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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oracic entesis is one of the common clinical operation techniques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leural effusion, pneumothorax, pneumonia and other diseases.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mastering the skills of thoracacentesis is a basic requirement to enter clinical work and provide safe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It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method of graduate clinical skill training. By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graduat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thoracocentesis trainin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o evaluate the skill improvement degree, operation safet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trai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ining	of	thoracentesis	skill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operation	ability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level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peration confidence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clinical	judgment	ability.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training	of	thoracocentesis	
skill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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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研究生胸腔穿刺技能培训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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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胸腔穿刺是呼吸内科常见的临床操作技术之一，广泛应用于胸腔积液、气胸、肺炎等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对于呼吸内科研
究生来说，掌握胸腔穿刺技能是进入临床工作并提供安全、有效治疗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对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效果进
行评估，探讨研究生临床技能训练的现状及优化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对参与胸腔穿刺培训的研究生
进行前后对比分析，评估培训前后技能的提升程度、操作的安全性及实际应用效果。结果表明，胸腔穿刺技能的培训显著
提升了研究生的操作能力和临床应用水平，且通过模拟训练和实际操作的结合，能有效提高研究生的操作信心和临床判断
能力。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胸腔穿刺技能培训中的难点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为呼吸内科研究生的临床技能
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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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胸腔穿刺技术作为一种诊断和治疗手段，在呼吸内科

的临床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在诊断胸腔积液、气

胸、肺炎等疾病时，还是在进行胸腔引流治疗时，胸腔穿刺

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操作。然而，胸腔穿刺操作技术对操作

医生的要求较高，需要具备良好的理论基础、实践操作能力

和应对突发情况的临床经验。因此，如何提高呼吸内科研究

生的胸腔穿刺技能，保证其操作安全与效果，成为医学教育

中的重要议题。目前，许多医学教育机构在研究生教育中已

经引入了基于模拟技术和实际操作结合的培训模式，这种方

式通过模拟训练、课堂讲授及实地操作等多种方式帮助学生

掌握胸腔穿刺的基本技巧与方法。然而，培训效果的评估尚

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如何量化评估胸腔穿刺技

能培训的效果，并提出改进措施，仍是当前医学教育中的难

点。本文通过对呼吸内科研究生胸腔穿刺技能培训效果的研

究，旨在为优化培训内容和形式提供依据，推动研究生临床

操作技能的全面提升。

2 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必要性

2.1 胸腔穿刺技术在呼吸内科中的应用
胸腔穿刺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诊断和治疗手段，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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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呼吸内科的多个领域。对于胸腔积液的患者，胸腔穿

刺不仅能够帮助获得患者的病理标本，还能通过引流减少胸

腔积液的影响，缓解病症，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对于气胸

患者，胸腔穿刺则可用于气胸的排气治疗，有效改善呼吸困

难和氧合功能，防止病情恶化。此外，胸腔穿刺技术还在胸

部感染、肺癌等疾病的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呼

吸内科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入，胸腔穿刺技术在各类疾病诊治

中的作用愈发突出，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中，胸腔穿刺为医务人员提供了直接有效的干预方式。因此，

培养具备高水平胸腔穿刺技能的医学人才，是保证呼吸内科

临床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的关键。

2.2 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挑战与要求
胸腔穿刺作为一项侵入性操作，操作时对技术要求高，

涉及患者的安全性，且必须具备良好的临床判断能力。任何

失误都可能引发并发症，如气胸、胸腔出血、损伤脏器等，

严重时甚至可导致患者死亡。因此，要求医学专业人员在操

作过程中对患者的病情、影像学资料、操作技巧及突发事件

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此外，研究生在进行胸腔穿刺

时，还需要了解如何选择适当的穿刺部位，如何避免损伤重

要器官，以及如何有效使用穿刺设备等。这些操作技能不仅

仅是简单的手术技巧，还要求研究生具备扎实的医学基础知

识、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细致的操作方法。由于胸腔穿刺在

临床中往往处于紧急情况下，研究生还需培养在压力下做出

快速、准确判断的能力，才能在复杂和紧张的临床环境中有

效执行此项操作。

2.3 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现状
目前，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模式逐渐多样化，结合了

理论授课、模拟训练、临床实操等多方面内容。通过系统的

理论讲解，学员能够掌握胸腔穿刺的基础知识，包括适应证、

禁忌症、操作步骤等。另一方面，模拟训练的引入使得学生

能够在虚拟环境中练习胸腔穿刺技能，减少了患者的风险，

且增强了学员的动手能力和操作信心。此外，研究生在通过

模拟训练后，还可以进入临床实习，在真实的临床场景中进

行操作，在实际操作中提高技能水平，积累临床经验。然而，

现有培训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培训时间相对有限、

实践操作机会不充足、个性化指导不足等问题。尽管模拟设

备和临床机会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学员的操作技巧，但每位学

员的操作水平和学习进度不同，仍需个性化的教学和更多实

践机会。因此，如何进一步优化培训模式，增强培训效果，

成为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3 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效果评估方法

3.1 定量评估方法
定量评估方法是衡量胸腔穿刺技能培训效果的重要工

具。通过对研究生操作前后的技能评分、操作时间、穿刺成

功率等指标进行量化评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培训前后的

技能提升情况。评估者通常根据预设的操作标准对学员进行

评分，形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评价结果，从而为教学提供数

据支持。例如，在进行操作评分时，可以参考多个方面的表

现，如穿刺准确性、操作的流畅性、设备的正确使用、穿刺

的并发症发生率等。这些评估指标不仅能准确反映学员的操

作水平，还能为进一步的培训调整提供依据。同时，定期进

行技术考核，观察学员在临床实习中的实际表现，有助于全

面评估其技能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此外，还可以通过设置不

同层次的操作任务和逐步增加任务难度，进一步测试学员的

应变能力和复杂情境下的操作水平。通过定量评估，教师可

以清楚地看到学员在不同阶段的进展情况，同时也为改进培

训计划和教学内容提供了量化的数据支持，确保每个学员都

能够得到针对性的指导与提高。

3.2 定性评估方法
除了定量评估，定性评估在胸腔穿刺技能培训中同样

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教育者可以收

集学员对培训课程的反馈，包括培训内容、教学方式、实践

操作的难度等方面的感受，以及学员在培训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挑战。定性评估能够有效补充定量评估无法体现的主观

体验，帮助教育者深入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及其对培训的真

实反应。学员的反馈可以为培训课程的优化提供重要线索。

例如，通过问卷调查可以了解学员对模拟操作环境的舒适

度、课程讲授内容的理解度、教学设备的易用性以及师资力

量的评价等。通过这些信息，教师可以根据学员的需求调整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使培训内容更加贴合学员的学习需

求。同时，定性评估有助于学员进行自我反思，激发他们提

高学习动力，增强对实践操作的关注，进一步改善学习效果。

定性评估也帮助教育者识别培训中的薄弱环节，为今后课程

内容和教学方法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并使学员在培训过程

中更加积极主动。

3.3 结合定量与定性评估
为了全面评估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效果，定量和定性

评估方法的结合使用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的评估结果。通过定

量方法获得操作技能的具体数据，例如学员在穿刺过程中操

作的准确性、流畅性、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再结合学员的

主观感受，如对培训课程内容、讲授方式、模拟操作环境的

反馈，综合评估培训效果。这种结合评估方式不仅能够客观

地反映学员的技术水平，还能揭示培训过程中的问题，如操

作中的细节不足、学员的情绪反应、课程设置是否符合学员

需求等。定量评估数据提供了操作技能提升的具体数据支

持，而定性评估则补充了学员的情感体验、学习动机以及面

对挑战时的应对策略。通过将两种评估方式结合使用，教师

可以全面了解学员在技术、情感、思维等方面的成长和不足，

为今后的培训方案优化提供数据支持。这种综合评估方式能

够帮助教育者更精准地调整培训计划，使胸腔穿刺技能的培

训更加高效、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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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胸腔穿刺技能培训的优化建议

4.1 增加培训时间和操作机会
胸腔穿刺操作涉及广泛的理论知识与高水平的技术要

求，因此研究生需要经过充分的时间练习和反复操作才能掌

握操作要领。在胸腔穿刺技能的培训中，实践环节占据至关

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模拟训练和临床实践中的操作机会。

建议增加每位学员的培训时间，尤其在实践操作中给予更多

的训练机会，确保每个学员能够充分掌握胸腔穿刺的相关技

能。通过更多的实际操作，学员能够在不同的临床情境下积

累经验，逐步提高操作技巧，掌握穿刺部位的选择、穿刺针

的使用等关键技术。实践机会的增加不仅能够帮助学员提升

操作的准确性和流畅性，还能增强其在面对复杂病情时的应

变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加操作机会能够大大减少学员在实

际临床工作中的紧张情绪，帮助他们建立自信，更好地应对

真实病人的治疗需求。

4.2 加强个性化指导和反馈
每位学员的学习进度、操作水平和掌握程度各不相同，

因此，针对不同学员的具体情况提供个性化指导和反馈至关

重要。在培训过程中，教师应根据每个学员的薄弱环节进行

有针对性的辅导，帮助学员克服技术难点。通过细致的反馈，

教师可以指导学员在操作时如何改进，避免重复性错误，从

而加速技能的提升。个性化的指导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层面，

教师还应关注学员的学习态度、心理状态等方面，尤其是在

实践操作中，学员可能会因紧张或不熟练而出现失误。通过

一对一的指导和实时反馈，能够帮助学员迅速找出问题并进

行修正，从而有效减少失误，提高操作的准确性和安全性。

此外，在学员进行模拟训练时，教师可以通过细致观察，发

现学员的操作盲点和技巧不足，及时提出改进建议，确保每

位学员都能在培训过程中得到充分的指导和支持。

4.3 引入高科技模拟设备
随着医学教育和技术的不断发展，模拟设备的水平不

断提高，现代医学模拟设备已能较为精准地模拟真实操作环

境。引入高精度的胸腔穿刺模拟设备，使学员在接近真实环

境的条件下进行训练，能够大大提高培训效果。模拟设备通

过虚拟现实（VR）技术、增强现实（AR）技术等手段，能

更准确地模拟胸腔穿刺过程中的各种操作细节，帮助学员在

安全的环境中反复训练，减少对患者的风险。通过这些高科

技设备，学员不仅能更好地掌握操作技能，还能提高其在真

实临床环境下应对复杂病情的能力。此外，模拟设备可以为

学员提供即时反馈，帮助他们发现操作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如穿刺角度、穿刺深度等，从而进行针对性地改进。使用虚

拟现实技术的模拟设备还能为学员提供不同类型的病例情

景，使他们在模拟环境中体验不同的操作难度和临床情境，

进一步提高学员的临床判断能力与技能水平。借助这些先进

技术，学员能够在培训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学习

体验，为将来进入临床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5 结语

胸腔穿刺技能作为呼吸内科研究生必备的基本操作技

能之一，其培训质量直接关系到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安全。

通过对胸腔穿刺技能培训效果的综合评估，本文发现，现有

的培训模式在提升学员操作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

存在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通过优化培训时间、增加操作机

会、加强个性化指导和引入先进的模拟设备等措施，能够进

一步提高研究生的胸腔穿刺技能水平，为临床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未来，随着医学教育模式的不断改进，胸腔穿刺技能

培训的效果评估也将为医学教育改革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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