淑芳，王振强，等．健脾

固肾化瘀汤对糖尿病肾病大鼠的保护作用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8，24（3）：142-

147.

[ 责任编辑：李新莉 ]



2023 年 6 月
第 14 卷第 2 期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ofWeinan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

June              2023
Vol.14          No.2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基本心理需求量表的调适及
信效度检验

李晓乾 1     刘 蕾 2    贺庆磊 2     胡寒朔 2    曹慧 3    王嘉钰 4    王轶男 5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渭南     714000； 2. 沈阳医学院护理学院，沈阳     110034； 

3. 沈阳医学院外语部，沈阳    110034；4. 辽宁省沈阳市辽宁中医药大学，沈阳    110085； 

5. 辽宁省人民医院呼吸内三科，沈阳    110034）

摘要：目的 对基本心理需求量表进行汉化，并在 2 型糖尿病住院患者中进行信效度检验，验证其

适用性。方法 于 2021 年 9—12 月在两家三甲医院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 620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问

卷调查。使用自设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和基本心理需求量表调查患者的社会人口学资料和基本心理需求

情况。分析该量表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内部一致性和稳定性。结果 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item-level 

CVI，I-CVL）均＞ 0.78，条目评价为优秀；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21 个条 目的 因子 负 荷 量 为 0.735 

～ 0.907，共 同度为 0.617 ～ 0.837，提取出 3 个特征根＞ 1 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 73.887%；验证性因

子分析结果显示，量表的 χ2 值为 555.219，χ2/df 为 2.985，CFI 为 0.957，SRMR 为 0.032，RMESA 为 

0.079，模型拟合度较好 ；信 度分析结果显示，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自主、胜任、

归属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924、0.942、0.950；BNSG-S 的再测信度为 0.842，自主、胜任、

归属分别 为 0.823、0.812、0.866。 结论 汉 化的基本心理需求量表与原量表的三因子结构相符，21 个

条目适用于测量中国 2 型糖尿病患者的基本心理需求满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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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展台】

编者按：
我校科研工作从起步到发展，科研质量逐步提高，正在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过程。

本展台以研究者或课题项目或学科为单位，展示我校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希望能
够促进高端学术研究者和科研团队的形成，进而带动科研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李晓乾副教
授（个人简介见封二）在护理教育、老年病医学领域有比较深入钻研，本期展示的是她在
该领域研究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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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球 20 ～ 79 岁的成年人糖尿病患

者约 5.37 亿，中国约为 1.4 亿，位居世界首位
[1]。有研究 [2] 证明，2 型糖尿病患者服药、运动、

健康饮食、自我检测等健康行为依从性越高，

其生理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越高。而自我决定

理 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 指 导 下

的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行为干预能有效降低糖

尿病患者的血糖，促进并维持其饮食、运动、

用药等健康行为 [3 -5]。SDT 认为，人类有自主、

胜任和归属 三种基本心理需求，基本心理需

求满足后，个体就会产生支持行为发展的自主

型动机，从而维持长期的健康行为 [6]。三种基

本心理需求被视为动机产生的营养和基础，因

此，基本心理需求这一变量的测量对于后续的

研究极为重要。基本心理需求量表（basic needs 

satisfaction in general scale，BNSG-S）最早用于

工作和关系等领域研究 [7]，目前未见有中国文

化背景下应用于测量 2 型糖尿病患者基本心理

需求的量表，而 Deci 等 [8] 开发的基本心理需求

量表并未进行信效度检验。基于我国目前缺乏

该测量工具，本研究对英文版的 BNSG-S 进行

跨文化调适，形成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测量 2 

型糖尿病患者基本心理需求的量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2021 年

9—12 月 在 辽 宁 省 沈 阳 医 学 院 附 属 二 院、 沈

阳医学院附属八院两家三级甲等医院中调查

共计 620 例患者。纳入标准：1）糖尿病诊断

按照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糖尿病诊断标准，

即 空 腹 血 糖 值 ≥ 7.0 mmol·L-1 或 餐 后 血 糖

≥ 1.1 mmol·L-1 或接受胰岛素治疗；2）年龄 

18 ～ 75 岁；3）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患者；2）合

并严重并发症者；3）精神异常、行动不便、

意识不清者；4）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者。该研

究已经通过沈阳医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

（SYMC-20201126-01）。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

内容包括患者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

身高、体质量、治疗方式等。

1.2.2 BNSG-S 基本心理需求量表由罗彻斯

特大学的教授 Deci 等 [8] 于 2000 年开发，包含

自主、胜任和归属需求 3 个维度；自主包含 7 

个条目，胜任包含 6 个条目，归属包含 8 个条目，

共计 21 个条目。量表每个条目采用 7 级计分法，

完全不符合计 1 分，到完全符合计 7 分。每个

维度的得分为 7 个条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

三个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该量表内

部一致性为 0.84~0 . 90 ，三 个 维 度 间 的 相 

关 性分 别 为 自 主 0.46~0.72，归属 0.33~0.79，

胜任 0.27~0.80。

1.2.3 量表的引进与汉化 汉化量表前，先通

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 Deci 教授，取得量表修

订权和使用权。量表汉化使用 Brislin 和美国矫

形外科医师学会循证医学委员会所推荐指南 [9]。

汉化过程：第一阶段为正向翻译，由 2 名老师

各自进行翻译，其中 1 名母语为汉语、无专业

背景的大学英语老师，另 1 名为慢性病管理领

域的博士学位教师；第二阶段由研究者对第一

阶段翻译完的 2 个版本的量表进行综合；第三

阶段为回译阶段，由 2 名非专业领域的大学英

语教师背对背将量表进行回译；第四阶段为专

家委员会评议阶段，即将课题组成员、参与翻

译和回译者、另加 1 名方法学专家、1 名语言

学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对最终回译的量表内

容进行评议，进行讨论后形成文字报道；第五

阶段为预实验阶段，使用 BNSG-S 对 30 例 2 型

糖尿病患者进行测评，对 BNSG-S 进行语义分

析。

1.2.4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 1） 内容效度 本研

究邀请了 6 位来自心理学、护理学、慢性病管

理领域的专家，参加 BNSG-S 内容效度的函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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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BNSG-S 的条目及条目的内容分配做出评

价。采用内容效度指数（content validity index，

CVI）来评价量表的内容效度 [10]。根据 Lynn[10]

给出的判断标准：专家数是 6 人或更多时，条

目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item-level CVI，I-CVL）

＞ 0.78，或全体一致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

（scale-level CVI/u － niversal agreement，S-CVI/

UA）＞ 0.80，平均量表水平的内容效度指数

（scale-level CVI/average，S-CVI/Ave）＞ 0.9，

量表内容效度较好。2）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

证性因子分析 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

方法来验证量表的理论架构。按照 Spicer[11] 的

建议，当 KMO（Kaiser-Meyer-Olkin）＞ 0.90 ，

量 表 可 以进 行 因素分 析 。 根 据 Hoyle 及

Panter[12] 的 推 荐 ，χ2/df ＜ 3，CFI ＞ 0.90[13]，

RMSEA ＜ 0.08[14]，SRMR ＜ 0.08[15]，提示模型

适配良好。3）信度分析 使用 Cronbach’s α 系

数和重测信度 r 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和稳

定性。Cronbach’sα 系数、重测信度均＞ 0.70[16]

提示量表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高。

1.2.5 资料收集 成立调查小组，统一对调查

员进行培训。问卷发放前，调查员向患者解释

本次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并让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发放后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讲解，指导

患者进行填写，30 min 内收回。共计发放两轮

量表，第一轮发放 300 份，收回 278 份，有效 

264 份，用于量表信度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

第二轮发放 320 份，回收 301 份，有效 268 份，

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将所收集数据采用双人录入的方法输入

到 Epidata 3.1 软件，患者的基本资料、信度分

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 SPSS 24.0 软件，验证

性因子分析采用 AMOS 24.0 软件。检验水准取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用作探索性因子分析的资料收集了 264 份，

用作验证性因子分析的资料收集了 268 份，一

般资料见表 1。

2.2 效度分析

2.2.1 内容效度分析 BNSG-S 的 I-CVL 为 

0.830 ～ 1.000，全体一致 S -CVI（S -CVI/UA）

为 0.904，平均 S-CVI（S-CVI/Ave）为 0.984，

BNSG-S 的内容效度理想。

2.2.2 探索性因子分析 BNSG -S 的 KMO 值

为 0.919，Bartlett 球 形 检 验 P ＜ 0.001，说 明 

BNSG -S 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

的方法，共提炼出 3 个特征根＞ 1 的因子，其

特征值分别为 6.028、4.788、4.700，可以解释 

21 个测量题项 73.887 的变异量。使用最大旋

转正交法，转轴后的因素矩阵如表 2 所示，共

同 因 素 一 有 B21、B12、B2、B16、B6、B9、

B18、B7， 共 同 因 素 二 有 B17、B20、B14、

B11、B4、B1、B8，共同因素三有 B13、B5、

B19、B15、B10、B3，各条目的因素负荷量为 0.735 

～ 0.907，共同度为 0.617 ～ 0.837。

2.2.3 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 显 示，BNSG-S 的 χ2 值 为 555.219，df 为 

186，χ2/df 为 2 .985 ，CFI 为 0.957 ，SRMR 为 

0.032，RMESA 为 0.079，模型拟合度好，见图 1。

2.3 信度分析

BNSG -S 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20，

三个维度自主、胜任、归属的 Cronbach’s α 

系 数 分 别 为 0.924、0.942、0.950，BNSG-S 的

内部一致性高、信度佳。BNSG-S 的再测信度

为 0.842，自主、胜任、归属分别为 0.823、0.812、

0.866，BNSG-S 再测信度佳、稳定性高。

表 1   2 型糖尿病患者两轮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
第一轮

（n=264）
第二轮

（n=268）

性别
/ 例（%）

男性 134（50.76） 136（50.75）
女性 130（49.24） 132（49.25）

年龄
（x±s）/ 岁

60.13±12.82 58.04±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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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和重点。本研究汉化的 

BNSG-S 为 2 型糖尿病患者心理需求满足提供

测量工具，为未来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行为干

预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

尽管本次研究为 2 型糖尿病患者基本心理

需求测量提供了工具，今后还需要更多研究去

证实和完善。首先，该量表需要在不同人群，

如健康人群、患病人群中进行重复研究；其次，

目前并无合适的效标工具进行相关性分析，在

未来研究中，将寻找合适的效标工具，来确定

基本心理需求量表的效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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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抗动脉粥样硬化的药理机制研究进展 

李晓乾 1    张鼎 2    胡跃强 2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 是一

种在多因素作用下造成的动脉内膜损伤性疾

病，由于脂质沉积、纤维组织增生和钙质积聚

于血管内皮受损处，从而形成的动脉粥样病变

或纤维性脂肪斑块。常好发于颈动脉、冠状动

脉及脑动脉等部位，是冠心病、缺血性脑卒中

及外周血管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础。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在我国有超过 2.9 亿的心血

管病患者，且导致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人数

的 1/3，而动脉粥样硬化就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

最主要原因。本病发病机制复杂，主要与炎症

反应、氧化应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栓形成、

脂质浸润、遗传因素及肠道菌群失调等密切相

关。目前临床治疗主要以药物治疗为主，常选

用降脂类、抗血小板聚集、扩张血管、抗氧化剂、

溶栓及抗凝药物治疗，动脉狭窄重度者也可介

入治疗，虽然药物治疗疗效尚可，但起效时间

较长，只能作为预防及辅助治疗，因此如何阻

止斑块的发展，进而延缓 AS 进程成为当今仍

需解决的问题。 

动脉粥样硬化根据症状及体征可归属于祖

国医学“眩晕”“中风”“头痛”“胸痹”等

范畴，现代医家多认为 AS 为本虚标实之证，

以气血阴阳亏虚为本，痰瘀毒邪阻滞为标。《血

证论》中记载 :  “须知痰水之壅，由瘀血使然。”

由此可见 AS 是在正气亏虚的基础下，痰瘀实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2.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3 ）

摘要：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动脉内膜异常沉积所致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发病机制复杂，主要与

炎症反应、氧化应激、高同型半胱氨酸、血栓形成及脂质浸润等原因密切相关，目前临床多选用降脂

类、抗血小板聚集及扩张血管等药物治疗，但起效时间较长，只能作为预防及辅助治疗。而中医药治

疗动脉粥样硬化疗效明显，可以有效抑制斑块新生及维持斑块稳定性，其中当归作为治疗动脉粥样硬

化的常用中药，具有补血活血、调经通便的作用，其药理成分及作用较广。通过多项数据挖掘、网络

药理研究总结发现，当归不仅是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高频补虚药物，而且含有挥发油、多糖、有机酸、

氨基酸、黄酮类等多种化学成分，可介导多个信号通路起到改善血流动力学、血管内皮功能的作用。

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总结当归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机制，从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抗血小板聚集、抑制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反应、调节血脂、调节自噬活性等方面展开综述，以期为

当归及其中药复方治疗动脉粥样硬化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动脉粥样硬化；当归；多糖；挥发油；有机酸；药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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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阻滞血脉，胶结凝聚，进而形成的粥样斑块。

近年来，中医治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它以多

成分、多靶点、多通路、多环节为优势，在整

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指导下，能有效抑制斑块

新生、维持斑块稳定性。其中中药当归补血活

血、调经通便，常用于治疗气血亏虚及经期失

调等病。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当归中含有挥发

油、多糖、有机酸、氨基酸、黄酮类等化学成

分，能起到抗炎、抗氧化、补血活血及调节免

疫等作用。其一，经过多项数据挖掘分析得出，

当归不仅是治疗 AS 的高频补虚药物，而且可

介导多个信号通路起到改善血流动力学、血管

内皮功能的作用。其二，一项网络药理学研究

显示当归治疗 AS 的活性成分高达 64 个，其中

有机酸类和挥发油类等 8种成分起到直接作用。

其三，《金匮要略》名方当归芍药散、李东垣

的当归补血汤等当归为主的中药复方均被证实

可以通过抑制炎性因子释放、修复血管内皮细

胞、抗细胞凋亡及改善血流动力学等方面起到

治疗 AS 的作用。因此，本文对当归活性成分

治疗 AS 的机制进行综述，以期为 AS 的临床中

医药治疗提供借鉴意义。

 1 当归的研究概况

 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  Angelica sinensis( 

Oliv.) Diels 的干燥根，味甘、性温、辛，归心、

脾、肝经，为补血活血之要药。最早记载于《神

农本草经》，后世的历代典籍中均对其有记载。

《景岳全书·本草正》曰：“当归，其味甘而重，

故专能补血，其气轻而辛，故又能行血。补中

有动，行中有补，诚血中之气药，亦血中之圣

药也。”由此说明当归适用于气血亏虚所致诸症。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当归具有广泛的活性成分，

主要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两大类，在这些水溶

性成分中，主要是当归多糖和有机酸，脂溶性

成分主要是挥发油 ( 藁本内酯、正丁烯内酯等 )，

此外，还有一些氨基酸、黄酮类和微量元素等。

其中挥发油及多糖等成分已被证实对心脑血管

疾病有较好疗效，具有抗炎、调节免疫、抗血

小板聚集、抗动脉粥样硬化、抑制细胞凋亡、

保护心肌细胞、调节血脂及保肝护肾等作用，

而且当归对血液系统也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

用，但起直接作用的化学成分及作用机制尚不

清楚，因此本研究对当归治疗 AS 的药理成分

及机制进行归纳总结。

 2 当归在动脉粥样硬化中的治疗机制

2.1 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AS 最典型的病理改变即血管平滑肌细胞异

常增殖、迁移和钙化，血管平滑肌细胞作为动

脉壁中最丰富的细胞成分，生理状态下处于非

增殖的收缩表型，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刺激后，

会迁移到血管内膜，转化成合成表型，发挥其

分裂增殖能力，使其中的内膜平滑肌细胞肥大、

增生及细胞外基质增加，这种长期的增殖导致

形成纤维帽，增加 AS 斑块的不稳定性。因此

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至关重要。

挥发油是当归中提取的主要活性成分，包

括藁本内酯，正丁烯内酯、当归酮、月桂烯等。

吴国泰等多项研究发现挥发油能通过阻断 α 受

体、抑制钙离子通道开放，对胸主动脉平滑肌

有舒张作用。藁本内酯可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

胞迁移，一方面通过抑制 c-Myc 蛋白表达，增

强表型转化相关蛋白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

表达，进而介导 c-Myc/MMP2 信号通路来发挥

作用；另一方面介导 Rho 蛋白激酶 /c-jun 氨基

酸末端激酶（ROCK/JNK）信号通路，Ras 同源

物基因 A（Rho A）激活下游的 ROCK1/2 蛋白，

使 ROCK 蛋白磷酸化，同时刺激 c-Jun 表达并

激活 JNK，引起血管平滑肌细胞收缩，进而减

少血管病理内膜的迁移。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s）通路是调

节炎症、增殖、分化、凋亡和存活的信号途径，

包括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1/2（ERK1/2）、J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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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 MAPK）。

MAPKs 的激活可以刺激下游转录基因的表达，

促进蛋白质合成和细胞增殖。阿魏酸（ferulic 

acid，FA）是当归有机酸中的代表，其含量最高，

分离出来最早。研究发现 ]FA 可以显著抑制血

管紧张素 II 诱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其抗

增殖作用主要通过抑制 ERK1/2 和 JNK 的激活，

ERK1/2 的激活会导致细胞周期蛋白 D1 的表达

和血管平滑肌细胞上 p Rb 的磷酸化，而 FA 可

以通过降低细胞周期蛋白 D1，导致磷酸化的 p 

Rb 下调，进而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 

综上所述，当归可以通过介导钙离子通道、

c-Myc/MMP2 信号通路、ROCK/JNK 信号通路

及 MAPKs 信号通路来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

殖，从而起到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2.2 抗血小板聚集

血栓形成是 AS 的发病机制之一，在动脉

粥样硬化发生过程中，当多个部位的内皮剥脱

和斑块破裂，使内皮下组织暴露时，血小板活

化因子会激活血中的血小板，从而使血小板黏

附在损伤的血管内膜上，形成附壁血栓，这种

血栓使血管腔逐渐狭窄，形成粥样斑块，因此

治疗时要抗血小板聚集治疗，一般是指抗血小

板作用和血浆的抗凝作用。

 多糖是一类天然高分子化合物，为当归的

主要水溶性成分之一，研究发现当归多糖能抑

制胶原蛋白、二磷酸腺苷（ADP）引起的血小

板聚集，减少凝血酶诱导的纤维蛋白原向纤维

蛋白的转化和纤溶酶的活性的影响。刘雪东等

研究发现 FA 也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具有较

强的抗凝血作用。张旭静等制备大鼠血栓模型，

观察当归超临界 CO2 提取物对大鼠血栓的作用，

研究发现超临界 CO2 提取物在注射 3d 后，可明

显降低模型大鼠血栓湿重，说明当归提取物对

大鼠血栓形成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当归

注射液对大鼠的血小板聚集、粘附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并能促进其红细胞变形，改善其血流

变性，纠正其失稳状态，对 AS 治疗具有重要

作用。

查尔酮是从当归中提取出的一种黄酮类化

合物，主要由黄当归醇（XA）和 4- 羟基德里

辛（4-HD）组成。研究发现查尔酮具有抑制血

小板聚集的能力，Son 也发现，XA 和 4-HD 可

以通过介导血小板中磷脂酶 Cγ（PLCγ）相关

通路来抑制胶原蛋白、血小板活化因子和血小

板聚集。

综上所述，当归能通过抑制血小板活化因

子、纤溶酶原，并介导 PLCγ 相关通路来起到

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的作用，进一步从

根本上控制 AS 的发生发展。

2.3 抑制炎症反应

AS 本质上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早期

中性粒细胞炎症信号触发单核细胞的内膜募

集，使单核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巨噬细胞又

促使炎症因子的产生，从而使低密度脂蛋白内

化。这些巨噬细胞内的胆固醇累积促使它们转

化为富含脂质的泡沫细胞，当脂质负担过多

时，泡沫细胞会发生凋亡，此时巨噬细胞极

化为分泌促炎因子的 M1 型，分泌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1β、 肿 瘤 坏 死 因 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 及 IL-12 等炎性因子

引起炎症反应，以致动脉斑块形成。因此巨噬

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被认为是 AS 治疗的关键

靶点。 

核 转 录 因 子 -κB（NF-κB） 是 一 种 增

殖、存活、凋亡和炎症的关键调控因子，其转

录调控与激活蛋白 -1（AP-1）的激活在触发

和协调先天和适应性免疫反应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NF-κB 和 AP-1 在 Toll 样受体 4（TLR4）

通路中都受到相同的细胞内信号转导级联的调

控，并同时协调炎症基因的表达。研究发现，

当归的活性成分 Z- 藁本内酯可以抑制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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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前列腺素 E2（PGE2）和肿瘤坏死因

子 -α（TNF-α）的释放，进而介导 MAPKs/

IκB 激酶（IKK）信号通路以及阻断下游调节

转录因子 AP-1 和 NF-κB 表达而发挥抗炎活

性。还有研究发现，Z- 藁本内酯可明显抑制

脂多糖（LPS）诱导的单核细胞释放 TNF-α，

进而减少 TNF-α m RNA 基因表达，从而抑制

由 TNF-α 介导的 NF-κ B 活化。Chung 等用 

LPS 诱导的 RAW264.7 巨噬细胞对 Z- 藁本内

酯的抗炎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 Z- 藁本内酯

对 LPS 诱导的一氧化氮合酶（i NOS）、环氧化

酶 2（COX-2）的 m RNA 和蛋白水平的表达，

以及 p38 MAPK、ERK 和 JNK 的磷酸化起到明

显抑制作用。而 i NOS 和 COX-2 的表达主要受 

NF-κB 转录因子的激活调控，由此说明 Z- 藁

本内酯可能通过抑制巨噬细胞中的 NF-κB 和 

MAPK 通路而发挥抗炎活性。因此，Z- 藁本内

酯可能是治疗炎症性疾病的一种颇具前景的活

性成分。

当归挥发油的主要成分正丁基芙内酯可

以减弱 LPS 诱导的树突状细胞的激活反应，

主要是通过抑制 IKK-NF-κB 信号通路发挥。

核因子 E2 相关因子 2/ 血红素加氧酶 1（Nrf2/

HO-1）信号通路在炎症反应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稳态情况下，p65 与核因子 κB 抑制蛋白

α（IκBα）结合并位于细胞质中，LPS 可诱

导 IκBα 和 p65 磷酸化，之后 p-p65 易位进入

细胞核，进而诱导炎症因子的表达。研究发现

当归多糖可以激活 Nrf2/HO-1 通路，同时抑制

NF-κB 通路，来抑制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

 综上所述，当归可以介导 NF-κB 信号通

路、MAPKs 信号通路及 Nrf2/HO-1 信号通路来

干预 AP-1、i NOS 和 COX-2 等表达，来抑制巨

噬细胞极化时炎症因子的释放，进而减缓动脉

粥样硬化的发生。

2.4 调节血脂

脂代谢紊乱导致血脂水平异常是 AS 的主

要病理基础，通常指动脉内膜下层出现大量的

平滑肌细胞、泡沫细胞及胆固醇脂质沉积，导

致血管壁硬化，血管内膜灶纤维增厚、粥样斑

块形成。AS 的病理改变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  (LDL-C)、三酰甘油 (TG) 及高密度脂蛋白  

(HDL-C) 等血浆脂质密切相关，当血液中的脂

质含量增加时，使更多的脂质附着于血管壁上，

在血管内沉积，导致血管内的平滑肌细胞聚集

和泡沫细胞的生成，从而出现动脉粥样斑块。

因此通过降低血浆脂质水平，可以延缓 AS 斑

块进展。

吴国泰等研究通过建立高脂血症大鼠模

型，发现当归挥发油能降低血浆中总胆固醇

（TC）、TG、LDL-C 水平，进而降低动脉粥样

硬化指数 ( AI)，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具

有抑制作用。此外，当归的中药复方制剂也能

起到调节血脂的作用。阎艳丽等运用当归芍药

散对高脂血症大鼠干预，发现可以明显降低大

鼠血清 TC、TG、LDL-C 及氧化型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ox-LDL)、丙二醛 (MDA) 水平，提示

其对血管内皮细胞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并能抑

制 AS 的发生发展。林增炜等通过制备动脉粥

样硬化大鼠高血脂模型，进行血清 TC、TG、

HDL-C 及 LDL-C 的测定，结果显示当归补血

汤治疗后大鼠的 TC、TG、HDL-C 含量均低于

模型组，提示当归补血汤对 AS 大鼠有降脂作用。

Toll 样 受 体 4/ 核 转 录 因 子 -κB（TLR4/

NF-κB）信号通路与脂质代谢密切相关。在高

血脂时，LDL-C 可将大量胆固醇聚集于血管壁

下，并进入巨噬细胞，通过氧化修饰 LDL-C 生

成 ox-LDL，然后与 TLR4 上调的血凝素样氧化

低密度脂蛋白受体 -1（LOX-1）特异性结合，

促进细胞增殖、退化和凋亡，最后形成泡沫细胞，

大量的泡沫细胞在血管内沉积，从而形成 AS

的脂质斑块，此外，ox-LDL 还可直接刺激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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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引起持续损害。Zhao 等研究发现当归有机

酸可以通过介导 TLR4/NF-κB 信号通路，降低

LOX-1 表达，进而抑制 LOX-1 介导的脂质致

AS 作用。熊鸣等以高脂饲料饲养大鼠动脉粥样

硬化模型，观察斑块面积、细胞内脂质堆积、

细胞内胆固醇等指标。结果显示，FA 能显著降

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面积和总胆固醇的水平，

其机制与 FA 调节肝脂酶的表达有一定的关系。

综 上 所 述， 当 归 调 节 血 脂 是 通 过 介 导

TLR4/NF-κB 信 号 通 路 调 节 ox-LDL、LOX-1

和 TC、TG、LDL-C 及 HDL-C 的水平来起到减

少脂质沉积、防止斑块形成的作用。

2.5 抗氧化应激反应

氧化应激对血管壁细胞的直接损伤与 AS

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当机体组织的清除能

力下降或过度堆积氧自由基时，血管内皮及血

管平滑肌细胞释放体内活性氧簇（ROS）包括

超氧阴离子 (02-) 和羟自由基 (HO)、过氧化氢

(H2O2)、一氧化氮 (NO) 等活性物质增多，诱导

大量粘附分子如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

细胞间粘附分子 1（ICAM-1）、血管细胞粘附

分子 1（VCAM-1）和 E- 选择素的表达，并引

起组织浸润，从而使血管内皮损伤，导致动脉

粥样硬化形成。

Nrf2/HO-1 作为细胞内防御氧化应激的主

要调控途径，被认为是缓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的理想靶点而受到广泛关注。Z- 藁本内酯可以

通过降低血管内皮细胞中 ICAM-1、VCAM-1

和 E- 选择素的表达，从而抑制单核细胞的粘附。

此外，Z- 藁本内酯还通过促进 Nrf2 核易位和

内皮细胞 NO 的合成，显著诱导 HO-1 的表达，

从而减少血管炎症，激活内皮防御系统。还有

一项研究发现 Z- 藁本内酯可以显著减少主动脉

中 AS 斑块的形成和脂质过氧化，进而抑制 AS

的发展，其主要机制是通过激活 Nrf2 来上调

HO-1 的表达，同时减少 ROS 的产生，提示 Z-

藁本内酯是一种有效的 Nrf2 激活剂，可保护血

管内皮细胞免受氧化应激，控制动脉粥样硬化

的发展。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蛋白激酶 B（VEGF/

AKT）信号通路是一种与血管新生密切相关的

信号途径，它参与了血管内皮的形成及维持血

管内皮细胞的完整和增殖。Liu 等的一项研究显

示，当归多糖通过增加 NO、VEGF 及 AKT 水

平，降低 ox-LDL 诱导的血管内皮细胞中乳酸

脱氧酶（LDH）的产生，进而提高 ox-LDL 诱

导的血管内皮细胞存活率，达到保护血管内皮

功能的目的。Yan 等研究发现 FA 可以通过增加

SOD 过氧化氢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

PX）活性和谷胱甘肽（GSH）含量，对血管平

滑肌细胞氧化应激起抑制作用，抑制 H2O2 诱

导的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氧化应激反应，表明

FA 通过抗氧化方法保护大鼠血管平滑肌细胞免

受 H2O2 诱导的损伤。

综 上 所 述， 当 归 可 通 过 Nrf2/HO-1 信 号

通 路、VEGF/AKT 信 号 通 路 来 调 节 CAM-1、

VCAM-1 和 E- 选 择 素 及 SOD、GSH-PX 和

GSH 水平在治疗 AS 中起到抗氧化作用。

2.6 调节自噬活性

自噬是一种正常的生物过程，以维持细胞

内环境稳定与代谢平衡，是调节血管功能及斑

块稳定性的重要条件。巨噬细胞、血管内皮细

胞和血管平滑肌细胞是 AS 斑块形成过程中的

三个关键细胞，这些细胞的炎症反应和自噬水

平对斑块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通过增加自

噬小体数量，诱导巨噬细胞自噬，可以发挥自

噬清除作用，有效抑制泡沫细胞形成，以减少

AS 斑块、进而维持斑块的稳定及缓解其发展。

PI3K/Akt/m TOR 信 号 通 路 是 调 节 自 噬 和

凋亡的关键途径之一。PI3K/Akt 信号通路是 m 

TOR 的上游调控因子，m TOR 是下游关键靶点，

在生理状态下可被激活，并能促进 m TOR 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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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从而对细胞的自噬产生抑制作用。PI3K 复

合物的亚基是 Beclin-1，也是自噬小体形成的

激活剂，微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I（LC3I）和微

管相关蛋白 1 轻链 3II（LC3II）是自噬的标志

分子，LC3 Ⅱ / Ⅰ比值大小可评估自噬水平的

高低。以当归为主的方剂解毒活血方可以通过

上调 Beclin-1、LC3 Ⅱ表达和 LC3 Ⅱ / Ⅰ比值，

以增强巨噬细胞自噬活性。m TOR 能直接对

PI3K 的复合物进行磷酸化，从而抑制 m TOR

的信号转导，进而诱导巨噬细胞的自噬，以降

低血管的炎症反应，维持斑块稳定。解毒活血

方能干预 APOE-/- 小鼠使 m TOR 表达下降，

提示解毒活血方可以直接抑制 m TOR 信号分子，

进而间接抑制 PI3K/Akt 通路来激活自噬起到治

疗 AS 的作用。

ERK1/2 是 MAPK 家族成员之一，是一种

与细胞凋亡分化及自噬密切相关的传导通路。

当归多糖通过增加 p-ERK1/2 的表达，同时上

调 LC3II、Beclin-1 表达，下调 p62 表达，从而

增加了自噬溶酶体降解，激活 ERK1/2 依赖的

自噬，可显著挽救细胞凋亡，使当归多糖成为

AS 治疗的潜在治疗补充剂。有机酸 FA 也可以

通过上调 LC3II 蛋白表达，下调 p62 蛋白表达，

来激活内皮细胞的自噬，增加自噬降解水平，

从而增加自噬通量，减轻炎症反应来发挥抗动

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当归调节自噬活性是通过介导

PI3K/Akt/m TOR 信号通路、ERK1/2 信号通路来

调节 Beclin-1、LC3 Ⅱ、LC3 Ⅱ / Ⅰ及 p62 水平

来诱导巨噬细胞自噬，从而减轻炎症反应及维

持斑块的稳定性。

3 结语与展望

动脉粥样硬化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

原因之一，其进展隐匿，危害严重，治疗不及

时可引发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及脑

梗死，严重者甚至危及生命。而中医药的治疗

优势近年来愈发明显，其中当归作为治疗 AS

的高频补虚药物，是补血活血之要药，其药理

作用广泛，其中当归多糖、阿魏酸及 Z- 藁本内

酯尤其可介导多种受体分子及信号通路，起到

多靶点、多通路、多环节治疗 AS 的作用，有

望成为抗 AS 新药研发的方向。

本文总结分析得出当归主要通过抑制血

管平滑肌细胞增殖、抗血小板聚集、抑制炎症

反应、抗氧化应激反应、调节血脂、调节自噬

活性这几方面发挥治疗 AS 的作用，并集中于

MAPKs、TLR4/NF-κB、Nrf2/HO-1 及 PI3K/

Akt/m TOR 等几个经典通路，尤其是 NF-κB

信号途径，作为经典炎症信号通路，其介导的

炎症反应与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血脂调节等

机制密切相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由

于所涉及的信号通路、转录因子及受体分子比

较复杂，而且各个通路之间存在着交叉的作用，

因此其调控的主要靶标还不清楚，缺少系统性

的梳理。另外当归抗 AS 治疗的临床研究较少，

因此未来在防治 AS 上，需要临床研究与实验

研究相结合，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运用基础

实验有效验证当归及其中药复方有效成分、作

用机制及安全探究，从而运用实验研究结果指

导临床，为中医药在临床治疗 AS 提供理论基础。

[ 责任编辑：李新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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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第 6 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1. 77 亿，占总人口的 13. 26%，

并以每年 3. 2% 的速度增长 [1]。高龄人口是一

个身体脆弱、易于患病的高危人群，随着老龄

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国内外专家越来越重视

老年整体健康状况评价，于是引入了“衰弱” 

一词 [2]。衰弱 (frailty) 是指由于个体脆弱性增加，

保持自我内在平衡能力下降，而导致的临床综

合征 [3]。根据国外的资料，即使排除合并慢性

疾病的老年人，65 岁以上人群中发生衰弱的达

7. 0%，80 岁以上老年人中，衰弱综合征的比例

高达 20. 0%[4]。衰弱不同于疾病和共病，是一

个独立的综合征，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

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5]，同一个体在不

同衰弱阶段衰弱程度是不同的，在有效的干预

条件下，衰弱过程是可逆的。衰弱的发生，增

加了老年人死亡、残疾、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

如果能找到合理的干预措施对老年衰弱状况进

老年衰弱人群的膳食结构与体重指数分析

李晓乾 1    刘蕾 2    孔新兴 3    王宝艳 4

（1．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2．沈阳医学院护理学院； 

3．渭南第一医院外三科；4．延安大学咸阳医院神经内科）

摘要：目的 : 通过对老年人衰弱、膳食、体格状况的调查，评价老年衰弱人群的营养状况，为进一

步改善衰弱老年人营养状况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205 例 60 岁以上农村留守老人进行现况调查。衰弱

采用 Tilburg 衰弱调查量表 ; 膳食结构的调查采用食物频率表，评价采用中国膳食平衡指数 (diet balance 

index，DBI) ; 体格状况的评价采用体重指数法。结果 :205 例老人中存在老年衰弱现象的有 171 例 ( 83. 4%)。

衰弱人群的膳食结构合理性综合评价差的有 56. 1%，非衰弱人群有 5. 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主

要是奶制品、水果、蔬菜、水产品的摄入不足，谷类消费比较合理。衰弱人群肥胖、超重、过轻的比

例超过非衰弱人群，正常的比例低于非衰弱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调查人群中自感身体状况一般

的比例最高，为 29. 8%，身体状况好的比例次之，为 26. 8%，两者合计为 56. 6%，其中衰弱人群感觉

很好的比例低于非衰弱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而感觉好和一般的人群比例与非衰弱人群相差不大。

结论 : 衰弱老年人明显存在营养问题，膳食结构合理性欠佳。

关键词：老年人 ; 衰弱 ; 膳食结构 ; 营养调查 ;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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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预，则会大大降低这些风险。很多研究表

明，营养干预对老年慢性病的预后有效 [5]，那

么研究衰弱老年人的营养特点，关注衰弱老年

人群营养健康状况，对改变老年人衰弱状况有

着重大意义。本研究选取陕西省农村留守老年

人群为研究对象，对该人群的衰弱状况及营养

健康和膳食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从中找出问题，

为制订衰弱老年人膳食保证体系和干预措施提

供科学的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4 年 12 月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随机

抽取陕西省 205 例农村留守老人进行调查。纳

入标准 : (1) 年龄≥ 60 岁 ; (2) 有一定的理解力、

语言表达能力且愿意参加本调查; (3)无糖尿病、

肾病等需要特殊饮食的老人。排除标准 : (1) 合

并有糖尿病、肾病等严重慢性疾病的。(2) 不同

意参加本次调查者。本次调查对象中男 82 例，

女 123 例，年龄 60 ～ 80 岁，平均 (70. 5±3. 2)

岁 ; 汉族 203 例 (99. 02%) ; 已婚 205 例 (100%) ; 

文化程度不同。

1. 2 研究方法

1. 2. 1 一般资料调查 通过自制问卷对调查

对象的一般资料进行调查，包括 : 老年人的年

龄、性别、民族，是否伴随慢性病及自感健康

状况等，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调查。

1. 2. 2 老 年 衰 弱 情 况 调 查 使 用 中 文 版

Tilburg 衰弱评估量表 (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

TFI)[6]，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先进行解释问卷内

容和填写方法，并逐一对老人进行调查，回收

数据。TFI 由荷兰 Gobbens 等于 2010 年在整合

式衰弱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用于老年人衰弱

状况自评。2013 年奚兴等 [7] 在原量表的基础上，

经过翻译、文化调适形成了中文版的 TFI 衰弱

评估量表，经过在老年慢性病患者中检测信效

度良好。该量表包括躯体衰弱、心理衰弱、社

会衰弱 3 个维度，15 个条目，量表条目采取二

分类计分法，计分范围为 0 ～ 15 分，5 分及以

上为衰弱，分数越高衰弱程度越重。

1. 2. 3 营养状况调查 对老人的营养状况调

查主要包括膳食结构和体格检查。体格检查主

要是测量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 (BMI) 来

评价。评价标准按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WGOC)

推 荐 的 标 准 :BMI ＜ 18. 5 kg /m2 为 消 瘦，18. 

5 ～ 23. 9 kg /m2 为正常，≥ 24 kg /m2 为超重，

＞ 28 kg /m2 为肥胖 [8]。膳食结构调查 : 本研究

根据《中国平衡膳食宝塔》并结合《中国老年

人膳食指南》对调查老年人群的膳食结构进行

各类食物评价，根据各种膳食调查方法的优缺

点，结合研究目的选择食物频数法。采用简化

的国内外常用食物消费频率表，询问包括粮谷

类、蔬菜、水果、动物性食物 ( 畜禽肉、水产类、

蛋类 )、奶类、豆类、酒类等主要食物消费频率，

计算各类食物每日摄入量。老年人每人每天主

要食物的摄入量判定分 3 级，即达标 : 达到推

荐量 ; 中 : 未达到推荐量，但超过推荐量的一半 ; 

未达标 : 未达到或者超过推荐量的一半。各类

食物摄入综合评价采用中国膳食平衡指数 (diet 

balance index，DBI)[9] 方法。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

采用构成比，对比分析采用秩和检验，检验水

准均取 α = 0. 05。

2 结果

2. 1 调查人群衰弱状况   205 例老人衰弱状

况调查显示，存在老年衰弱现象的有 171 例 (83. 

4%) ，其中男性中 68 例 (82. 9%) 存在老年衰弱

现象，女性 103 例 (83. 7%) 存在老年衰弱现象。

2. 2 老年人衰弱情况与摄入量合理性评价

比较   衰弱人群中有56. 1%的老人综合评价差，

24. 6% 的人群评价为中，19. 3% 评价为好 ; 非

衰弱人群中，摄入量合理性要高于衰弱人群，

综合评价差占 5. 9%，中占 35. 3%，好占 5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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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衰弱人群中蔬菜类、水果类、水产类、

奶类和豆类制品消费最不合理，差的分别占 53. 

8%、55. 6%、70. 8%、61. 4% 和 60. 3%，比较

好的是谷类消费行为。非衰弱人群合理性较差

的主要是肉类和水产类，分别占 29. 4% 和 35. 

3%，而蔬果类和奶类的合理性评价要高于衰弱

人群，除水产类摄入量合理性评价衰弱人群和

非衰弱人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余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表 1。

2. 3 老年衰弱情况与 BMI 分布比较   205 例

老年人中，超重 21 例 (10. 2%)，肥胖 47 例 (22. 

9%)，过轻 60 例 (29. 3%)，正常 77 例 (37. 6%)。

衰弱人群肥胖、超重、过轻的比例高于非衰弱

人群，正常人群比例低于非衰弱人群，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或 0. 01)，见表 2。

表 2   老年衰弱情况与 BMI 分布比较

BMI

衰弱人群
(n = 171) 

非衰弱人群
( n = 34) Z 值 P 值

n % n % 

过轻 52 30. 4 8 23. 5 4. 321  0. 023

正常 55 32. 2 22 64. 7 3. 821 0. 000

肥胖 44 25. 7 3 8. 8 3. 832 0. 000

超重 20 11. 7 1 3. 0 4. 543 0. 001

2. 4 老年衰弱情况和自感健康状况比较   

205 例老年人中，自感身体状况一般的比例最

高，为 29. 8%，身体状况好的比例次之，为 26. 

8%，两者相加为 56. 6%; 其中衰弱人群感觉很

好的比例低于非衰弱人群，感觉差和很差的比

例高于非衰弱人群，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而感觉好和一般的人群比例与非衰弱人群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3。

表 3   衰弱人群情况与自感健康状况比较

健康
状况

衰弱人群
(n = 171) 

非衰弱人群
( n = 34) Z 值 P 值

n % n % 

很好 22 12. 9 13 38. 2 4. 382 0. 001

好 43 25. 1 12 35. 2 5. 627 0. 102

一般 57 33. 3 4 11. 8 8. 432 0. 236

差 32 18. 7 3 8. 8 4. 261 0. 000

很差 17 10. 0 2 6. 0 4. 321 0. 000

3 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老年衰

弱人群的增加，老年人健康问题已不仅是科学

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与国家

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保护老年人的健康，既

可减少家庭与社会的负担，更可发挥老年人的

才智与经验，为社会发展作贡献。老年衰弱状

况对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有一个综合性的评价，

本研究显示，在 205 例老年人中，存在老年衰

弱现象的有 171 例，已经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数

字，那么预防老年衰弱，或者预防老年衰弱的

加重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有关老年衰弱的干预

研究比较少，探讨合理的干预措施，对预防老

表 1   衰弱人群摄入量合理性评价比较

种类
衰弱人群 ( n = 171) 非衰弱人群 ( n = 34)

Z 值 P 值好 中 差 好 中 差
n % n % n % n % n % n %

粮谷类 70 40. 9 69 40. 4 32 18. 7 14 41. 2 12 35. 3 8 23. 5 4. 321 0. 002
蔬菜 31 18. 1 48 28. 1 92 53. 8 18 53. 0 13 38. 2 3 8. 8 5. 321 0. 003
水果 33 19. 3 43 25. 1 95 55. 6 15 44. 1 14 41. 2 5 14. 7 4. 363  0. 000

肉类 45 26. 3 49 28. 7 77 45. 0 11 32. 4 13 38. 2 10 29. 4 6. 281 0. 000

水产类 18 10. 5 32 18. 7 121 70. 8 10 29. 4 12 35. 3 12 35. 3 5. 321 0. 125

蛋类 54 31. 6 47 27. 5 70 40. 9 16 47. 0 14 41. 2 4 11. 8 4. 327 0. 002

奶类 31 18. 1 35 20. 5 105 61. 4 19 55. 9 12 35. 3 3 8. 8 3. 521 0. 000

豆类 31 18. 1 37 21. 6 103 60. 3 18 52. 9 11 32. 4 5 14. 7 2. 281 0. 003

DBI 评价 33 19. 3 42 24. 6 96 56. 1 20 58. 8 12 35. 3 2 5. 9 4. 672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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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衰弱，预测疾病风险和医疗资源利用都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衰弱情况对应的营养评

估，为以后合理的营养干预打下基础，从而达

到减轻衰弱或者预防衰弱的目的。

而老年人膳食合理性比较结果显示，衰弱

人群对于蔬菜和水果的摄入不达标的比例高于

非衰弱人群，奶类的摄入远远低于非衰弱老年

人，而猪肉的摄入却高于非衰弱人群，说明适

当的摄入蔬菜、水果及奶类对老年人的整体衰

弱状况是有改善的。可以根据老人的咀嚼能力，

把水果蔬菜打汁进行食用，为以后老年衰弱人

群的干预提供依据。当然本研究没有进行膳食

换算为营养素，需要进一步研究。老年人 BMI

比较显示，老年人 BMI 过轻的人数达 29. 3%， 

肥胖和超重比例达 33. 2%，衰弱人群肥胖和超

重的比例高于非衰弱人群，正常的比例低于非

衰弱人群，说明衰弱人群的 BMI 不正常的居多。

老年人自感健康状况比较显示，老年人自

感健康状况集中在好和一般，而差和很好所占

比例较小，其中衰弱人群感觉很好的比例低于

非衰弱人群，而感觉好和一般的人群比例与非

衰弱人群相差不大，这与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

状况认知不够，重视程度的差异造成，通过调

查发现，老年人普遍对自己健康状况关注较低，

认为只要不出现临床症状没有必要就医且不愿

重视自己的健康。

本研究发现，衰弱老年人存在着营养问题，

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认知度不够，如果能从营养

的角度和认知方面给予干预可以改善其衰弱状

况。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没有对衰弱老

年人的营养调查进行营养成分的量化评价，需

要更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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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加

剧，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出现健康问题或者健

康缺陷的数量不断增加，如何对老年人健康状况

进行综合评价，“衰弱”这一概念被引入 [1]。“衰弱”

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是从综合性和整

体性角度反映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用来解释

老年人之间健康的异质性 [2]。随着衰弱模式的转

变，对于衰弱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理解，目前没有

一个确定的阐述，根据自己不同的研究可以选择

不同定义。衰弱的理论性概念主要指多个系统累

计功能下降，导致机体储备能力和抵御能力下

降，最终对不良事件的易感性增加，表现为躯体、

心理、社会多个层面 [3]。目前衰弱研究是老年各

专业领域的热点，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尝试将老

年衰弱的评价应用于临床试验、卫生政策的制

定、风险的预测等 [4]。如何准确地对老年人衰弱

状况做出评价，选择适宜的评价工具非常重要，

Tilburg 衰 弱 评 估 量 表 (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

TFI) 使用简易、操作性强，可以从多个角度整体

评价老年人衰弱状况，对不良结局预测较好，是

目前国际比较常用的一种自评工具 [5]。

1  TFI 的发展

TFI 是随着衰弱模式转变而逐步产生的，衰

弱模式大多基于医学模式上，目前应用最多的是

衰弱循环模式 [6]、健康缺陷累计理论 [7]、整合模

式 [8]，在这 3 个衰弱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 3 类

主要衰弱评价工具 [9]，即基于衰弱循环模式的衰

弱表型，基于累计健康缺陷理论的衰弱指数，基

于整合模式的相对简易衰弱评估量表。

1.1  衰弱表型形成   1989 年起，Fried 等 [6]

在一项长达 20 年的美国心血管健康研究过程中，

观察了 5317 例年龄在 65 岁以上的老人，通过对

数据提炼分析，提出了“衰弱循环”模型，认为

衰弱是多个生理系统因为功能下降而出现的一

组生物学症状。2001 年 Fried 等 [6] 在此理论基础

上进行了表型定义，形成了衰弱表型评估工具，

评估内容包括自然体重下降、自诉疲惫感、走路

速度缓慢、握力低、身体活动量低 5 个指标，符

合其中至少 3 个指标则定义为衰弱。该工具多用

于社区及住院老年人躯体衰弱的风险筛查和评

价，也可以用于普通病房中老年人的常规检查项

目。

1.2 衰弱指数形成   衰弱表型只关注了躯体

维度，许多学者认为衰弱作为评价老年人健康状

Tilburg 衰弱评估量表在老年衰弱评价中的应用

李晓乾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综述 Tilburg 衰弱评估量表的发展及含义、构成、应用，以期对老年衰弱研究者在选择评价

工具上有所帮助。

关键词：Tilburg 衰弱评估量表；老年衰弱；评价工具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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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综合指标，还应该包含社会、认知等方面的

内 容 [10]。2007 年 Rockwood 等 [7] 在 一 项 加 拿 大

健康与衰老课题研究中提出“累计健康缺陷理

论”，通过一系列的躯体、社会、心理、功能方

面的“非典型疾病表现”来描述老年人衰弱程度。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衰弱指数的评价工具，对

老年人的临床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功能状

态等多个方面健康缺陷加以量化，从整体的角度

描述健康缺陷占全部健康可能缺陷的百分比。衰

弱指数包括很多种健康缺陷条目，大多是临床检

查条目，可以用于各种临床环境，一般 30 条～ 70

条，其健康缺陷累计越多，个体衰弱程度越严重。

多用于老年专科病房和长期照护机构中。

1.3 衰弱量表形成  虽然衰弱指数不再是单

一地关注躯体健康，但其包含健康变量的个数及

具体健康变量的选择并没有统一标准，且条目较

多，因此不适合社区大规模人群调查研究和人群

筛查。2010 年 Gob-bens 等 [8] 在以上两种理论研

究基础上提出“整合模式”，即衰弱是一个动态

过程，影响单一或多个功能（生理、心理、社会）

已下降的个体，衰弱状态受个人和疾病一系列因

素的影响，随之不良结局发生的风险增加。在此

基础上结合衰弱指数部分条目形成了简明衰弱

量表评估工具，以 TFI 应用最为广泛。有研究者

对衰弱的各种评价工具进行综合研究，发现各种

评价工具理论基础、评价内容不同，产生的评价

效果不尽相同。Theou 等 [11-12] 用包括 TFI 在内的

7 个衰弱调查工具，对欧洲 11 个国家 27 527 名

退休老职工进行调查工具一致性研究，结果表明

7 个测评工具本质相同，评分侧重点和对患病率

和死亡风险预测能力各有不同，TFI 更加侧重心

理和社会评估。对不同的评价工具进行加权后，

可以提高他们的预测能力，TFI 是一个更加综合

的评价老年衰弱的工具。

2 TFI 的含义及构成

TFI 是荷兰 Tilburg 大学的护理学家 Gobbens

等 [8] 在 2010 年整合衰弱模型的基础上开发的，

该量表有两种形式，第 1 种包括了 10 个条目，

主要有社会人口学数据（年龄、性别、教育程度、

收入等）、生活事件和慢性病内容，用来进行

衰弱验证。目前量表分析多集中在第 2 种形式，

包括躯体衰弱、心理衰弱、社会衰弱 3 个维度，

共 15 个条目，其中躯体衰弱包括身体健康、自

然的体重（身体指数）下降、行走困难、平衡、

视力问题、听力问题、握力、疲劳感；心理衰弱

包括记忆力、抑郁、焦虑、应对能力；社会衰弱

包括独居、社会关系、社会支持。量表条目采取

二分类计分法，每个条目存在计 1 分，不存在计

0 分，总分范围为 0 分～ 15 分，5 分及以上为衰弱，

得分越高，衰弱程度越严重 [13]。本研究针对 TFI

第 2 种形式进行综述。

3 TFI 的评价及推广

Gobbens 等 [14-15] 在 TFI 开 发 阶 段， 在 荷 兰

做了一项为期 3 年的跟踪调查，对其信效度和

适用性做了验证，选择 75 岁以上老年人作为样

本，验证了该量表对于老年医疗资源利用、生活

质量等健康结局的预测效度，量表总分与生活

质量各维度相关系数为 0.40 ～ 0.71(P<0.01). 具

有良好的预测效度；同时选择 479 名 75 岁以上

老人进行信效度检测，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α ) 为 0.73，社会维度相对偏低，

1 年后再次测量量表各维度 Cronbach'sα 系数为

0.67 ～ 0.78，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Metzelthin

等 [16] 选择 687 名 70 岁以上老人，对 Groningen

衰弱量表 (GFI)、格罗宁根衰弱量表 (SPQ) 和 TFI

信效度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 GFI、TFI、SPQ

的 Cronbach'sα 系 数 分 别 为 0.73，0.79，0.26，

GFI 和 TFI 之间相关性最高，Kappa=0.74，3 个

工具的相关显著性分别为 0.87，0.47，0.42，内

部相关性系数平均为 0.39，与残疾预测效度（r 值）

为 0.87，总体来说 TFI 在衰弱评估方面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TFI 目前已经被推广到很多国家，经

过文化调适逐步形成了多种语言版本。

3.1  巴 西 版 本 TFI    2012 年 Santiaqo 等 [17]

翻译并编写了适应巴西文化版本 TFI，经过文化

调适后巴西老年人对其条目有着良好的理解能

力，对身体健康、抑郁、焦虑、应对能力、独

居、社会关系、社会支持条目理解达到 100%；

对行走困难、平衡、听力问题、记忆力条目理解

达到 95%；对自然体重下降、视力问题、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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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的理解达到 90%，是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

用于评价巴西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工具。2013 年，

Santiaqo 等 [18] 在巴西在 219 名社区老人中做了一

项巴西版本 TFI 信效度检测研究，利用巴西版本

的 TFI 分别在第 1 天和第 7 天～第 10 天进行评估，

两次测试相关性结果显示：TFI 总体 r—0.88，躯

体维度 r—0.88，心理维度 r 一 0.88，社会维度 r—

0.67，内部一致性研究表明 Cronbach'sα 系数为

0.78，其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令人满意，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

3.2  丹麦版本 TFI  2014 年 Andreasen 等 [19]

在丹麦对一大型社区和急诊病房的老年人，做了

一项丹麦版 TFI 文化适应性和有效性预测研究，

经过翻译、调适、回译、预测和再次调适编写出

适合丹麦文化的 TFI，并应用于临床，探讨了针

对量表可给予的干预措施，以期能够在丹麦进行

老年衰弱状况评价，结果显示，丹麦版 TFI 适合

其文化背景，老年人群对其各条目有良好的理解

能力，理解力达到 90% 以上，不仅可以作为测

量老年衰弱的工具，还可以根据测量结果制定合

理的干预措施。此版本需要进一步对其信效度进

行检测。

3.3  波兰版本 TFI    2014 年 Uchmanowiz 等 [20]

为改善波兰老年人衰弱状况，在波兰 100 名年龄

在 68.2 岁 ±6.5 岁病人中进行 TFI 文化适应性和

可靠性测试研究，结果显示，经过调适后的 FTI

测评时间少于 15min，总评分为 6.7 分 ±3.1 分，

40 人≥ 5 分，Cronbach，sa 系数为 0.68 ～ 0.72，

项目总相关系数在 0.12 ～ 0.52，有着良好的信

效度和内部一致性，适合波兰人衰弱综合征的评

价，但其研究没有进行重测效度检验。

3.4  葡萄牙版本 TFI  2014 年 Coelho 等 [21] 在

葡萄牙做了 TFI 跨文化适应性和心理测试研究，

研究对象为 252 名葡萄牙老人，其中 75.8/U 是

女性，年龄 79.2 岁 ±7.3 岁，结果显示 Kappa 系

数为 0.78，重测效度系数为 0.91，TFI 躯体和社

会领域与预期的测量值一致，心理领域与心理测

量值相似，总体来说是一个可以很好地判别衰

弱、对不良结局有良好预测能力的量表。

3.5  中文版的 TFI   2013 年奚兴等 [22] 进行了

中文版 TFI 的文化适应性和信效度研究，研究对

象选自三级甲等医院内科病房的老年慢性病病人

138 例，年龄 60 岁～ 93 岁，男性占 54.30/，结

果显示，中文版 TFI 可以适应中国文化，老年人

对其条目可以很好理解，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

内部一致性显示 Cronbach'sα 系数为 0.686，内

部一致性一般；结构效度显示，除独居条目与

总分不相关外，其余条目与总分 Spearman 相关

系数为 0. 205 ～ 0.620 (P<0.01)，各维度与总分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0.422 ～ 0.889(P<0.01)；预

测效度量表总分与生活质量简表所测的生活质

量各维度相关系数为 0.603(P<0.01)；区分效度在

躯体衰弱、社会衰弱得分和总体评分明显高于功

能障碍组 (P<0.01)。此版本需要采用大样本不同

人群对其信效度进一步检验。

4 TFI 的应用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TFI 能够帮助获得老年

人健康资料，以便人们准确评价身体健康状况，

理解疾病发展、治疗手段，并给予恰当干预措施。

在临床实践中，老年衰弱的测定能够帮助临床医

生判断病人受疾病影响最严重的方面，决定治

疗方法，帮助医学研究者评价治疗过程中病人躯

体、心理、社会变化。这些均有助于临床医生关

注老年人群，在常规医疗活动中加以重视。在卫

生政策研究领域，TFI 可以帮助制定卫生政策，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并在社会服务和卫生服务效

果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4.1  初级卫生保健筛查  

TFI 最早在国外作为早期筛查工具应用于老

年人大规模初级卫生保健工作中 [23]。老年衰弱

是一个可逆的综合征，在初级卫生保健中进行早

期筛查，对衰弱老年人进行病情分级，积极给予

运动、营养等干预措施，完善支持系统，可以避

免不良结局的发生。Pialoux 等 [24] 在 PubMed 和

Co-chrane 搜索 11 个衰弱工具，进行了衰弱评价

工具在初级卫生保健中的应用综述研究，经过分

析和比较，TFI 作为筛查工具更为适合。

4.2  事件预测

4.2.1  健康风险预测  随着医学模式转变，

人们对于健康定义有更全面的认识，不仅是指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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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躯体疾病，还要有良好的心理和社会适应能

力。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老化，常伴有多种慢性

病共存，TFI 可以全面整体地对老年健康状况做

出评价，进行健康风险预测，为临床预防和治疗

疾病提供依据。Gobbens 等 [25] 针对 TFI 量表的 3

个维度 15 个条目，对来自于不同社区的 484 名

年龄在 75 岁以上的老人做了纵向研究，分别在

2008 年、2010 年、2012 年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

在控制了基本特征和疾病的前提下，出现 4 个躯

体衰弱（身体不健康、很难保持平衡、行走迟缓、

身体劳累），1 个心理衰弱（自我感觉下降），

1 个社会衰弱（缺乏社会支持）。其量表得分可

以很好地从心理、社会、躯体 3 个维度全面评价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指出为了改善老年

人生活质量，在后面的干预措施中尤其要注意

行走困难、情绪低落和社会支持。同时 Gobbens

等 [26] 对 308 名年龄 58 岁～ 64 岁的年轻老人采

用 TFI 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 180 ～ 400 的年

轻老人存在衰弱现象，衰弱的解释程度可以达到

37%，跟预期的一样，低收入、不良生活方式、

不健康的生活环境都可以加速衰弱的发生。TFT

的 3 个维度可以体现老年人个体身体功能重要影

响事件，评价身体健康程度，为以后的卫生措施

的制定提供依据。

4.2.2  不良事件风险预测  老年人随着年龄

的增长，健康状况、行走和平衡能力下降，其患

病、行动障碍、死亡的风险增加。TFI 量表条目

中包含了应对能力、行走困难、平衡等测评条目，

可以对老年人进行患病、死亡、跌倒、残疾等方

面不良事件风险预测，为制定合理的预防措施提

供依据，从而减轻社会和经济负担。Daniels 等 [27]

用 TFI 等 3 个衰弱自评量表对行动障碍、住院风

险、患病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TFI 评价

衰弱是非衰弱人群发生行动障碍风险的 2 倍，住

院风险的 2 倍多，发展为疾病状态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达到 72% 和 83%，可以很好地预测疾病、

行动障碍等不良事件，但其预测能力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Gobbens 等 [28] 在荷兰 429 名 65 岁以上

老人中进行了一项 TFI 预测残疾方面有效性的纵

向研究，结果显示，TFI 中躯体维度的身体活动

缓慢或者迟缓条目可以有助于残疾的风险预测。

4.2.3  医疗资源利用预测  衰弱的老年人多

个系统累计功能下降，容易出现疾病反复或者

加重，患病率、住院风险增加，这样会加大医

疗护理资源利用。TFI 通过对患病、住院风险的

预测，可以很好地预测医疗资源利用情况，为

我国卫生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Gobbens 等
[29] 应用 TFI 对荷兰 245 名 75 岁以上的老年人照

护资源利用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TFI 可以

很好地预测医疗资源利用的 6 个指标，对 1 年后

护理、个人和非正式的照护需求预测能力较好，

ROC 曲线下面积在 0.72 ～ 0.85。

4.2.4 生活质量预测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其

功能水平及舒适度密切相关，而衰弱与后者密切

相关，TFI 可以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做出可行性

评价，很多版本的 TFI 效度检测研究中，选用生

活质量量表进行平行检测，显示其相关性良好。

很多研究者采用 TFI 量表从老年衰弱评价的角

度，探讨其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Gobbens 等 [30]

在荷兰 1031 名 60 岁以上老人中，采用 TFI 量表

进行了生活质量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衰弱与躯

体、心理、社会、环境 4 个方面生活质量显著相关，

解释程度从 17.30 到 54.20/，在控制了如情绪低

落等条目后，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总之，利用 TFI 量表可以很好地预测老年

人的生活质量、卫生资源利用、残疾等内容。

Gobbens 等 [14] 利用 TFI 评价工具，跟踪调查了

484 名 75 岁以上老年人（应答率 42%），对 TFI

在生活质量、残疾和卫生资源利用方面的预测做

了研究，结果显示 TFI 中躯体衰弱维度对不良事

件有着很好的预测，心理衰弱对生活质量预测效

果好，在控制了不良生活事件后，其预测效果会

增加，TFI 在预测残疾和个人照护方面最明显，

曲线下面积 (ACU）>0.8，在接受个人照护、非

正式照护和居住环境安全上较小，曲线下面积

>0.7，总体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预测 1 年～ 2 年后

生活质量、卫生资源利用、残疾的评价工具。

4.3  自我管理能力评价和控制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疾

病的发生，TFI 在老年衰弱的评估研究中与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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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我管理能力有一定相关性。Gramm 等 [31]

在荷兰用 TFI 进行了一项自我管理能力与老年人

衰弱程度的关系的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选自

荷兰某大型社区年龄在 72 岁以上的老人 2 212

例，其中应答 828 例，在控制了年龄、性别、

教育因素后，通过 TFI 量表和自我管理能力量表

(SMAS ～ S) 进行测量，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状况

好与差的老年人自我管理能力有差异，接受健康

教育程度有差异 (P<0.01)；自我管理能力差的老

年人身体衰弱评分高于自我管理能力强的老年人

(P<0.01)；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可

以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老年人衰弱程度与

自我管理能力的相关性提示在以后的研究中，可

以通过 TFI 量表来预测和控制自我管理能力。

5  小结

TFI 量表是一个适合老年衰弱的自评量表，

有着很好的效度和信度，使用方法简便，多用于

老年初级卫生保健中衰弱的筛查；也可以用于老

年衰弱状态的综合评估；预测患病、医疗资源利

用、残疾等风险；评价生活质量、自我管理能力。

TFI 量表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国内，

需要更多大样本、纵向研究来证实其信效度和临

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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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识
及意愿调查

  李晓乾 1    党艳红 1    李守杰 2    孔新兴 3

 随着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全球已

经有 5 000 万人发生了老龄性失智，其中在中

国已经超过 1 000 万，预计至 2050 年，我国失

智老人将达到 4 000 万人，是所有发达国家失

智老人的总和 [1]。目前我国对失智老人的照护

以居家照护为主、机构照护为辅，照护者多为

50 岁以上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2]，而失

智老人的照顾问题较多，照护者往往较难解决

专业的护理问题，失智老人的照护成为了当今

社会的痛点问题。为此，教育部于 2019 年在高

职院校推行了“1+X”等级证书试点单位制度 [3]，

其中就包括失智老人的照护，该制度的实施和

推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目前失智老人照护技

术人才紧缺的问题。了解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对

失智老人照护知识的掌握情况及照顾意愿，可

为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为失智老人照护人

才储备奠定基础。因此，本研究选择渭南市获

批“1+X”失智老人照护试点单位的渭南职业

技术学院，对在此院校就读的高职护理专业学

生进行失智老人照护知识和照护意愿的调查，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2. 潍坊科技学院医教科，山东    潍坊    262700；

3. 渭南市第一医院外三科，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 目的  调查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识及意愿水平，并分析其从事失智老

人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 236 名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自

制的一般资料调查表、失智老人照护知识问卷及失智老人照护意愿调查问卷进行问卷调查，并分析高

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识

问卷总分为 6. 23±0.81）分，其中基础相关知识得分为（2．13±0.43）分，照护技能知识得分为（3．

93±1. 26）分；失智老人照护意愿调查问卷总分为（30. 43±5.76）分，其中对人工取便、预防压疮、

肢体按摩等操作的照护意愿得分均较低。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性别、生源地、养老机构见习经历、

老年志愿服务经历、失智老人接触情况均是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均 P 

<0.05）。结论  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对失智老人的照护知识相对缺乏，对从事失智老人照护的意愿较

低。高职院校应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失智老人照护相关知识课程教育和培训，提高学生对失智老

人的照护职业认同感及照护能力。

关键词：护理专业；失智老人；照护；知识；意愿；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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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

2019 年 11 -12 月选取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护

理专业二年级 243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纳入

标准：全日制在校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无纪

律处分，自愿接受本次调查。排除标准：休学

和调查期间不在校的学生。其中男性 43 名、女

性 200 名，年龄为 18-22(18. 31 +0.92) 岁。

1.2 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后的调查员采用

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介绍调查目的、填写

方法和注意事项。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问

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回收后，由调查

员严格进行问卷筛查，剔除漏填、规律作答的

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43 份，回收有效问

卷 236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1%。

1.3  调查内容  （1）一般资料调查表：调

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养老机构见习

经历、高考第一志愿是否为护理等。（2）失智

老人照护知识问卷：由 2 名养老机构资深照护

员、渭南市第一医院老年科 2 名护士长和渭南

职业技术学院3名护理专业教师组成专家团队，

对自制失智老人照护知识调查问卷进行论证，

最后由渭南市第一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进行

审核，形成最终问卷。该问卷分为失智症相关

基础知识和失智症照护技能知识两个部分，各

9 道判断题。每题答对记 1 分，答错或者不作

答不计分，基础知识和照护技能的总得分均为

9 分，≤ 3 分为低级水平、4 -5 分为中级水平、

≥ 6 分为高级水平。问卷总分为 18 分，6 分及

以下为低级水平、7 -11 分为中级水平、12 分

及以上为高级水平，得分越高知识掌握越扎实。

该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75，信效度较好。

（3）失智老人照护意愿调查表：由渭南市第一

医院神经内科 1 名主治医师和 1 名康复科主治

医师各、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1+X 失智老人

照护培训的 3 名教师组成专家团队，对自制失

智老年人照护意愿调查问卷进行论证，最后由

陕西省 1+X 失智老年照护社会培训试点单位负

责人审核，形成最终问卷。以 1 名失智老人为

案例，将身体综合照护、认知功能促进、活动

功能维护和健康促进照护中的各 2 项照护操作

作为问卷调查内容，共 8 个条目，采用 Likert

等级资料记分法，分“十分愿意”到“不愿意”10

个级别（10= 很愿意，5= 不肯定，1= 不愿意），

单项分数 <3 分为照护意愿极低，各条目分值

之和为照护意愿总分（10-80 分），得分越高

照护意愿越高，以总分≥ 48 分为有照护意愿，

<48 分为无照护意愿（或照护意愿较低）。该

问卷 Cronbachα 系数为 0.735，信效度在可接

受范围内。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piData 3.0 软件建立

数据库，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x2 检

验；计量资料以（t±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高职护理专

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愿的影响因素。以

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识

评估情况   236 名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

照护基础知识得分为（2.13±0.43）分，照护技

能知识得分为（3.93±1.26）分，问卷总得分为

（6.23±0. 81）分，照护知识得分普遍处于较

低水平。见表 1。

表 1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识评

估情况

指标 等级 n（%）
平均得分

（x±s，分）

基础相关知识

≤ 3 分 低 163（69. 07）

2.13±0. 434-5 分 中 58（24. 58）

≥ 6 分 高 15（6.35）

照护技能知识

≤ 3 分 低 132（55. 93）

3.93±1. 264-5 分 中 78（33.05）

≥ 6 分 高 26（1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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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意

愿  本研究中，236 名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

老人照护意愿调查问卷总得分为 (30. 43 +4. 38)

分，照护意愿较低，尤其是对人工取便、预防

压疮、肢体按摩等操作的照护意愿较低。见表 2。

表 2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意愿评

估结果（x±s，分）

照护项目 得分
身体综合照护

失智老人更换集尿袋 7. 32±1. 23
失智老人床上人工取便 1. 23±0. 45

认知功能促进
协助失智老人使用外用药 4. 12±0. 24
失智老人预防压疮照护 2. 05±1.36

活动功能维护
失智老人记忆力训练 3. 78±1. 12
失智老人感知训练 3. 65±1.08

健康促进照护
失智老人肢体按摩 2. 71±1. 32
失智老人轮椅转运 6. 32±1. 67

总得分 30. 43±5. 76

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意愿不同性别、生

源地、老年志愿服务经历、养老机构见习经

历、失智老人接触情况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

对从事失智老人照护工作的意愿均不同（均 P 

<0.05）。见表 3。

2.4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

愿的影响因素  以是否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护的

意愿作为因变量，将表 3 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指标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赋值见表 4）。结

果显示：性别、生源地、养老机构见习经历、

老年志愿服务经历、失智老人接触情况均是高

职护理专业学生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护的影响

因素（均 P <0. 05），其中，女性、生源地为农

村、有养老机构见习经历、从事过老年志愿服

务经历、接触过失智老人的学生从事失智老人

照护的意愿更高。见表 5。

表 3  不同特征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愿的比较 [n（%）]

指标 n
是否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护工作

x2 值 p 值
是（n=58） 否（n=178）

性别

男性 42 3(5. 17) 39(21. 91)
8.377 0.003

女性 194 55(94. 83) 139 (78. 09)

第一志愿是否为护理专业

是 206 49(84. 48) 157(88. 20)
0.545 0.497

否 30 9 (15.51) 21(21. 80)

年龄

<19 岁 105 26 (44.83) 79 (44. 38)
1.448 0.229

≥ 19 岁 131 32 (55. 17) 99(55. 62)

生源地

农村 158 51(87. 93) 107(60.11)
15. 300 <0. 001

城市 78 7 (12.07) 71(39. 89)

在校期间是否做过老年志愿服务

是 153 52(89. 67) 101(56. 74)
20. 785 <0. 001

否 83 6(10.33) 77(43. 26)

养老机构见习经历

是 32 11(18. 97) 7 (3.93)
11. 203 0.001

否 204  47(81. 03) 171(96. 07)

接触过失智老人

是 16 10(17. 24) 6(3.37)
11. 213 0.001

否 220 48(82. 76) 172(96.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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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方法

性别 男 =0，女 =1

生源地 城市 =0，农村 =1

是否有养老机构见习经历 否 =0，是 =1

是否从事过老年志愿服务 否 =0，是 =1

是否接触过失智老人 否 =0，是 =1

不愿意 0

愿意 1

3 讨论

3.1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失智老人照护知

识不足本研究从失智老人照护相关基础知识、

失智老人照护技能两个方面调查高职护理专业

学生对失智老人照护知识的掌握情况。结果显

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对于失智老人照护知识

的掌握情况较差，对于失智症基础知识掌握不

佳，很多学生在失智症的定义、病因、临床表

现等条目上得分低于 2 分，甚至有些学生得分

为 0 分，表明学生对失智老人的相关知识了解

不足。学生的照护技能知识得分略好于基础知

表 5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β 值 SE 值 Wald X2 值 P 值 OR 值（95% CI)

常数项 -2. 648 0.431 8.136 0.012 0.071（—）

性别 1.159 0.426 14. 283 0.001 3.187 (1.892,8. 845)

生源地 1.343 0.598 18. 316 0.001 3.831(2.127,7. 043)

是否有养老机构见习经历 0. 790 0.376 4.449 0.041 2.203(1.059,4. 589)

是否从事过老年志愿服务 0. 800 0.378 4.452 0.038 2.225(1.060,4. 668)

是否接触过失智老人 0. 815 0.359 5.068 0.026 2.259(1.113,4.601)

识，但得分依然较低，学生的照护技能不扎实。

在此情况下，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在照护失智老

人方面无法体现专业性，这不利于智老人临床

症状的观察，甚至影响治疗和预后。为此，高

职院校须加强有关失智症基础知识的讲授，设

计具有针对性的课程。另外，照护失智老人是

一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工作，除了需要丰

富的知识，照护者还应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 [4]。

本研究中，许多学生对于照顾老人起居生活，

如喂饭、使用开塞露、穿脱衣服、按摩等存在

错误观念，操作技术的专业性、科学性不足。

失智老人的病程一般长达 10-20 年，呈慢性、

渐进性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会发展到

重度阶段，老年人记忆力、思维认知功能严重

受损，最终可能丧失语言能力，活动也逐渐减

少，出现大小便失禁等症状 [5]。因此，照护者

应掌握失智老人的综合照护技能，协助其进行

排便，帮助他们合理睡眠、清洁身体、穿脱衣服、

更换床单被罩，以及进行居住环境卫生清洁等，

维护失智老人的生命尊严，提升其生活质量。

3.2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护理

的意愿尚有待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护理

专业学生失智老人照护意愿调查问卷总得分为

（30. 43±5. 76）分，照护意愿较低，尤其不愿

意进行人工取便、预防压疮、肢体按摩等操作；

对感知训练、记忆力训练和协助使用外用药护

意愿得分略高；对轮椅转运、更换集尿袋操作

意愿较高。由此可见，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对技

术含量较高的操作意愿尚可，而对基础操作及

相对较脏、累的操作的意愿较低。目前我国失

智老人照护主要是以家属、保姆居家照护为主，

急需专业技术人才的参与和指导 [6]。探寻适应

我国未来养老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迫在眉

睫。本研究结果提示多数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不

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护工作，因此，了解护生

不愿从事失智老人照护的原因，深化教学改革，

改善教育现状，提升照护意愿，显得非常重要

且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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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护理

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生源

地为农村、有养老机构见习经历、从事过老年

志愿服务经历、接触过失智老人是高职护理专

业学生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护的影响因素（均

P <0. 05）。其原因可能为：（1）受到传统观

念的影响，男生从事护理行业存在较多心理排

斥因素，因此男性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不愿意从

事失智老人照护的比例更高。（2）生源地是农

村的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失智老人照护意愿

较强，这可能与学生生活经历有关。（3）有养

老院见习经历、接触过失智老人的高职护理专

业学生对照护失智老人的意愿较高，他们认为

接触过失智老人和在养老机构见习后，会觉得

照顾失智老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因此较为

愿意从事失智老人照顾工作；没有这些经历的

学生，会认为从事失智老人照护工作脏累，不

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还有部分学生表示，老

年人普遍固执、喜怒无常，从事照护工作会较

难沟通，加之目前养老机构工资待遇较低，导

致学生对失智老人照护行业产生畏惧及排斥心

理，不愿意从事失智老人护理工作。因此，加

强高职护理专业学生从事智老人护理的职业引

导工作，鼓励高职院校积极开展老年志愿服务、

增加学生对失智老人的了解，引导学生对失智

老人护理前景的认知，提高学生从事失智老人

照护的兴趣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学生对失智

老人的照护知识相对缺乏，对从事失智老人照

护的意愿较低。高职院校应调整人才培养方案，

实施教学改革，增加失智老人照护相关课程和

培训，以及学生养老机构见习经历、志愿服务，

使其提前接触失智老人，提高学生对失智老人

照护职业的认同感及照护能力，为未来培养更

多的失智老人照护专业人才，从而缓解社会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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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ilburg Weakness Assessment Scale in the Evaluation of 
Elderly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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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and meaning, compos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ilburg scale for the assessment of 

frailty in the hope of helping older researchers in the selection of assessment tools.

Keywords: Tilburg weakness assessment scale; Debilitating elderly; Evaluation too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