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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化时代电子期刊发展迅猛，2004年至今，

中华医学会陆续创办了22种原创的以CD–ROM和

DVD–ROM为载体的电子版多媒体医学期刊。曾

几何时，有人预测电子期刊将很快取代传统的纸版

期刊 [1]，如今，电子期刊已经问世几年了，却没有对

纸版期刊造成较大的冲击，而且电子期刊的销量也

处于低水平停滞状态 [2]。于是有人开始质疑电子

期刊的未来。本文以初级医师为研究对象，用纸版

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分别对其进行培训，旨在探讨外

科医师培训方面电子版医学期刊相对于纸版期刊

是否存在多媒体优势，从而客观地分析电子版医学

期刊的发展前景。

1 对象与方法

以中山大学医学院 2006级 45名本科生为研

究对象，目前均处于临床见习阶段，均无任何临床

实践经验。将 45名学生随机分为 3组，每组 15名。

为每名学生准备 6.5号乳胶手套 1只，尿管 2条，剪

刀 1把，直径 5mm套管 3个，丝线若干。让每位学

生用提供的材料按要求独立制作单孔多通道器械。

第一组学生阅读如何自制单孔器械的纸版教材，

第二组学生观看制作好的自制单孔器械图片，第

三组学生学习一段如何自制单孔器械的视频讲座。

记录每名学生从收到资料到成功制作完成单孔器

摘 要  以实验的方法探讨了电子版医学期刊

在外科医师培训中具有的明显的多媒体优势，并

分析了其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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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的时间。三组数据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各组时间进行比

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第一组学生分别耗时（单位：秒，下同）420，346，

349，362，329，521，365，402，329，367，378，392，354，

381，343，平均值为375.87±47.76，第二组学生耗时

180，196，175，204，225，143，179，188，183，159，164，

183，176，185，192，平均值为182.13±19.18，第三组

学生耗时121，125，120，123，120，124，121，121，123，

122，120，121，120，121，123，平 均 值 为121.67±1.59。

先对三组时间进行方差齐性检验P＜0.001，表明三组

数据具有方差齐性，再进行方差分析，F=299.268，P＜

0.001，三组的平均时间有显著性差异。再对三组时

间进行两两比较，第一组和第二组，第二组和第三组，

第一组和第三组P值均＜0.001，差异均有显著性意

义。统计结果表明视频讲座组的学生学习制作速度

明显快于图片组，图片组明显快于纸版组。

3 讨论

3.1 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培训时的

多媒体优势

虽然我国医学技术高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越来越小，但是普遍水平仍不高，尤其是基层

医院，所以实用性的期刊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尤其重

要。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是临床型的

期刊，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把文本、图像、动画和声

音等多种信息类型综合在一起，通过计算机进行综

合处理和控制，支持完成一系列交互式操作。

我刊多媒体特色运用主要表现在文本文章配

合大量手术演示，而且有手术录像及视频讲座栏目。

创刊以来，共发表视频讲座18部，手术录像42部，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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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文章内附带的手术演示32段，基本包含泌尿外

科常见的腔镜手术，能为临床学生、进修生甚至是

临床医师的继续教育提供极为有利的学习条件，从

而提高教学效果。

自 2007年以来，我们联合卫生部内镜诊疗技

术培训基地共同举办培训班 13期（每季度 1期），

以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为基本培训资

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每位术者处理相同问

题的方法，并进行比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培

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数百名，直接提高和规

范了他们的操作水平。另外，我刊还开展了下乡

支援山区医疗活动，每年至少一次走进基层，带领

我们的专家队伍进行授课、手术表演，赠送与会医

师杂志。一方面在订阅数量不多的前提条件下，

扩大我刊的交流和赠送范围，使其涵盖率尽量提

高 [3]。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我刊的努力，使我们国

家的泌尿外科腔镜手术的技术和学术得到规范化

和普遍提高，从而实现我刊的培训教育使命。

3.2 电子版医学期刊的发展前景 

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如何让有一

定医学理论基础的学生或初级医师在短时间内掌握

各种手术操作技能，多媒体教学即电子版期刊的数

字化、集成性、多样性、交互性、非线性等特性可以

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4]，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

统纸版的不足，丰富了教学内容，提高了培训效率。

医学中有很多形态学、操作性等内容都非常适

合用电子出版物的形式来表达。如解剖病理、组织

胚胎、影像诊断、皮肤病等形态学内容，外科手术、

物理诊断、护理技术等操作性内容。生理学、生物

化学等虽然不以形态学和操作性内容为主，但非常

适合用模式图、图片来表达 [5]。

不是所有的医师和科研工作者能同时在同一个

地方参与同一项研究，所以必须有持久的平台供大

家学习交流，这时第一本医学期刊就产生了。随着

计算机、网络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如今数字化时

代，出版电子版期刊的技术已成熟，于是电子版期

刊也就应运而生了。1987年美国创办了第一本正式

电子版的科技期刊New horizons in adult education，
1991年出版的Online journal of current clinical trials
是第一本医学电子期刊 [6]。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电子化、数字化不仅对医学期刊的出版有影响，也

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变革，不知

不觉中大家对数字化产品逐渐接受和认可。当越来

越多的医生通过学习电子版期刊获益的时候，电子

医学期刊多媒体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医学专业知

识会更快地被掌握，从而间接地服务于广大患者，

电子医学期刊也就显现出其强大生命力了。

当然，电子版医学期刊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

题，如技术方面（各种交流功能的实现）、经济收入

及利益链的分配、医学会及卫生厅等社会团体对

电子版期刊的接受程度、版权归属等。甚至电子

版期刊的出版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危机，如图书馆

的资金投入不能跟上科学支出增加的速度，电子

科技期刊的出版管理制度尚不健全 [7]。

4 结论

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即是合

理的。医学电子期刊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需要通

过众多医学期刊出版人员及相关工作者的不断努

力，充分运用电子多媒体优势，使其不断发展壮大，

对时代和社会的进步产生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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