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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交叉学科毕业实验设计探讨

刘　 超　 李　 晓　 高慧婕△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医学类院校不同院系、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交叉学科毕业实验小组，打破学科壁垒，让学生更多地参
与涉及多学科的大型综合实验当中，不同专业的学生之间团队协作，互相配合，交流学习，强化学生的创新性思
维，拓展学生的实验技能范围，同时很好地节约了实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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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类院校学科众多，虽然专业不同，但大部
分专业知识相通，相互之间也需要借鉴学习，在对
本科生科研能力和实验技能的培训当中，尤是如
此［１２］。国内外大学都在寻找各种方法在不同学
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之间进行交叉学习的探讨，
试图建立起富有成效的跨学科、跨专业的合作战
略［３６］。以往在指导培养本科生科研能力的过程
中，我们发现不同专业的学生各有所长，在某些综
合实验的过程中，缺乏全面的、完善的科研能力，急
需互相沟通学习。因此，我们尝试在不同院系、不
同专业之间建立交叉学科实验小组，共同进行一系
列科研工作，希冀学生能通过学科交流，互相学习，

取长补短，提高学生的综合科研实验能力，取得更
好的指导效果。

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完成同一个大型实验
项目的实验设计、实验操作、结果分析和论文撰写，
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所长和交叉学习，利用毕
业实验设计能够很好地满足上述要求［７］。毕业实
验设计是检验大学生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能的
重要环节，也是对毕业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一
环。因此，我们拟建立一个由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组
成的交叉学科科研工作小组，采取团队协作模式，
完成毕业实验设计。
１　 方法
１． １　 交叉学科毕业科研工作小组的建立

２０１４年６月－ ２０１８年６月，共培养４届毕业
生，建立了４个交叉学科毕业科研工作小组，每组
６人，包括药学小组、生物小组，４名来自药学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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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药学、药物制剂、中药学）的同学为药学小组，２
名来自生物技术学院专业（生物工程、生物技术）
的同学为生物小组，共同完成毕业实验设计。药学
院和生物技术学院各有１老师加入，作为指导教
师。
１． ２　 毕业实验选题设计及实验准备

自毕业实习任务下达开始，科研小组定期开展
小组会议，讨论分析实验选题。首先，由２位指导
教师初步设计一个大型跨专业实验，其内容既涉及
药学专业又涵盖生物学专业。本文将选题方向定
为“天然植物中免疫活性物质的提取及药理分
析”。近几年选定的植物分别为蒲公英、西兰花、
葡萄籽以及桦树茸。实验中涉及药物提取制备的
部分主要由药学小组主导设计实验流程，做好可行
性分析；涉及药效生物分析的部分主要由生物小组
完成初步实验设计及可行性分析。要求学生查阅
大量参考文献，各小组着重关注自身专业所涉及的
实验内容，进行细致的实验方法、实验流程设计规
划。每位组员分工将本专业涉及的实验内容以
ＰＰＴ的形式进行轮流汇报讨论，便于学习交叉学科
实验内容和实验知识。最终确定毕业实验的具体
方向和实验流程以及实验分工。强调既是各有侧
重，又能相互学习、融会贯通。科研小组同步开展
实验的准备工作，购买实验所需耗材、饲养动物、熟
悉大型仪器的操作等。
１． ３　 交叉科研小组实验阶段

在题目方向选定后，首先进行的是“相关药物
的提取分析”。这一阶段以药学小组为主导，生物
小组辅助，通力合作。在选题之初，小组成员通过
查阅文献，基本确定蒲公英、西兰花、葡萄籽以及桦
树茸含有的与免疫活性有关的有效成分分别为蒲
公英多糖、萝卜硫素、原花青素和桦树茸多糖。小
组成员群策群力，药学小组根据学到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初步拟定整体实验方案；生物小组的同学则从
植物的形态结构、生理学以及遗传学角度，丰富药
学小组同学的知识体系，更加有效地提取相关免疫
活性成分。

在药物成功提取并检测后，进入动物实验阶
段。建立交叉学科科研小组，共同饲养动物模型及
给药，可以取长补短。各组同学轮流分工，相较单
独开展实验大大减轻了每位同学的工作压力，同时
也熟练掌握了涉及动物饲养、给药等各项实验操作

技能。
最后，生物机能分析测定阶段。实验开始前，

先进行小组讨论，由指导教师剖析每个实验的原理
及步骤，每位学生学习并制作实验流程ＰＰＴ，再次
开会讨论，明确每个实验项目的分工及主次。两组
同学合作完成实验所涉及的多项生物机能指标的
分析测定。因为主要涉及分子生物学的相关实验，
包括免疫组化、凝胶电泳、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ＥＬＩＳＡ、细胞培养、流式细胞仪等，这部分工作主要
由生物小组主导，药学小组辅助、学习并掌握。
１． ４　 数据分析，撰写论文

每年５月的答辩前阶段，实验进入最终阶段。
同学们展开小组讨论，总结分析实验结果，解决实
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据各自专业，选取合适的
实验内容，撰写毕业论文。论文撰写过程中，药学
小组和生物小组可分别选取整体实验中与自身专
业相关的部分，各有侧重，又相互交叉。不同专业
同学分别选取整体大实验中所涉及的与自身专业
相关的１ ～ ２个小实验项目进行重点论证，最终完
成毕业论文设计。

在此整个过程中，指导教师随时跟进实验进
程，对实验进行整合分析，促进两组间的交流学习。
２　 结果
２． １　 交叉科研小组成功建立

科研团队的建立，改变了过去毕业生单打独
斗，各自为政的孤立局面。化零为整，发挥集体创
造力，团队协作，互相借鉴学习，各小组均设计出了
更全面、更多元化的毕业实验。
２． ２　 交叉团队实验进展顺利

实验进行过程中，不同阶段以不同小组为主
导，充分激发了各小组成员的主人翁意识以及参与
的积极性，团队配合、学科交叉带来了新思路、新方
法，最终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实验结果。

小组成员团队协作，分别采用水提醇沉法、溶
剂萃取法和Ｓｅｖａｇｅ法，辅以超声波提取法，成功从
蒲公英、西兰花、葡萄籽以及桦树茸中提取到相应
的免疫活性成分：蒲公英多糖、萝卜硫素、原花青素
和桦树茸多糖，并进行了纯化和检测。大规模进行
动物饲养、造模的训练，大大提升了每位学生的动
物实验操作能力，解决了单人进行大量动物饲养的
压力，也同时保证了实验样本的数量，为后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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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以往单人完成毕业
实验操作所无法完成的。以往单人进行实验指标
的测定，大多只能完成１ ～ ２项，而此次交叉科研小
组的建立，小组成员间密切协作，大大增加了实验
的全面性，如免疫活性的测定，就进行了包括胸脾
指数、血清溶血素、鼠耳肿胀度、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以及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转化生长因子、干扰素
等的ＥＬＩＳＡ测定和ＲＴＰＣＲ测定，累计每组平均可
完成６ ～ ８个功能指标的测定，从分子、细胞和整体
水平对蒲公英多糖、萝卜硫素、原花青素和桦树茸
多糖的免疫活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远胜于
以往学生独自为战的局面。每位学生除掌握了本
专业涉及的实验操作技能之外，也学习熟练了其他
专业所涉及的主要实验方法和技术，大大提高了他
们的实验能力和综合科研素质，成果斐然。
２． ３　 数据分析和论文撰写顺利完成

论文撰写阶段，不同专业的学生选择了适合自
己的实验内容及方向，顺利完成数据分析和论文撰
写。最终均以优异成绩通过论文答辩，其中两人获
得院级优秀毕业论文，一人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并入选省级优秀论文。
２． ４　 整体毕业答辩成绩理想

此次参与交叉学科毕业实验小组毕业生共２４
人，同时选取独立进行毕业实验的毕业生３０人，比
较其毕业答辩成绩，结果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毕业答辩成绩比较（ｎ，分）
组别 ｎ ７０ ～（良好） ８５ ～（优秀） 优秀率／ ％

交叉学科组２４ １２ １２ ５０． ０

独立实验组３０ ２３ ７ ２３． ３

χ２ ４． １５８

Ｐ ０． ０４１

从表１不难看出，虽然指导教师相同，但是参
加交叉学科小组的毕业生答辩优秀率更高，成绩更
好。
３　 讨论

以往单人进行毕业实验设计，只能进行相对简
单的小型实验，内容简单，结果单薄。一旦进行涉
及不同学科领域的综合性实验，由于学科的单一
性，学生掌握的知识仅限于该学科。因此，学生往
往感觉压力大，任务繁重，经常出现实验结果不理

想的情况，甚至因薄弱环节导致实验完全失败。建
立交叉学科毕业科研小组，与以往的单人毕业实验
相比优势明显。每一个小组均圆满完成毕业实验
任务，部分小组甚至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就为期一
年的实验过程来看，每一个环节都充分发挥了学科
交叉的优势。
１）相关药物的提取分析阶段，该阶段由药学

小组主导。药学小组通过该阶段的实验工作，系统
地对大学四年所学的药物化学、药剂学、药理学、有
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等知识进行梳理，并通过实验将
其有机地整合在一起，这是对所得知识的一个升
华，无论对以后的工作还是对考研都有很大的帮
助；在这一阶段，生物学小组的同学虽然只是辅助，
但对他们帮助也很大，他们学习了从天然植物中寻
找发现发挥药效的基团，或者发现新药，或者从药
物中分析出新的发挥药效的活性基团，阐述药物发
挥作用的新机理；可以根据药物理化性质，制成合
适的给药剂型，筛选合适的给药方式，更快和更安
全地发挥药效，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
２）动物实验阶段，两组共同完成。药学学组

开展药理学的相关实验，可以接触到动物实验，生
物组的学生会学习动物学这门课程，也可以接触到
动物实验。所以，两个小组对动物实验并不陌生；
但是，他们对于动物的饲养、给药、建模等技术的掌
握并不系统。如每天给动物投放食物的量，给药方
式等，对于他们来说具有挑战性。通过该阶段的学
习，两个小组的学生对于动物的解剖结构和生理机
能有了更深地认识，可以对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
等相关学科知识查缺补漏。经过这一阶段的指导
培养，帮助小组成员顺利通过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考
试，甚至表现优异。
３）生物机能分析测定阶段，该阶段由生物学

小组主导。生物学小组通过该阶段的实验工作，可
以对所学的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等知识进行系统的梳理，将理
论知识通过实验进行验证，实现知识的有机整合。
作为辅助的药学小组成员，他们所汲取的营养并不
少于生物学小组，通过该阶段的共同学习，他们可
以熟练掌握分子生物学的相关实验技能。如免疫
组化、凝胶电泳、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ＥＬＩＳＡ、细胞
培养、流式细胞仪等，对以后准备走向科研工作岗
位的同学尤为重要。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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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建立交叉学科毕业实验设计科研小
组，通过学生团队协作，不但可以顺利完成各自毕
业实验，而且在此次大型实验过程当中扩充了自己
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自己的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
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壁垒［８１０］，让学生更多通过地参
与大型实验设计，进行探索性、创新性实验，强化学
生的创新性思维，培养出高素质的科学教育人才，
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培养模式，后续我们将扩大交
叉培养范围。今后我们将投入更多的努力，完善交
叉学科共同进行实验工作的教学培养模式，围绕跨
学科教育进行不断地探索，进一步完善这种新型的
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１］　 朱君强．关于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思考［Ｊ］．成才之

路，２０１６（９）：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３５６１．
２０１６． ０９． ０１８．

［２］　 李雅妮，范耿，黄晨，等．交叉学科建设与提升高校自
主创新能力研究［Ｊ］．管理观察，２０１５（６）：１１６１１７．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２８７７． ２０１５． ０６． ０４５．

［３］　 Ｇｏｕｖｅａ ＪＳ，Ｓａｗｔｅｌｌｅ Ｖ，Ｇｅｌｌｅｒ ＢＤ，ｅｔ ａｌ．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ａｓｋ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ｓｉｇｎ［Ｊ］． ＣＢＥ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Ｅｄｕｃ，
２０１３，１２（２）：１８７２０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７ ／ ｃｂｅ． １２０８０１３５．

［４］　 Ｐｅｆｆｅｒ Ｍ，Ｒｅｎｋｅｎ 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Ｊ］． ＣＢＥ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Ｅｄｕｃ，１５（４）． ｐｉｉ：

ｅｓ１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８７ ／ ｃｂｅ． １５１２０２５２．
［５］　 Ｋｎｉｆｆｉｎ ＫＭ，Ｈａｎｋｓ Ａ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ａｒｔｅｒｍ ｃ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ｏｒｓ［Ｊ］． Ｓｃｉｅｎｔｏ
ｍ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７，１１１ （３）：１２２５１２５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１１９２０１７２３１７ｙ．

［６］　 高慧婕，刘超，任妍，等．将毕业实验设计与微生物学
实验课程合并开展的新型教学方式［Ｊ］．中国高等医
学教育，２０１６（４）：８１８２．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２
１７０１． ２０１６． ０４． ０４２．

［７］　 张建良，卢慧芬，赵建勇，等．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创
新性实验平台建设［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８
（１）：１７３１７６．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７１６７． ２０１８．
０１． ０４１．

［８］　 齐昌政，汪志明．以学科制度创新促进大学交叉学科
发展［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１
（１）：９７１０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２１６ ／ ｊ． ｃｎｋｉ． ｕｐｃｊｅｓｓ． ２０１５． ０１．
００１８．

［９］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 Ｌ，Ｈüｔｔ ＭＴ，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 ＡＡ，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Ａｐｐｌ Ｎｅｔｗ Ｓｃｉ，２０１８，３（１）：１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４１１０９０１８００６７２．

［１０］Ｌａｒｓｏｎ ＥＬ，Ｌａｎｄｅｒｓ ＴＦ，Ｂｅｇｇ Ｍ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
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ｌｓ：ａ ｄｉｄａｃｔｉｃ 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ｐｒｅｐ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ｕｌｔｙ［Ｊ］． Ｃｌ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１，４（１）：３８４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７５２８０６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２５８． 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４０９）
（本文编辑：林琳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

（上接第２１２页）
［２］　 周晓燕．应用体外膜肺治疗重症肺炎的护理［Ｊ］．全

科护理，２０１３，１１（８）：６８９６９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４ － ４７４８． ２０１３． ０８． ００８

［３］　 华丽． ＥＣＭＯ治疗重症人感染Ｈ７Ｎ９禽流感１例临床
护理［Ｊ］．齐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１９）：１２３１２５．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７２５６． ２０１３． １９． ０６８．

［４］　 周红琴，林夏琴，童祥飞．体外膜肺氧合治疗儿童爆
发性心肌炎１例的护理［Ｊ］．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２，１１
（９）：９００９０２．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９８７５． ２０１２．
０９． ０４８．

［５］　 王京燕，李谨，刘志平． １例重症肺炎合并感染性休克
应用体外膜肺氧辅助治疗的护理［Ｊ］．现代临床护
理，２０１７，１６（３）：７６７９．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８２８３． ２０１７． ０３． ０２０．
［６］　 刘莉．体外膜肺氧合疗法主要并发症的观察与护理

［Ｊ］．天津护理，２０１２，２０（３）：１８２１８４．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９１４３． ２０１２． ０３． ０５７．

［７］　 侯守超，乔婷婷，郑蔚，等． １例脑外伤合并吸入性肺
炎中期妊娠患者行体外膜肺氧合治疗的护理［Ｊ］．中
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７，５２（１０）：１２７８１２８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１ ／
ｊ． 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７６９． 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２７．

［８］　 王刚，王蕊，高祀龙．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
应用体外膜肺氧合治疗的护理［Ｊ］．护理实践与研
究，２０１８，１５（９）：２７３０．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
９６７６． ２０１８． ０９． ０１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本文编辑：甘慧敏）

·６１２·


